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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暴露出我们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在校大学生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人口密度大，活动范围受限，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人群。本文通过了解大

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信行的研究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为高校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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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2019,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exposed our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in deal-
ing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s a special group,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 limited range of activities, and they are the high-risk group for public health emer-
gencies. By understand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
ior about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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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全球化、人口流动大规模化的背景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如新冠肺

炎、毒奶粉事件、禽流感、SARS 危机和甲型 H1N1 流感等，给公众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的是在不可预测条件下发生的可能会对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产生重大

损害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传染病疫情、食物中毒以及其他损害公众安全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2003)。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近几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70%以上在学校，80%以上为重大传染

病。而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人口密度大，活动范围受限，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人群。

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师生的身心健康，而且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运

行和校园的和谐，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失。目前，高校仍存在缺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效的应

急管理机制，预防和应对能力建设尚不足的现状。有效防止高校公共卫生事件是保证高校正常教学、生

活秩序的重要保证之一(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2015；梅松丽等，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
因此，本文就我国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信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

为高校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信行现状 

2.1.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现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知识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等。(王畅等，2011)
调查显示，大学生对高校突发事件认知普遍不足，但主观需求较大。清楚高校突发事件类型的占 11.6%；

知晓禽流感无人际间传播的占 30.6%，高年级大学生知晓率高于低年级。(穆雁鸿等，2015)调查显示，有

38.90%的大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基本认知，只有 5.10%的大学生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知

识，具备安全意识，知晓应急预案。不同专业大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不同，文

科类(26.70%)，理工类(21.90%)，医学(50.00%)，其他(14.10%)。与(蒋瑛，2018；王沁等，2013；刘捷，

2016)调查结果一致，医学类专业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应答情况优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我们在

平时教学中应该更加关注非医学专业在这一方面的教育，让更多人了解相关知识并掌握相关技巧。(刘泽

伟等，2018)调查结果显示，芜湖市 3 所高校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晓合格率为 22.2%，仅有 31.2%的人

知晓校园暴力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范畴。(苏彦萍等，2017)调查结果显示，预防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

的防控措施知晓率分别为 88.96%和 87.39%；突发中毒应急技能知晓率依次为：食物中毒 72.19%，毒气

泄漏 70.52%，农药中毒 63.44%，放射性事故 37.71%。地震、火灾、溺水等自然灾害的知晓率分别为 45.52%、

29.69%和 26.04%。93%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提前进行应急准备，在实际生活中和家人经常讨论应对

灾害事件的比例为 26.46%，与家人进行过逃生演练的比例为 24.90%。(徐鹏，2019)调查结果显示，高校

大学生对 AIDS 感染途径在内的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知识比较了解，但对日常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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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且容易在校内集中爆发的普通传染性疾病知之甚少。(王香梅，2017)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艾滋

病的“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3 个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分别为 89.75%、74.90%和 73.41%，

对“与感染者换穿衣物不传播艾滋病”、“与感染者共餐不会传播艾滋病”和“打喷嚏、咳嗽不会传播

艾滋病”的知晓率较低，分别为 31.92%、27.25%和 24.49%。(任敬娟等，2021)研究发现，医学生对重大

风险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均在 90%以上，高于非医学生的知晓率(70%~80%)。(王孝锦等，2022)
研究也显示，医学生相较于非医学生对重大风险的认知程度更高，医学生掌握更多有关传染病的传播途

径、预防措施及疫苗接种知识。 

2.2.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态度现状 

大学生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该摆正自己的态度，能够正确识别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采取措施做好正确的防护，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刘泽伟等，2018)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态度的得分均值和合格率都比认知及行为情况高，合格率达到 58.0%，是认知

率的两倍之多，77.7%的大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普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及相关应急训练。(丁亚等，

2019)调查表明，关于应急态度有 87.2%的大学生认为突发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85.5%选择在遇到突发

事件时能够冷静对待，应急心理准备状况较好。(徐铭炯等，2021)调查显示，上海某医科院校学生对待所

在高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态度较为积极(87.80%)，但仍有少部分学生(12.20%)态度消极，说明需

要正确引导大学生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曹小华等，2021)调查表明，在应对态度方面，积极态

度持有率为 32.41%，72.41%的调查对象表示经历过恐慌、焦虑等情绪；65.14%的调查对象表示有足够的

信心战胜本次疫情。(徐鹏，2019)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学校食堂重视食品安全，采取了相关

措施，并对这方面进行了关注；绝大多数高校学生都参加过体检，但还是有 7%的学生从未参加过体检；

根据对在校学生在校期间预防接种情况的调查统计，超过半数的学生在校期间未进行预防接种，而且(吴
金菊等，2008)调查显示，学校易发生麻疹、水痘、流行性腮腺炎、感染性腹泻等传染病，肺结核、流感

以春季为高发季节，传播途径以呼吸道(96.36%)为主，发病学生大多未接种相关疫苗；(徐鹏，2019)调查

中关于高校师生认为学校及周边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风险，认为经常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受访者所占比重

为 29%，认为存在食品卫生安全风险的受访者所占比重为 69%，认为在校期间不会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

