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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王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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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学生的身体、心理和行为等因素都与艾滋病感染息息相关。在综合情况下，对大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是中国

目前减少艾滋病流行的一项重要措施。大学性健康教育对于降低艾滋病感染率，提高大学生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知识和技能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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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factors of young stud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IDS infection. In general,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duce the current AIDS epidemic in China. College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uce the infection rate of AIDS and 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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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主要是由 HIV 病毒引起的免疫紊乱引起的传染病

之一，这是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如今，

全球超过 50%的艾滋病患者是 15-24岁的青少年。在中国，有

约 80%的艾滋病患者是青年大学生。健康教育是预防和治疗艾

滋病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学生的艾滋病预防教

育。

1 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的现状调查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复苏方面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成绩。由于港口开放、人口流动性增加，贩毒、卖

淫等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也开始逐渐增加。与此同时，艾滋病

和性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因此，在中国的大学和青年社会机

构中推广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非常重要。近年来，中国年轻人

的性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有调查显示，30%的学生有过性经

历。近年来，中国青年学生中的艾滋病疫情急剧增长，2014

年报告的省份、地方政府和自治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艾滋

病。其中，77%感染艾滋病的学生是学生，其中 98%是男性，

主要原因是性交，包括 81%的男性行为和 17%的异性传播。

大学生性观念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是学生中艾滋病病例增

加的主要原因。年轻学生的性活动非常活跃，由于好奇和不良

诱惑，他们往往喜欢尝试危险的性行为。根据 2010年至 2015

年期间在该国部分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在参与该研究的

315016名学生中，自我报告性行为的比率为 8.3%，首次性行

为的比率为 48.5%，临时性伴侣的比率为 20%。商业伙伴和同

性伴侣的比例不到 5%。青少年学生艾滋病意识低，预防艾滋

病意识低，缺乏自我保护，危险行为发生频率高。根据调查，

去年 22.3%的年轻学生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然而，安全套的

使用率只有 15.3%。因此，47%的学生不知道感染艾滋病毒的

风险。导致感染 HIV病毒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对艾滋病感

染威胁的认识和对艾滋病防护的认识。

大学生过度放纵的性行为问题，也值得引起社会关注。在

当今艾滋病流行的进程中，一些年轻学生对性越来越开放，许

多人在学校发生过性行为。研究证实，梅毒和生殖器疱疹等性

传播疾病会使与艾滋病发生性接触的风险增加 10-20倍。要增

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要创造科学

的预防体系和方法。

艾滋病的发现者之一加洛博士评论道：“我们很难找到治

愈艾滋病的方法。如果被艾滋病毒感染，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它。

如果我们不感染，我们就必须把重点放在预防上。”因此，加

强公共关系和教育是预防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尤其是对年轻人

而言。大力普及有关艾滋病和性病的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健康

的生活习惯，提高自我健康和疾病预防意识。才能成为合格的

社会人士。大学生是一个高素质群体，对艾滋病患者的危害应

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200年，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公立大学应负责预防和防治艾滋病，并对预防和防治艾滋病提

出了具体要求。如果预防措施得到正确和谨慎的实施，我们原

则上可以抗击艾滋病。基本控制措施是初级预防，重点是实施

各种初级预防措施。一级预防（病因学预防），主要基于阻断

艾滋病的各种传播途径。学生通过综合防治提高预防疾病的能

力，促进社会和人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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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年大学生群体艾滋病预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传播艾滋病最重要的途径是性交。中国学生的整体健康知

识不足，存在大量无保护的性行为，再加上性行为的年龄在下

降，性伴侣的数量在增加，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督，学生可能会

感染艾滋病，导致不可逆转的身心健康损害。特别是在中国的

年轻学生中，预防艾滋病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年轻学生没有足够的性健康知识。受传统封建思想

