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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校园吸烟状况调查报告 
◆董才荣 

（湖北孝感市工业学校学工处） 

 
摘要：中职学校学生吸烟现象日益严重。本文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某

中职学校 1136 名学生进行无记名现场调查问卷，进一步了解中职学校学

生的吸烟情况以及这一群体吸烟的习惯和态度，分析影响中职学校学生

吸烟的相关因素，为中职学校的禁烟宣传提供有力的数据、为学生健康

教育提供直接信息，并对如何预防学生吸烟提出具体措施与对策。 

 

 

一、调查对象：某中职学校 16 级、17 级学生 
二、调查时间：2018 年 9 月 16 日 
三、调查目的： 
为进一步了解中职学校学生的吸烟情况以及这一群体吸烟

的习惯和态度；为中职学校的禁烟宣传提供有力的数据、为学生
健康教育提供直接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同学们认识吸烟的
危害、帮助他们逐步戒烟。 

四、调查方式：选择式调查问卷；对某中职学校 1136 名学
生进行无记名现场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填写后当场收回。 

五、调查内容： 
学生基本情况、学生吸烟率，学生吸烟情况、吸烟对健康危

害性的认识、吸烟与周围人群环境的关系、首次吸烟时间、原因、
对禁烟的态度。 

六、调查结果： 
1 吸烟率 吸烟(包括有时吸烟、每日吸烟)人数占被调查总

人数的比例即为吸烟率。有效问卷总人数 1136 人，吸烟者 252
人占调查总人数 22.2％；有烟瘾者 79 人占调查总人数 7%。 

2  第一次吸烟时间、吸烟原因及吸烟感受在 252 名吸烟学
生中，第一次吸烟时间为为小学的人数 40 人、初中的人数 111
人、中职的人数 61 人，分别占吸烟学生 15.9%、44%、24.2% 。
吸烟原因为心情不好或烦恼所致 100 人，占吸烟人数 40%；身体
疲惫、提神 34 人，占吸烟人数 13%；耍帅 52 人，占吸烟人数
21%；受家长或家里大人影响 17 人，占吸烟人数 7%；朋友引导
43 人，占吸烟人数 17%。 

3 吸烟场所在宿舍吸烟 55 人，占吸烟人数 22%；在教室吸
烟 12 人，占吸烟人数 5%；在厕所吸烟 103 人，占吸烟人数 41%；
在饭堂吸烟 6 人，占吸烟人数 2%；在操场吸烟 23 人，占吸烟人
数 9%。 

4  学生吸烟每月花 200 元以上的有 41.6％，100 元到 200
元的有 9.5%，50 到 100 元的有 33.3％，50 元以下的有 19.8％。 

5  吸烟与父母、同学他人的关系父母知道学生吸烟的 109
人，占吸烟人数 43.2%；不同意学生吸烟的 168 人，占吸烟人数
66.7%；认为吸烟对学生形象有影响 964 人，占调查总人数 83.3
％；不愿意看到室友在寝室里吸烟 666 人；占调查总人数 59％；
反感吸烟行为、认为学生吸烟不应当占调查总人数 58.2％；吸烟
的同学在吸烟时会考虑不吸烟者 123 人，占吸烟人数 49%。 

6 吸烟危害 知道、了解二手烟的危害的同学占调查总人
数 93%，了解知道香烟当中的有害物质尼古丁、烟焦油的同学分
别占调查总人数 79%、50%，有 75％的学生能够认识到吸烟有害
健康；认为乱扔烟蒂会引起火灾的同学占调查总人数 92%，但乱
扔烟蒂会引起火灾机会不大及不会的同学占调查总人数 33.8%。 

7 控制吸烟的态度有 61％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应该在校园内
普遍禁烟，吸烟的同学想过戒烟 127 人，占吸烟人数 50.4%。 

七、讨论与建议： 
1  学生吸烟心理分析情绪和意志方面。根据吸烟原因为心

情不好或烦恼所致 100 人，占吸烟人数 40%结果，学生容易在烦
恼时吸烟，从生理反应来说，吸烟会使中学生心跳加快，会感到

情绪轻松，暂时转移了烦恼，获得愉快的体验，处于青春期的中
小学生的情绪大多不稳定，身体、学习、生活带来的种种压力很
容易导致他们心理上出现不平衡、情绪出现大的波动。这时，如
果没有合适的排遣方式，吸烟便成了他们解闷、发泄的 好途径。
在心理上，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心理上有较大的变化，容易对吸
烟产生好奇心，特别是感到自己长大成熟了，像一个真正的男子
汉了，“吸烟是成熟的标志”、“吸烟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吸
烟才一会让人发现你的存在”、“吸烟会让人对你另眼相看”、“边
作愁眉苦脸状边抽烟足以表现自己久远的涉世经历”、“吸烟能表
现出男子汉的风度”、“与别人交谈或吹牛时吐几口烟圈可增加说
服力”等等，这种独立意识和成人感的需要，使中学生容易沾上
吸烟行为。 

2  学生初次抽烟年龄根据在 252 名吸烟学生中，第一次吸
烟时间为为小学的人数 40 人、初中的人数 111 人、中职的人数
61 人，分别占吸烟学生 15.9%、44%、24.2% 。从年龄来说，初
中阶段是吸烟的重要诱发期， 容易学会吸烟。所以，初中的年
龄阶段，是青少年吸烟行为的高发期。 

