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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农村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及聚集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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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武陵山区农村中学生危险行为及现有聚集模式，发现当前存在于农村中学教学中的各类问题，制定出更加专项可行的

青少年健康安全教学方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式，抽取多个农村中学学生样本，对学生存在的健康危险行为进行问

卷调查。通过分析实际调查结果，发现在武夷山区农村中学生群体中，吸烟、饮酒、步行违规等问题发生几率更高。不同

民族、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特征不同，需要严格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对学生进行专项安全教育，

以供参考。

武陵山区；农村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聚集行为

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主要就是指能够对其健康、完好状态、
成年期间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行为。农村地
区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几率极高，使当地教学工作难度
更大。在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具有聚集特征的情况下，实际影响
范围与严重程度将无法预估。因此在农村中学教学过程中，需
要细致调查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分析此些健康危险行为的聚集
模式特征，为后续教学模式的改革及优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1、研究背景

1.1  武陵山区
武陵山区主要包括武陵山及其余山脉所在区域，位于我国

华中腹地，是我国现有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因地区
土地资源辽阔，大部分位于武陵山脉而得名。

武陵山区地理位置优越，是各民族南来北往频繁交流的必
经之路。武陵山区内部聚集着汉族以及土家族、瑶族、侗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汉语方言的西南官话最为常见。

当前武陵山区已经划分为扶贫攻坚重点区域，山区内农村
中学生教学工作承担起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打破地区贫穷局面
的重要途径。

1.2  农村中学生教学
为打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困境，积极开展农村教学

工作、培养高素质综合人才已然成为国家及教育部门重点关注
项目 [1]。相较于其他地区中学生而言，农村地区中学生的个性
更为鲜明、主观意识较强，面临的各种压力更大，难以将全部
的时间与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为切实保障农村中学教学水平，学校及教师应当应当结合
学生实际生活特征，制定出更加专项可行的文化教育、安全教
育、德育教育模式。

1.3  健康危险行为
从实质角度分析，安全危险行为主要就是个人或者群体在

偏离家庭、学校、社会期望等方面做出的对自身健康、完好状
态甚至终身生活质量都造成直接、间接损害的行为。依照我国
国情分析，健康危险行为主要包括各种非故意伤害行为、各种
故意伤害行为、物质成瘾行为、精神成瘾行为、不良饮食行为、
不良饮食行为、缺乏体育活动行为等。

2、研究对象及研究方式

2.1  研究对象
本文使用多阶级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式，抽取实际调查

对象。

首先随机抽取武陵山区 4 个县 , 其次在 4 个县内在随机抽
取两所农村中学，共 8 所样本学校 [2]。最后依照学校年级分层，
由初一至高三每个年级抽两班，共 96 个班作为主要调查对象。

在选择调查对象过程中，被调查的学生应当具有农村户口、
本地户口或在当地居住满三年以上。排除有明显精神疾病、生
理及心理缺陷等学生。

经过实际统计调查发现，本次研究共涉及 4438 名学生，
收集有效调查问卷为 4162 份。其中，男生为 1958 名、女生为
2204 名初中生为 2462 名、高中生为 1698 名；土家族学生为
1028 名、苗族学生为 958 名、侗族学生为 1044 名。

在实际调查工作中，所有的被调查对象均签署了调查同意
书，并通过了当地教育部门审批。

2.2  研究方式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依照现有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

卷格式，对问卷内容进行优化并完善。在设计问卷调查内容时，
采用了专家经验判断法，对问卷内容进行多次修改，使问卷内
容能够经过 93.6% 专家的审批。

在问卷信度检验过程中使用再查检验方式，计算得出两次
调查结果的 Pearson 系数为 0.89[3]。通过对参与其中的调查人
员进行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培训，在教师指导及配合下完成调
查工作。

要求调查问卷应当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一发放，问卷不记
名，由学生独立填写，填写后立即收回。

问卷中涉及到的健康危险行为主要包括饮酒、吸烟、非安
全游泳、步行违规、打架、自杀意念、孤单、抑郁、网络成瘾等。

在收集调查问卷后，应当使用统计学处理手段。借助现有
统计学模型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统一整理。
对不同性别、年龄层次、民族的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进行差异
性检验，要求实际检验的误差值需要为 0.05。

具体而言，将问卷调查内显示的多项健康危险行为作为累
计指标，将调查对象依照性别进行样本聚类分析。采用层次聚
类手段，将格局类单位作为 1 类，依照定义距离计算出数值点
间的距离，然后再将距离最近的类别进行合并处理，直到所有
数据都被合并为 1 个类别，确定男女生最佳聚类别为 4 类。使
用两部聚类分析手段，评估男女生 4 类健康行为聚集模式特征。