的限制，学生中的性健康教育继续与公共教育背道而驰。学生

通常缺乏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从 1980

年开始。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在高中学期就开设了身

体健康课程，包括青少年性教育，如性生理学和性行为学。但

是，对性心理学、性伦理学以及性心理学、性伦理学、意外怀

孕和生殖健康预防的相关知识还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由于

中国高中生的教育负担很重，许多学生没有积极参与到教育和

健康教育中。因此，在青春期早期的现实中，学生性行为大量

增加和全球艾滋病流行，缺乏性健康教育和预防帮助，这大大

增加了学生感染的风险。

第二，现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和预防性病意识不强。学生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青春期和性活动后期。现在，人类性

别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开放。随着性功能的成熟和性冲动的强烈

刺激，性已经成为现代学生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导致大量

边缘性和婚前性表现。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熟悉性传播疾病的预

防。他们在性生活中不使用安全套。他们在学生中也有同性恋

行为，所有这些都为艾滋病在年轻学生中传播创造了有利条

件。

第三，年轻学生对艾滋病缺乏正确的认识。虽然许多学生

对艾滋病很熟悉，但一些学生对艾滋病的传播没有正确的理

解，容易产生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慌。这表明我们的学生对艾滋

病的误解和含糊不清。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领域没有系统的教

育。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后续都需要加强对学生的健康教育，

来预防艾滋病的发生。

3 面向青年大学生群体的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对策

第一，开设自愿和必修课程。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应

利用健康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艾滋病预防培训，重点关注中国

艾滋病的现状和趋势，让学生了解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获得艾

滋病预防领域的相关知识和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提高预防艾滋病病毒攻击的能力。如果没有必修课的先决条

