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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暖藏-藏牧区（囊谦觉拉乡牧区）小学生卫生健康教

育需求调查与思考 
杨礼畅 1  马雅蓉 2  杜文卓 3  王静 4  王力立 5  刘智博 6 

（1.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天津，300193；2.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天津 300193；3.中国民
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300300；4.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天津 300193；5.天津中医药大学文
化与健康传播学院 2017 级学生，天津，301617 ；6.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学生，天津，300384） 

摘要：卫生健康教育是小学生及其家长此类知识的重要来源，对囊谦县觉拉乡藏牧区尤其如此。在调查了觉拉乡第二中心寄校
和然久寺小学的卫生健康需求后认为，目前在该地区的卫生健康教育存在语言、教材、教师和课程的多方面问题。对此，“杏林暖藏”
公益项目通过针对性的设计儿童、家长读本和捐助爱心药包等多种方式，帮助当地小学生更好的健康成长，并为后续藏牧区医疗健
康教育类公益项目提供参考。 

关键词：杏林暖藏；小学生；公益；藏牧区；卫生健康教育； 
基金来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1810063006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由于物候、历史、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东中西部

教育差距比较大，特别是在藏牧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其城镇更为落

后，又有其特殊的生活限制，故医疗条件整体较差，校园健康教育

缺失较多[1]。针对《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2]李克强总理明

确提出支持教育、医疗等资源向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倾斜，特别要

加快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提升各族人民福祉。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的通知》

[3]中指出:未来 5 年的主要任务是要加强儿童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寄宿制学校或者 600 人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

要设立卫生室(保健室)，配备人员器材。 

经过前期参与爱心支教联盟青海囊谦地区支教生活的实地走

访和观察，并与多届支教志愿者交流获取囊谦县多个牧区小学的支

教调研报告。发现当地学生、家长及老师缺少基础卫生、健康、安

全等方面知识是影响藏牧区小学生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为针

对性的改善这方面问题我们通过更具体的两份问卷调查，分别了解

当地牧区小学生的汉语水平及卫生健康教育需求，从而为本项目科

普读本和爱心药包打好基础，并发现了囊谦牧区小学生健康教育方

面的部分问题，为改善其现有的卫生健康状况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和思考。 

二、调查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囊谦县觉拉乡的第二中心寄校和然久寺小学学生和老师

为调查对象，觉拉乡第二中心寄校为公立小学，然久寺小学为当地

特有的寺庙小学。学生分别有 199、33 名，共 232 名，老师分别有

20、2 名，共 22 名，本次调查在这些学生和老师中展开。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254 份，拍摄实地访问视频 28 个。

