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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具有广泛传播、危害复杂性、成因多样的特点，我国曾

多次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型性肺炎等，

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准确、有效防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已成当今世界研究热点 [1]。1 近年来新冠疫情防

控表明，提高人群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对该类事

件预防管控有重大意义。高职院校自扩招以来，学生群

体密集，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发区，提高高职院校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至关重要，自互联网融入各行

各业，高职学生借助智能手机，网络等渠道高效、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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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取丰富信息，极大的拓展了知识面，活跃了思维，

但同时信息筛选难度加大，高职学生媒介素养不够，易

受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产生错误认识，对校园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带来挑战 [2]。因比，本文通过自制问

卷，对陕西某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了解大

数据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水平。

1.被调研者基本信息情况分析

主要通过运用频数分析法对被调研者基本信息情况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体现

在：性别、专业、年级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几个方面，调

研结果显示，在 700 个有效样本中，男性被调研者 212

人，占比 30.3%，女性被调研者 488 人，占比 69.7%。女

性被调研者的人数远高于男性被调研者的人数，较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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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前学医专业性别占比情况，问卷数据有效。与性别

占比相匹配，医学类专业的被调研者人数有 447 人，占

比 63.9%，非医学类仅占比 36.1%。被调研者的年级分布

状况如下：大二（294 人，占比 42%）＞大三（208 人，

占比 29.7%）＞大一（198 人，占比 28.3%），各年级均有

一定占比。最后，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调研中发现，24.9%

被调研者的父母学历属于高中，19.3% 的被调研者的父母

学历属于本科，13.7% 被调研者的父母学历属于中专或

大专；22% 被调研者的父母学历属于初中及以下。20.1%

的被调研者的父母学历属于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

2.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认知的基本现状分析（what）

2.1 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政策的了解及关注度

分析

首先，本文对被调研者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相

关政策了解的基本水平进行描述，结果表明，26.88% 的

被调研者表示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政策比较了

解；24.47% 的被调研者表示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相关政策非常了解，而 37.41% 的被调研者表示对突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持中立态度，仅有

6.83% 和 4.41% 的被调研者表示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相关政策。

其次，被调研者在日常生活中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道和应急宣传活动关注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

结果显示，35.14% 的被调研者表示平时比较关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应急宣传活动，16.64% 的被调研者表

示平时非常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应急宣传活动，

32.42% 的被调研者表示平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

应急宣传活动的关注度处于一般水平。7.54% 和 8.25% 的

被调研者表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应急宣传活动

的关注度较低。

2.2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的反应情况

本文主要从（1）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采取措

施保护自己；（2）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时会感觉

到恐慌焦虑；（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后都会采取相应

措施保护自己三个方面描述被调研者在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时的基本反应情况，结果表明：（1）在发生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大部分被调研者对采取相应的措施

去保护自己的观念持认可的态度，均值为 3.63；（2）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时，被调研者表示会有明显

的恐慌和焦虑，均值为 3.49。（3）但是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前后，被调研者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己的意识并不

强，他们没有强烈的前瞻保护自己意识。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产生影响分析

本文对被调研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产生的影

响认知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本文认为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影响心理健康；体育运动；学

习环境和学习效率；出行；饮食习惯等几个方面，其中，

对体育运动的影响最大（23%），其次，对学习环境和学

习效率（22.6%）和出行（22.8%）的影响也较大，而随

着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饮

食习惯的影响逐渐缩小，仅占比 12.4%。

2.4 被调研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型处理措施的了

解程度

最后，在被调研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型处理措

施的了解程度的交叉列联表分析中，被调研者对如何应

对地震、水灾、火灾、烈性传染病、食物中毒、药品危

险、职业危害等均有一定的了解程度，但是，被调研者

对火灾（20.5%）、水灾（19.3%）和地震（16.5%）的了

解程度最高。这也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频率以及

影响程度息息相关。

3.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问题以及原因分析（Why）

3.1 学校目前应急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首先，对被调研者所在学校在应急教育方面存在的