件，大学可以开设非必修课。是一种实用性强、成本低的健康

教育方法。如果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对艾滋病预防课程作出重

大贡献，我会取得好成绩。

第二，专家讲座和咨询活动。现在学生对艾滋病的了解主

要来自互联网、报纸、杂志等媒体，这是片面的。在这种情况

下，有必要邀请专业人士参加健康教育课程，让专家们应该通

过讲座和咨询来解释这些问题，纠正学生的认知错误。可与有

关卫生部门联系，在官方账号上发布相应艾滋病防控信息，一

方面纠正广大群众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一方面鼓励群众注重

对艾滋病的预防，引导患有艾滋病的年轻群体正确就医，通过

官方渠道，将专业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出去，配合医院发放

的艾滋病控制手册，促使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传播条件、预

防方式，可在网络上建立艾滋病讨论话题组，有专家解答网络

上群众提出的问题，针对那些怀疑自己有艾滋病、患有艾滋病

因隐私问题不敢于就诊的学生，能够具备基本的医疗卫生意

识，在专家的专业回复下，鼓励学生走进医院接受治疗，正确

看待疾病，具有治疗的信心，并获得社会的支持。

第三，多媒体广告和教育。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多数

学生成为互联网用户。通过隐藏真实身份，他们可以利用互联

网了解有关艾滋病的敏感知识和信息，这已成为学生的首选和

安全可靠的学习方法。网络的信息容量高，数据更新速度快，

但非医学专业学生很难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将网络上的真实

性和专业知识联系起来。因此，大学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校园网

络，作为艾滋病预防和健康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并利用该小组

和其他共同工具，建立传播艾滋病预防、性健康和其他知识的

网络。同时，大学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校报、广告牌等形式进

行广告宣传。例如，向学生提供艾滋病视频、传播和教育有关

艾滋病预防的生活和生活知识，以及更好地教育学生如何治疗

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保护艾滋病的防范意

识。

第四，全国性开展大学生艾滋病防控的知识竞赛，建立主

题“大学生艾滋病预防”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结合我国

的法律条例如《艾滋病防治条例》，进行普法式宣传。目前大

学生提及艾滋病总感觉羞耻，难以参与讲座等活动，社会对于

艾滋病的认同感较弱，导致大学生也难以放下“面子”参与到

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中来，上述的情形中若大学生的参与意愿不

强，则可以采取线上匿名的形式开展宣传工作，设定具体的主

题篇目如“携手抗艾，重在预防”，先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与法

律宣传，让大学生意识到艾滋病的防控并不羞耻，让大学生有

强烈的参与意愿，可进行学校内部的调查，了解各大院校学生

们有兴趣的就业方向与单位等，经过社会企业的联动，经由企

业开展艾滋病防控活动，促使大学生因对职业的向往、对企业

的憧憬来参与活动，可将艾滋病防控与推动中华建设联系起

来，提升艾滋病宣传的高度，经问卷调查，在匿名填写的情况

下（可进行网络电子版匿名填写），了解当代大学生对艾滋病

的了解程度、防控的能力，以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艾滋病的防

控介绍，校内的“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选拔后，

由多个学校联合，共同进行演讲、情景剧比拼活动，在活动中

大学生观看并进行投票，潜移默化地参与进来，还可以进行网

络的知识竞答，校内可将有关疾病宣传的知识竞答成绩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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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评成绩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全校学生的参与度大大提高。

第五，采取教师主讲，学生巡讲的方式，激发艾滋病防控

的内部动力，由教研部制定艾滋病防控的 PPT或者手册，在各

个班级与专业中进行宣传，老师主讲艾滋病基础知识，各个专

业则选拔代表，到其他的专业班级中进行巡讲活动，既能够提

升学生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又能够锻炼学生的胆识，促使大学

生之间的交互机会增加。

第六，图书馆陈列有关艾滋病的宣传册，将艾滋病等传染

疾病、大学生多发病健康宣传手册陈列在图书馆，可由学生自

由借阅，对于不乐于参与社会活动，比较宅，不乐于参与集体

活动的学生来说，图书馆是获取知识的有效渠道，学校的美术

专业可在教师的带领下，制作有关艾滋病的动漫图册，医疗专

业，可在教师的带领下编写艾滋病简单易懂的宣传知识，其他

专业也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进行有关艾滋病的信息编

撰，利用大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形式表述艾滋病防护

对策，各个专业每个月轮转进行一次手册的编撰，由学校组织

制作成手册，配合相应的图画，丰富信息的内容。相较于枯燥

无味的宣传知识，这些比较有特色、特点的宣传形式，更容易

被大学生接受和理解，且大学生参与宣传，而不仅是被宣传，

反而记忆比较深刻，因是集体活动，不良心理会比较少。

第七，开设艾滋病诊疗网络空间，部分大学生有了性生活

后，缺乏对性生活的安全防护了解，在宣传艾滋病期间，一些

大学生感到恐慌，甚至认为有了性生活后就可能患有艾滋病，

即便艾滋病的传播等基础知识的宣传比较广，但大学生普遍存

在自我怀疑心理，担心伴侣有不洁生活传染给自己。除了艾滋

病，还有如尖锐湿疣等常见疾病，因症状与毛囊炎等相似，大

学生又缺乏医疗知识，容易混淆，可在校内的生活诊疗室中，

开设问答渠道，便于学生阐述自己的病症，初步判断学生是否

有患病的可能性，进而指导学生去周边专业的医院就诊，此举

还可以避免学生因羞耻心去不专业的医院诊疗而被骗，平时也

可以在诊室为学生提供其他生理问答服务，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生理认知水平。

4 结束语

简而言之，目前在中国，大学课程在艾滋病预防和健康教

育方面的关注度较低。在大学时期做好宣传教育，是控制艾滋

病高发的一种具有显著效益的预防和控制形式。它可以改变学

生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帮助他们建立健康意识，塑造健

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健康教育过程中，我们需要以艾滋病

预防专业人员和学生为主体，把艾滋病预防和教育的知识渗透

在相关的教育活动中，这样才能提高大学生防范艾滋病的风险

意识。预防艾滋病，需要学生、学校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

与，这样才能为大学生保驾护航，为大学生实现精彩人生打下

健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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