3  环境对学生吸烟的影响父母知道学生吸烟的 109 人，占
吸烟人数 43.2%；反感吸烟行为、认为学生吸烟不应当占调查总
人数 58.2％；受家长或家里大人影响 17 人，占吸烟人数 7%；朋
友引导 43 人，占吸烟人数 17%等数据可见，我国社会对吸烟行
为的宽容，吸烟的风气还很严重。各种公共场合和日常生活中，
人们总是以烟相待，办事、交友、喜庆、丧事等等，到处离不开
烟，在电影和电视片中，也充斥着吸烟的镜头。可以说，吸烟已
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社会环境，它对青少年吸烟行为起着潜移默
化的影响。不少学生，在会吸烟的学生的影响下，逐渐地学会了
吸烟。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仍把“烟搭桥”视为一种交际手段，
朋友见面、老乡见面都是先递上一支烟。所以，“不吸烟难进社
交圈”便深深印在某些学生的意识中。总之，由于中职学生的年
龄小，心理还不成熟，外界不良环境很容易诱发他们的吸烟行为。 

4  对吸烟的危害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有许多误区吸烟对人
体的危害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经较长时间才能显示出来，同时
认为“只吐不吸”，危害不大，“疲惫时吸烟能醒脑”吸入尼古丁
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可到达脑部，初期会引起中枢神经的强烈兴
奋，起到一定的“醒脑”作用，因学习，生活等压力的增大，可
通过吸烟缓解压抑的情绪。有少数女生认为“吸烟可以减肥”。 

5 吸烟行为带来的其它危害及其影响 根据知道、了解二
手烟的危害的同学占调查总人数 93%，认为乱扔烟蒂会引起火灾
的同学占调查总人数 92%，但乱扔烟蒂会引起火灾机会不大及不
会的同学占调查总人数 33.8%等数据。学生在宿舍里面吸烟，不
但影响宿舍的空气质量，也给同学健康带来危害。躺在床上吸烟
更易引发火灾，给学生的生命安全会带来极大的威胁。但总觉得
机率小。 

6  根据有 61％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应该在校园内普遍禁烟，
吸烟的同学想过戒烟 127 人，占吸烟人数 50.4%。在校园内实行
禁、控烟是非常必要，也有相当的基础。 

针对上述分析，综合建议如下： 
7  加强禁烟法规的学习、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和营造无烟校园。
利用广播、板报、标识标语，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校园中开展禁
烟法规、吸烟有害健康和戒烟的健康教育，开展主题班会进行讨
论。在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加入吸烟危害健康的内容。组织学生观
看相关的科普资料，了解吸烟的危害性。通过开展创建无烟学校
等各种有力措施和活动，使在校学生逐步摆脱烟草危害，从思想
上拒绝烟草，行动上远离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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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强校园禁烟巡查，防止学生吸烟。在校园内主要集中
在厕所、学生宿舍和其他少有老师到的地方。加大上述所列地点
和课外时间的检查，从环境方面给吸烟的学生施加压力，制造不
利于吸烟的因素，从客观上减少学生吸烟的范围和现象。 

9  对吸烟学生的教育方式方法加以改进。作为班主任，应
该走出对吸烟学生训、罚的教育误区。见到学生吸烟，不要一顿
批评，或按学校的规定处理学生，罚款或者劳动。而要心平气和
的与之交谈，或在另外的时间邀请其交谈，要与他一起针对第一
次吸烟展开讨论，了解他第一次吸烟的诱惑，吸烟后的感受，随
后要了解维持他吸烟行为的原因，他对吸烟行为的态度以及目前
的吸烟状况等，班主任从生活上和学习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烟龄比较长的学生，给他制定一个戒烟计划，
抽烟的数量逐步递减，要鼓励辅导学生用坚强的毅力去战胜戒烟
后出现的各种身体和心理的不适感，抵抗香烟的诱惑，真正走入
“非吸烟者”的行列。对刚吸烟的学生，了解其吸烟诱因，把诱
因解决了，学生自然不会吸烟。 

10  多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文体活动，转移学生的注意力。

让大部分的学生都能走出宿舍，活跃第二课堂氛围，树立学生的
主人翁意识，充分显示中职生的朝气和特点。开展一些学生感兴
趣的文体活动，如篮球赛、乒乓球赛、个人才艺表演，各种趣味
活动，或到校外开展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进
来，分散学生吸烟的注意力，同时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11  和家长保持经常的联系，取得家长的支持。与家长沟通
时，注意掌握分寸，不能引起家长的反感，使学生家长从物质方
面有意控制学生的生活费用，并支持学校的做法，主动教育其子
女少吸烟、不吸烟，给予学校对学生禁烟全方位的支持。学校教
育学生禁烟与家长教育子女禁烟同时推进，形成家庭学校教育的
合力。 

12  把“不吸烟”作为学生评优的一个指标，纳入“三好学
生”和“优秀共青团员”考核的必备条件，在对家庭贫困学生进
行贫困资助讨论时，特别强调“不吸烟”，从而限制校园内吸烟
现象，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习惯。组建专门的学生组织，成立“禁
(控)烟协会”进行对禁烟的宣传，在学校的指导下，开展同伴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