问题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学校在

应急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对于应急教育

的重视程度不够；（2）开展应急教育的形式单一，缺乏

趣味性；（3）缺乏相应的实操演习；（4）关于应急教育

的基础设施不完整；（5）缺乏应急教育相关的专门教师；

（6）缺乏完善的应急教育制度与体系等几个方面，其中，

开展应急教育的形式单一，缺乏趣味性（21.8%）和缺乏

相应的实操演习（22.3%）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体现，对

于学校甚至政府而言，应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入手。

3.2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分析

其次，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进行

交叉列联表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频发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1）公共卫生建设和投入

经费不足、忽视生态保护、有毒有害物质滥用、有关组

织管理不善、突发公共卫生人才短缺几个方面，其中，

忽视生态保护、有毒有害物质滥用、有关组织管理不善

被认为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总体上

看，为了降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性，应不断提升

其生态保护意识，禁止有毒有害物质滥用，当然在此过

程中，相关组织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

3.3 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

最后，对被调研者认为的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首先，29.8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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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研者认为学校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是比较重要的，也

有 38.26% 的被调研者表明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

的，仅有 21.91% 的被调研者认为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是没

有必要的。

其次，在院校开设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课程必要性研究中发现，30.3% 的被调研者表示院校开

设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26.74% 的被调研者表示院校开设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课程有其必要性，而 28.17% 的被调研者对院校开

设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课程是否有必要持中立

态度，仅有 10% 左右的被调研者持有否认态度。

4.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How）

最后，本文主要从被调研者接收突发性卫生事件的

主要途径、如何完善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应对措

施，学校开展教学活动中想了解并学习的内容排序以及

加强学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途径四个方面探

究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措施，为未来应对突发性

公共卫生事件指引方向。

4.1 接收突发性卫生事件的主要途径

首先，在接收突发性卫生事件的主要途径的调研中

发现，被调研者接收突发性卫生事件的主要途径主要包

括学校、互联网、图书报纸、讲座和报告几个方面，且

各个途径的占比相对非常均匀，当然互联网的作用不容

小觑，应引起各大参与主体的广泛关注。

4.2 如何完善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应对措施

其次，本文通过使用 SPSS24.0 数据分析软件，对如

何完善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应对措施进行交叉联

表分析，本文认为加大宣传，信息公开透明；重视民意，

倾听舆论；重视教育，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加强各方面

管理；制定并完善相关制度，防患于未然；随时保持各

部门之间的联系，必要时合作处理均在应对突发性公共

卫生安全事件过程中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 20.3%

的被调研者认为重视民意，倾听舆论是最主要的一个措

施，这充分说明民众力量的重要性。其次，20.1% 的被

调研者认为重视教育，定期开展相关培训也是非常重要

的举措之一，对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具有重要

的前期宣导作用。

4.3 学校开展教学活动中重视的培训内容分析

再之，本文通过使用 SPSS24.0 数据分析软件，对学

校开展教学活动中重视的培训内容进行排序分析（均值

越高说明被调研者认为其重要性越低，排序越靠后），结

果表明，本文认为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防范措

施是被调研者最推崇的培训内容（1.80），其次，应积

极开展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

（2.06），最后，被调研者认为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的医疗救援也有其培训的必要性（2.15）。

4.4 加强学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途径

最后，对加强学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途

径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结果详见表 10，结果表明，其

途径主要包括（1）政府大力加强财政投入；（2）教育

卫生机构的广泛参与和监督；（3）学校加大宣传力度；

（4）加强学生个人对传染病防控的意识；（5）增设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教育课程等几个方面，其中，（2）

教育卫生机构的广泛参与和监督；（3）学校加大宣传力

度；（4）加强学生个人对传染病防控的意识被认为是最

重要的三个途径。主要从教育卫生机构、学校以及个人

三个主体角度进行措施研究。

5.总结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发现，目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认知情况相对较好，广大的被调研学生群体已经认识到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生活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对目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

程度等方面；其次，被调研学生在生活中培养了一定应

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但是在真正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来临时也会感到恐惧害怕。因此，加强学生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认知尤其必要性。

对于学校这一主体而言，目前在应急教育方面存在

很多问题，比如应急教育的形式单一，缺乏趣味性和缺

乏相应的实操演习都是主要问题，值得学校进一步提出

解决举措。最后，学校利用互联网开展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其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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