依照聚集特征，对健康危险行为进行分等级划分。多项健
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为 0 的情况下，可命名为低危险组；多向
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较低，可命名为较低危险组 [4]；内隐性
行为与网络成瘾行为发生几率较高，可命名为内隐行为高危险
阻；外显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较高，可命名为外显行为高危
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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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结果讨论

3.1  农村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现状
通过对武陵山区农村共 4162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

现在不同健康危险行为中，发生几率最高的健康危险行为为步
行违规行为，发生几率为 49.6%、非安全游泳行为，发生几
率为 32.3%、饮酒行为，发生几率为 31%。其中，男生吸烟、
饮酒、非安全游泳、网络成瘾等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明显高
于女生；而自杀意愿、孤独、抑郁等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明
显高于男生。

同时，初中生各类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高于高中生。土
家族中学生打架等问题突出、侗族中学生饮酒等问题突出、中
学生步行违规、网络成瘾等问题突出。

3.2  男生健康危险行为聚集特征
依照聚类分析原理，对男生健康危险行为聚集特征进行分

析，并依照聚类等级，对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特征进行评估。在
低危险组中，各类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几率均较低；在较低危
险组中，各类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低于平均水平；在内隐行
为高危险组中，大部分学生均具有自杀意向，时常会感觉到孤
独、抑郁，且网络成瘾问题更加突出。吸烟、饮酒、步行违规
等健康危险行为会超过平均水平 [5]；在外显行为，高危险组中，
各类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几率均处于较高范围；

3.3  女生健康危险行为类聚集特征
依照聚类分析原理，对女生健康危险行为的聚类特征进行

分析。依照聚类分析等级，对安全危险行为聚集发生特征进行
全面评估。在低危险阻中，女生的各项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
均低于平均水平；在较低危险组中，女生非安全游泳发生几率
高于平均水平、其余问题发生几率低于平均水平；在内隐行为
高危险阻中，自杀意念、抑郁、网络成瘾等问题发生几率更高、
吸烟、饮酒等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依然低于平均水平；在外
显性行为高危险阻中，女生群体吸烟、饮酒、打架等发生几率
高于平均水平，其他自杀意念、抑郁等发生几率低于平均水平。

3.4  不同少数民族男女生危险行为类聚集特征
通过分析武陵山区农村少数民族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

情况。发现在中学生群体中，有 15.04% 的学生从未做出过健
康危险行为。苗族与侗族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最高，
分别为 28.18% 与 23.14%。

4、武陵山区农村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及聚集行为研
究结果分析

通过展开地区全面农村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聚集行为特
征的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当地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及具体行为
发生几率远高于周边城市中学生群体 [6]。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
多由武陵山区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足，学生上
下学难度较大等有关。

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吸烟及饮酒发生几率较高，通常
与当地复杂地理环境、不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存在
密切关联。由于聚集在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均有酿酒习惯，因
饮酒也应成当地中学教育工作重点关注的问题。

由于当地河流、池塘等防护设施建设不完备，中学生非安
全游泳的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更高，酿成的惨剧及后果频繁
出现。

通过分析农村地区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具体特征，发现健
康危险行为的干预工作需要注重分析学生群体中的性别差异、
民族差异、年龄差异等特征，重点关注高危险组内标准行为。
内隐高危险阻的网络成瘾行为具有更高的聚集性，因中学生存
在压力过大、抑郁等心理问题，导致各项成因类型为更加严重。

因此在武陵山区农村中学生教学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积极主动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安全教育工作
[7]。帮助学生分析各类健康危险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使
学生能够自觉规避此类问题出现。做好学校内体育教学改革工
作，切实提升农村中学生身体素质。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关
联度，通过营造良好家庭环境的方式降低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
生几率。

同时，为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中学生实际教育水平，学校还
应重点关注教师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结合中学生健康危
险行为与聚集行为发生特征，及时发现存在于当前教育工作中
的漏洞问题，对安全教学内容进行不断优化。

5、总结

总而言之，通过分析武陵山区农村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
聚集行为，发现健康危险行为发生几率极高。受到民族差异、
年龄差异、性别差异等因素影响，健康危险行为及聚集行为种
类、出现频率各不相同。为制定出专项可行的健康危险行为干
预手段，需要结合农村中学生群体差异性特征采用分级指导的
方式，明确健康危险行为的干预目标及干预重点，不断优化日
常安全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自我约束力，确保学生能
够正确认知到拒绝健康危险行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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