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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模式下的大学生健康管理研究进展 
赵秀玲  王红艳  刘倩  曹露通讯作者 

（甘肃省平凉市甘肃医学院  甘肃  平凉  744000） 

摘要：通过查阅当前国内外期刊中关于“大学生健康管理”研究的文献，并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整理，归纳分析出互联网模式
下关于大学生健康管理研究的现状、运营模式及健康管理对策方法和路径，反映大数据环境下大学生健康管理的研究进展和学术动
态，同时探讨大学生健康管理模式,为分析大学生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提升大学生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以及后续研究提供学术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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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经中央审议颁布，要求将健康教

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

要内容，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更是指出国民健康目标的实现关系

到我国国民未来的发展。作为提高当代大学生体质健康和心理素质

的主体工作者，我国各大高校的健康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本文旨

在探究如何通过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高校健康管理体系，促进提升

当代大学生的体质及心理健康[1]。健康管理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

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

因素进行干预的全过程[2]。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 

美国是最早关注健康管理的国家，1975 年美国的密歇根大学

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健康管理中心。在现阶段发展中，美国通过医

疗保障机制有效的控制美国发生疾病高风险人群，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美国高校学生健康管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3]。 

1.2 国内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首次提出了健康管理的理念，最初的健

康管理模式是：对病人的健康状况做出简单的分析与评估，并指导

病人进行自我的健康保健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2]。随着“互联网+”

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医疗行业迎来了“互联网+”医疗时代［4］。

目前，医疗大数据已在优化资源配置、解决信息孤岛问题、辅助决

策应用等方面呈现出巨大作用，进一步探讨和分析其在“互联网+”

医疗环境下的价值和潜力将更具意义[7]。   

程靖[5]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健康自我评价对健康自我管理

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健康自评越好的大学生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及各

维度得分越高，自评健康水平高的大学生可能具有更强的健康信

念，更加注重自身健康，而健康自评差的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动机。

钟勇［6］等的研究表明除先天的遗传因素外，影响大学生体质健康的

因素还包括后天的生活环境、卫生习惯、饮食与营养、体育锻炼等。

杨梅[7]等的结果表明在校大学生营养知识掌握情况和饮食行为较

差。性别和专业是影响大学生营养 KAP 得分的主要因素。 

1.3 健康管理现状需求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要塑造符合新时代要

求、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大学生，除了要培养知识技能之外，

还要加强健康管理[8]。近年来，国内大学生身体素质普遍不佳。尽

管“绿色健康”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但青少年肥胖率、近视率、抑

郁率、患病率等还是呈逐年攀升趋势[9]。同时，青少年尤其大学生

身体健康素养整体下滑，社会适应能力持续下降，心理承受力日益

薄弱。进入社会后难以自如应对工作强度和人际关系，心理压力得

不到有效排解，大学生抑郁自杀事件层出不穷。 

1.4 构建健康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高校健康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同时也体

现了高校的社会责任。高校大学生健康管理是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

康为目的的，管理体系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一一对应的关系，

它包括与大学生身心健康有关的诸多因素[10]。高校本身所具有的资

源与功能，保证了它能够担当此重任[11]。  

2 大学生健康管理模式 
2.1 基础管理模式 

郭盈盈等将大学生的中医健康管理理论模式初步概括为：在

“多环节切入＋状态调整＋线性干预”基础上，融合修身－安心－

好学－乐动－纠偏为一体的大学生健康管理模式[12]。 

2.2 构建高校健康管理 APP 等网络管理工具 

刘晨[1]等的研究表明健康管理 APP 等网络工具的构建需要高校

配置学生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对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管理平台收集到

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统计后，依托手机 APP，或微信公众号、高校

官网等进行健康数据的发布、健康行为的指导、健康运动的考核及

各类健康活动的策划组织等。其主要内容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还

可以进行内容拓展。此外，可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爱好，策划形

式多样的运动类 APP，吸引并督促学生走出宿舍参加锻炼，并将此

类成绩与期末体测挂钩。最后，此类网络工具还可与其它健康类软

件、活动设施等进行关联。 

3 大学生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评价指标 

高校大学生健康评价指标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而高校

大学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则是世界各地根据自身发展水平制定的

用于评估各高校大学生健康的具体的操作框架，也是高校间大学生

健康水平比较的基础[13]。大学生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是指大学生管理

自身健康所具备的能力。 

郭盈盈[14]等的研究以知信行模式和 WHO 健康促进策略为理论

依据，借鉴重庆市民健康自评指标体系(生理、生殖、体质、饮食、

行为、心理)、石展望学者关于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评价指标体系(饮

食、运动锻炼、睡眠、药物与烟酒、社会健康、心智情况)的指标设

置情况，从健康认知、健康技能、意志品质和行动度 4 个方面设置

指标。 

3 管理对策及方法 
3.1 构建以高校为主体的大学生健康管理体系 

高校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能够对大学生的健康认知和行为产

生重要影响，是促进大学生健康的重要平台。因此，以高校为主体，

通过构建健康管理体系以转变教育理念、改善大学生生活方式，实

施健康干预等将成为解决大学生健康问题的重要切入点[15]。 

3.2 健康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建立大学生健康工作专职部门，对健康教育和管理资源进行整

合；制定管教结合具体工作方案，建立分支部门分工联动机制；制

定发展性评价标准，建立跟踪预警机制；加强健康观念宣传，提升

师生和校领导的健康理念[16]。 

4 小结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未来十年的健康主题

是：“要覆盖全生命周期，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

要影响因素，确定若干优先领域，强化干预，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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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维护人民健康。”这表明，健

康管理是以健康为中心，长期连续、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的全人、

全程、全方位的健康服务，包括从生命之初到终结的各个环节。在

大学生的健康管理教育中,主要包含着大学生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

康,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大学生的身心

健康却存在着诸多的实际性问题, 本研究通过查阅总结近 5 年文献,

分析大学生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升大学生健康水平提供科

学依据和实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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