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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设慢性病健康教育的现状研究

——以民办四川天一学院为例

肖　玲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四川　德阳　618200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改变等原因，人们慢性病的发生和因慢性病死亡情况不断增多，

人们因慢性病所产生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社会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慢性病患者需求日益多

样化，我国整体处于高负担期 [1]。所以慢性病的防止工作已刻不容缓，在世界的研究发现中慢性病的健康教育对慢性病的

防止有着非常经济实用的效果，同样在高校开展慢性病健康教育对这一批的慢性病防止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慢性病；健康教育；高校

慢性病虽然不像癌症一样让人们谈“癌”色变，但是

因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周期特别长，对人们身体危害大，而且

因为周期长对人们的经济也会产生特别大的负担，所以我国

特别重视慢性病的防治工作，不仅在许多常见慢性病的治疗

给予了很大的补贴，而且还依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国务院制定了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2025 年），说明慢性病的干预防治必须得到重视并即刻进行，

我国慢性病防控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德阳、绵竹地

区因经济等原因慢性病的防止工作更加滞后，又因人口基数

大、卫生资源有限等情况，而且目前因新冠肺炎国际形势的

影响，就更加忽略了慢性病的防止工作，而随着社会经济的

迅速发展，其慢性病的发展概率不断提高，时间证明，有效

的性行为干预可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相关机构需对其进

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以此控制疾病的发展 [2]。所以各个年

龄段的慢性病健康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高校作为专门培养

各种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学生都具备一定的接受能力及判断

能力，所以加强高校开设慢性病健康教育来说对国家、地区

对慢性病防治方面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从身边

的学生身上发现，学校开展了大量的慢性病健康教育工作，

但是他们对这方面并不关注，而且即使是学生从各个途径了

解到某些慢性病的危害，自己的一些行为方式也与其相关，

针对这种情况，也为了提高慢性病健康教育的推广，我们在

我们学校民办四川天一学院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调查问卷，希

望以小见大。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次研究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在问卷星在设置问卷，

以我们学校十几个专业的各个年级的学生未调查对象，收到

各个专业有效的问卷结果 681 份，我们根据问卷上的专业对

问卷的结果进行划分，并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二、研究结果

1. 高校开设慢性病健康教育现状 

 通过对我校学生调查高校开设慢性病健康教育的现状

调查，绝大多数学校都通过讲座、健康教育、宣传栏、班会

等形式向同学们进行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

高脂血症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健康教育，不同的专业开展慢性

病健康教育频率有所不同，医学专业比如护理等专业开展的

频率要低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这些方面的内容了

解比较多，而非医学专业开设的慢性病健康教育的频率就要

明显高于医学专业，这样的分配也是非常合理的，说明学校

对慢性病的健康教育非常重视，而且在高校中开展慢性病健

康教育，不仅仅是高校大学生对知识的接受程度高，而且能

够对他们周围人群产生积极的影响，扩大慢性病知识的受

众，从而提高慢性病的整体防治效果，共同完成中国防治慢

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的目标。

2. 学生在传统的慢性病健康教育下并不积极　

通过对部分同学进行座谈，发现虽然我校对学生进行

了慢性病的健康教育，但是大部分学生对于听讲座、宣传栏、

班会等形式并不感兴趣，大多在这种传统形式下的慢性病健

康教育的情况下，学生都在玩手机，互相交谈，或者是做其

他的事情，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而且这些传统

的方式对他们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

民生活的新需求，手机、网络的普遍使用其作为“新媒体”

的作用受到重视，利用新媒体开展健康教育具有受众广、多

点对多点、传播快等特点，将会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开展健

康教育，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建康教育是投入少效益高的消

除慢性病等健康危险因素、维护及促进健康的有效手段 [3]。

所以我认为，对于慢性病健康教育的形式要做出改变，符合

当今新生代大学生的兴趣点，多采用网络形式的宣传，比如

制定网络宣传片，并且生动有趣。

3. 学生对于慢性病的防治不够重视 

 虽然我校对于慢性病健康教育非常重视，并且对教育

后学生的掌握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健康教育后调查结果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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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乐观。大部分学生对慢性病健康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即

便学校严格要求，有时还会有简单的测试，当时他们能够记

住慢性病的一些病理特点、防治要点等内容，但过后就完全

抛到脑后，无法对自身的行为习惯有改变，也不会去影响自

己身边的人群，从而学校做的慢性病健康教育就没有得到相

关的影响及效果。所以我认为，高校在做慢性病健康教育的

时候不仅要讲慢性病的特点、防治要点等内容，更重要的要

对慢性病对人体有多大的危害要告诉学生，而且必须要形象

具体，深入人心，这样才学生才能接受良好，不同年龄阶段

的人群选择不同的健康教育模式，目前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

方式主要是以短视频、小游戏等，选择合适的宣教方式，学

生才能主动去了解。而且以短视频、小游戏等方式让学生能

够直观的看到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及对身体的影响，这样才

能深入影响学生，学生才能对慢性病的防治给与重视，使其

自觉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摒弃嗜烟恶习、限制饮酒量，坚持

合理适当运动。

4. 学生无法改变现在的不良生活方式 

 慢性病的发生病因非常多，与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当

然有遗传因素，有干预的因素有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及饮食

习惯等。虽然有的学生明知道自己如今部分生活方式非常不

健康，比如调查中显示的包括吸烟、饮酒、长期日夜颠倒、

长期吃外卖、缺乏运动或基本不运动、长期不吃早饭等行为

方式，由于他们对于慢性病的防止不够重视，而且适应了如

今的生活方式，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没有想法去改变自己的生

活方式或者是想改变但是没有毅力去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

要，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需要周围的人从小的引导。从

现代医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不良行为方

式与某些慢性病的发生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密切，但是早

期干预防治的话，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就会明显变慢，甚至

阻止相关慢性病的发生，这在尤其只有家族慢性病发生倾向

的人们身上就更加重要。

三、结果和结论

当前慢性病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一

个问题，我校对于慢性病的健康教育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但是取得的效果还是不尽人意，因为慢性病对大学生的影响

在我校学生的身上还没有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只是在身边

的中老年人看到慢性病的危害，并没有亲身经历，也认为慢

性病防治与他们没多大关系，在他们这个年龄段不需要慢性

病的防治，所以我校的学生对于慢性病的防治不以为然，对

学校进行的慢性病的普及及健康教育也没有重视，他们身上

存在大量的不良生活习惯，包括吸烟、饮酒、长期日夜颠倒、

长期吃外卖、缺乏运动或基本不运动、长期不吃早饭等，这

些问题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体健康，虽然我校学生普遍反映

学校的慢性病健康教育对他们是有影响的，但是只是短时间

的影响，他们之中大部分同学无法改变目前他们已经习惯了

的生活行为方式。生活行为方式包括睡眠、运动、饮食等都

会对慢性病的防止工作造成影响，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我们

都知道是可以避免慢性病的发生，所以在高校开设有效的健

康教育积极地去影响这一批学生，并让他们去影响周边的人

群，从小范围开始，以点到面去影响更多的人群，为“中国

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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