收回有效问卷 249，有效回收比例为 98.03%。其中老师 22 名，低

年级组（1-3 年级）学生分别有 113、17 名，共 130 名。高年级组

（3-6 年级）学生分别有 81、16 名，共 97 名，调查问卷设计的调

查内容包括卫生习惯、健康知识、疾病情况等方面，最后运用 Excel 

2019 软件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卫生习惯 

从被调查的学生的卫生习惯来看，低年级组的学生卫生习惯不

好的较高年级组多。如表 1 所示，虽然随着年龄增长其习惯所有改

善，但也并不理想[4]。而支教经验和访问证明当地牧区的条件所限，

电子设备和网络匮乏，只有通过纸质资料及课堂传授才是目前最有

效可行的方法[5]。 

表 1 卫生习惯统计 
 低年级组 高年级组
餐前便后洗手 能 50.60% 70.70%

不能 49.40% 29.30%
早晚洗漱 能 51.80% 58.54%

不能 48.20% 41.46%
刷牙次数 0 20.30% 13.70%

1 25.40% 30.40%
2 54.30% 55.90%

三个一坐姿 不能 15.60% 12.40%
偶尔能 65.30% 76.63%
能 19.10% 11.97%  

(二)疾病情况 

本次调查发现，接瘦调查的小学生中，低年级组自觉身体状态

很好的占比 35.96%，高年级组自觉身体状态很好的占比 29.49%；

低年级组自觉身体状态一般的占比 45.61%，高年级组自觉身体状态

一般的占比 52.56%；低年级组自觉身体状态偏弱的占比 18.42%，

高年级组自觉身体状态偏弱的占比 17.95%。由于是自我感觉这就会

受心理预期与近期生活状态的影响，不过也可看出可能与升学压力

还是有一定关系。而观察学生学年生病频率j，可见学生住校生活

中的身体不适情况还是很高发的（详见表 2），特别是高年级组的

10 次以上达到 6.17%，频繁的不适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较大影

响。而针对支教过程中看到冻疮多发的情况，得到数据的支持，低

年级组与高年级组受到过冻疮困扰的学生分别为 66.98%、79.01%。

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我们认为即使在当地典型高寒性气候的自然环

境下，这个比例也过高。在有国家、社会的物资帮助和校舍翻新的

前提下，通过提高保暖防寒意识和针对性的防治能有效的避免冻疮

带来的困扰。于是本项目单独在爱心药包中增加了冻疮膏和凡士

林，并在卫生与健康读本中单独科普冻疮的危害与防治。 

表 2 部分健康状态的反馈 
 

 
而在了解到了孩子不适频率较高的情况下，也通过多选具体了

解一下常见的各类不适中，哪些出现较多（见表 3）。可见常见的不

适中，头痛、腹痛发生例数显著较高，而痛症又是中医的针灸推拿

最为简便廉验，故读本中增加相关穴位的介绍。同时在爱心药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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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的搭配冰硼散治疗口腔溃疡，搭配感冒清热颗粒与风寒感冒

颗粒治疗感冒导致的头痛、发热鼻塞等相关不适。 

表 3 常见不适发生 
 

 
(三)健康知识需求 

从本次调查中可知，学生普遍对健康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还是不

太了解，对身体不适的处理方式也还有误区，但是对健康的重视程

度还是很高的（见表 4），那么就会有对健康知识学习的动力。 

表 4 
 

 
从表 5、6 中，可看出孩子受家长和老师的影响最为重要，而

专门的卫生健康课堂和读物也是健康知识的重要来源。于是我们专

门分册将项目读物编为学生使用和老师家使用的两册，并通过支教

的机会为当地孩子开设专门的健康教育课程。课程讲师经过天津师

范大学和天津中医药大学老师专门培训，以保证质量。 

表 5 
 

 
表 6 

 

 
四、总结及思考 
（一）卫生习惯需要改善 

青海玉树囊谦藏牧区小学生不良卫生习惯比例较高，而学生的

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对其未来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6]。中小学

阶段是人生良好卫生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之一，青少年处于身体发

育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而根据爱心支教联盟连续多年的支教情

况来看，当地在特殊的地理条件、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外

界的公益性援助能帮助缓解当地的困难。 

（二）确实有身体不适需要帮助 

由于当地牧区条件限制，孩子多数时间都在学校，所以校园中

发生的身体不适等情况就更需要关注。孩子需要建立正确的处理不

适的方式，调查中高、低年级组分别有 14.81%、7.02%的孩子选择

忍痛不予理睬的处理方式是错误的观念导致，这些可以通过健康教

育加以改善。同时，通过支教过程偶遇的“共筑中国心”爱心医疗

团队的义诊及实地访问，我们了解到当地卫生条件、疫苗保存及居

住分散导致乙肝和肝包虫疾病较多，在学校中也存在多例。种种身

体不适和疾病的发生均与防治意识有关，通过健康教育能改善部分

情况。 

（三）健康知识的传播方式 

在当地小学生中电子设备不普及，同时当地网络情况不佳，故

传统纸质传播及课堂教授为比较实用高效的方式。通过在儿童读本

中加入图画和中医药小故事尝试提升孩子学习兴趣，并单独为成人

设计读本。从两个角度关心问题不同，理解能力不同，设计了不同

内容。对孩子主要是普及卫生习惯和健康理念，对其家长、老师是

针对其可能关注的健康问题以问答方式解答，我们希望能从多角度

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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