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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急救知识技能普及 
◆宋君宁  赵  慧 

（山东协和学院计算机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7） 

 
摘要：本文研究的是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急救知识技能普及面，以非医
护专业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急救知识技能知晓情况和了解途
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大学生驾驭急救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
利用互联网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工作。结论是高校非医护专业大学生对急
救技能知晓率较低；绝大多数的非医护专业的大学生表示对急救技能有
兴趣，愿意学习；非医护专业大学生对急救技能的认可程度和技能获取
满意度产生矛盾冲突；非医护专业大学生获取急救技能的途径狭窄，多
通过电视、杂志、报纸等途径；非医护专业大学生急救技能掌握率偏低，
要通过专业平台进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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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心脑血管患病率和意外伤害发生率的增加，我们身边急

救情况的发生率也在增加，大学生掌握一定的急救技能是非常必
要的。对生死线上的患者、伤者来说，黄金抢救时间就几分钟，
这时第一目击者的作用往往比急救医生更加关键。当代大学生有
必要掌握更多的急救知识，以便自救和他人遇到危险时能够合理
正确的给予帮助。通过本文的相关研究发现，非医护专业的大学
生对急救技能的掌握于运用情况并不乐观，要加强他们急救技能
的掌握，就要扩大他们获取技能知识的途径，建立移动客户端、
数据库，便于他们更好的学习和对他们学习问题的整理收集。现
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在校非医护专业的大学生，对他们急救技能的掌

握情况和获取途径进行分析。 
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对高校非医护专业大学生的急救技能及其行为方面的文献

资料进行调查分析。 
（2）调查问卷法 
对非医护专业的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对大学生急救技能掌

握的相关情况和学习获取途径进行调查。我们选取山东协和学院
非医护专业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我们一共发出问卷 500 份，收回
487 份，调查结果有实效性。 

（3）访谈法 
为了了解非医护专业大学生对急救技能掌握与获取途径的

实际情况，我们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访谈。从多个角度了解大学
生急救技能的掌握与获取途径的实际情况，发现了问题。 

（4）数理统计法 
应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学分析。 
3 结果 
3.1 急救知识技能知晓掌握情况 
非医护专业大学生对常见的急救技能的知晓率较高，实际操

作掌握率偏低（表 1）。知晓率、掌握率最高的为拨打“急救电
话”达 94.8%。“地震逃生”次之，知晓率、掌握率为 88.3%、74.1%，
考虑与学校逃生演练有直接关系。除上述两项急救技能调查结果
良好外，其他急救技能如“煤气中毒急救”、“心肺复苏术”、“止
血包扎技术”、“骨折固定”、“烫伤伤口清理”调查结果均低于
50%。 

表 1 非医护专业大学生急救技能知晓率、掌握率（n=487） 
项目 知晓人数 掌握人数 知晓率 掌握率 
急救电话 462 462 94.8% 94.8% 
狗咬伤伤口清理 320 283 65.7% 58.1% 
地震逃生 430 361 88.3% 74.1% 
煤气中毒急救 312 203 64.0% 41.7% 
心肺复苏术 340 217 69.8% 44.5% 
止血包扎技术 394 211 80.9% 43.3% 
骨折固定 243 226 49.9% 46.4% 
烫伤伤口清理 384 222 78.6% 45.5% 

注：以上调查问题由被调查者选择、判断分析其是否掌握 
3.2 急救知识技能获取途径 

调查对象表示获取急救知识技能的途径主要有电视医疗记
录片、新闻、杂志，其次来自周围人告知的生活常识。调查发现，
非医护专业的大学生获取急救知识技能途径狭窄，过程复杂。所
获得的知识零散，实践操作困难，遇到突发事件时技能利用率低
甚至是不敢施救。 

3.3 对急救知识技能的重视和获取技能的渴求 
多数调查对象表现出对急救知识技能的重要性的强烈认同

感。医学上把发生伤病后的头 4 分钟，称为急救“黄金时间”。
如果能有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救护知识，无疑会在挽救生命时抢得
先机。对于获取知识技能的途径问题，大学生表示希望采用网络
授课，直播指导的方式可以更方便准确的保证知识技能的获取与
掌握。 

4 讨论 
4.1 急救知识技能的重要性 
医学上将伤病后的头四分钟成为“黄金救助时间”。现场急

救技能，可用于如交通事故大出血、休克、电击、溺水等情况，
在 4 分钟内如果能及时进行心肺复苏，一般都可救活。如果超过
8 分钟，救护的成功率只有 5%，超过 16 分钟基本不能救活，而
医院救护车是在接到电话后 5 分钟内出车，按 15 分钟后医护人
员到达预计，多数情况下会错过救护病人最佳时间。急救知识技
能在院前急救方面效果显著。 

4.2 大学生作为主体的合理性 
大学生接受精英教育，理解接受知识能力快，实践动手能力

强。同时大学生是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过渡桥段，对大学生的
教育培训是投资回报率最好的对象。大学生掌握相关的急救技能
在其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对他们所在的事业单位相关的工
作领域展开急救知识技能的推广培训，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急救
知识技能的知晓掌握率。长此以往，提升全民急救意识和急救技
能，推动社会急救事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多年之后我国的
急救知识技能知晓普及率赶超发达国家。降低身边人猝死和意外
伤害后的死亡率，提升院前急救的成功率，一定程度上减低医患
关系紧张程度，减少因抢救不及时而产生的医患矛盾。 

5 结论与对策 
5.1 结论 
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与意外伤害死亡的人数逐年增加，但在

我国心脏骤停救活率不到 1%，而发达国家高达 60%。这与发达
国家急救技能高度普及率有关，在美国已经把心肺复苏术纳入到
小学课程中。对比发现，我国急救知识技能普及范围小，掌握率
低。经调查研究发现，我国非医护专业大学生对急救知识技能知
晓掌握率都偏低，在遇到紧张突发场面场面时难以运用专业知识
进行施救。同时多数非医护专业的大学生表现出对急救知识技能
浓厚的兴趣和学习需求，但我国对急救知识技能在大学内的推广
普及不到位，出现“求学无门”的现象。非医护专业大学生获取
急救知识技能途径受限，难以形成统一、合理的规范性学习。 

5.2 对策 
（1）学校和教育部联合开展非医护专业大学生急救知识技

能培训公共讲座，提供专业老师指导。 
（2）建立网络教授平台，开设网络直播课。 
（3）建立数据库，对大学生急救知识掌握情况整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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