受访者所占比重最低，仅有 2%。(张佳佳等，2020)对新冠肺炎研究发现，绝大多数(97.8%)大学生支持政

府采取的隔离措施，并对吃野味等问题(98.4%)态度明确。大学生持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 93.1%，92.2%
的学生担心会被感染新冠肺炎而感到恐慌，其中女生产生消极态度的比例高于男生。(黄韵之等，2020)
研究报道，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普遍有轻度的压力应激反应，女性及居住于农村的大学生也

更容易出现身体或认知方面的反应。(卢鑫峰等，2021)研究发现，对新冠肺炎城镇户口大学生态度优于农

村户口，有医疗保险的态度优于无医疗保险的，目前健康状况好的大学生态度优于目前健康状况差的。 

2.3.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为现状 

(王沁等，2013)调查显示，当实验室发生有毒气体泄漏时，选择掩住口鼻、听从指导、安全通道和盲

目随从等应对策略的受访者分别占 52.0%、19.1%、16.1%和 12.8%，在对实验室腐蚀液体(硫酸类)溅到皮

肤的首选应对措施中，选择涂抹肥皂水、凉水冲洗、抹布抹干、急救电话的受访者分别占 39.5%、30.8%、

25.0%和 4.7%。(刘玉梅等，2013)调查发现，50.2%的学生很少锻炼身体，76.3%的学生能做到每周都打

扫卫生两次及以上；51.2%的学生在接触多人使用的公共物品之后会马上洗手，且洗手时用洗手液或者肥

皂；15.0%的学生表示接触了传染病病人，会主动去医院做相关检查；17.2%的学生曾和家人讨论过如何

应对灾害事件，91.5%的学生从未与家人进行过逃生演练。(徐鹏，2019)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参与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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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件模拟应急演练的只占 31.3%，68.7%的被调查者表示未参加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模拟演练，七

成的受调查学生不具备基本的自救互救能力；根据对学生日常就餐选择情况的调查统计情况，65%的学

生仍然以在学校食堂就餐为主，但随着网上订餐 APP 在高校的流行，有 6.5%的学生开始倾向于方便快捷

的网上订餐；根据高校学生对周围饭店、摊位的经营资质知晓情况的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并不

会注意学校周边的饭店、小摊有没有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若要做出

正确的判断与行为，与后天的训练是密不可分的，(张慧等，2011)根据对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53 名应急人员进行应急演练干预后，平均分从 51.81 分提高到 82.24 分。(于二曼等，2011)调查中的大学

生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积极应对得分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表明大学生在遭遇突发事件后，会积极

调节自己的心态，有效减轻突发事件带来的反应。(张佳佳等，2020)通过对大学生行为调查表明，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只有 48.8%大学生采取良好行为，部分大学生依然增加不利于新冠肺炎防控的行为，如

1.9%的学生乘坐公共汽车和 3%的学生到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次数有所增加，2.4%的学生未采取出门戴

口罩的防护行为。(张馨夏等，2023)调查结果显示,95.33%的学生外出时保持佩戴口罩；发现周围有可疑

病人时,96.64%的学生会报告管理人员并劝其尽快就诊；89.25%的学生保持室内消毒；64.15%的学生不听

信谣言抢购特殊物资；94.91%的学生会时刻在媒体平台上关注疫情最新动向。 

3. 讨论 

大学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信行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虽然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

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我们可以从上述研究中看到大学生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信行方面仍有不足之

处。根据健康教育学知信行模式，个体只有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正确认知的前提下，才会持有正确的态

度和信念，主动掌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技能，采取有利于生命和健康的行为，从而降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给个人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傅华，2017)。我们要做到知、信、行三者相统一。(秦佟洲等，

2019)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和态度之间存在正相关，而态度和行为之间不存

在相关性，此与“知信行”理论不相一致。正如(张璟等，2016)认为，“知信行”三者之间容易出现“知

而不信”、“信而不行”，因此应该强调“知、信、行”三者的统一。 
大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突发事件很容易对其造成冲击，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在发生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后大学生的心理状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刘武顺，1996；易凌等，2010)。其次，政

府、学校应该重新摆正学生安全应急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杜绝“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考起来不

要”的软指标(禹勇，2010)。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国外高校的做法，如：国外高校对学生应急意识、应急素

质和应急能力操作时，均是开设专门的应急场景与应急教育课程，贯穿于日常的素质培养和拓展过程中，

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课业报告、业余各种活动的组织与参与和体育活动的成果进行系统评价

(姚恒，2018)；美国推进核心能力建设是应急管理体系重构的核心内容(游志斌，薛澜，2015)。高校也需

要建立一支高校应急队伍，就如 Eugene 在其著作《校园危机管理：计划、防范与恢复》中全面归纳了高

校应急队伍的运作流程，包括人员构成、技能与合作、培训、领导与职责以及快速响应等观点，认为设

立一支专业、稳定的校园危机处置队伍才是高校应急管理的重点与核心，这样可以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及时做出决定，减少损失与伤害(Zdziarki II et al., 2007)。然后，高校应该对在校师生进行应急培

训，据琳达·威廉姆斯(Williams, 2006)研究表明，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任何人都需要接受基本的应

急培训，培训包括基础培训和拓展培训两个层次，这样也可以降低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员伤亡

与经济损失。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因为学者史密斯

・乔迪认为校园危机发生时，处置的主体包括学生家长、学校管理人员、新闻媒体、医生、网络管理员、

心理专家、安全人员等方面的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只有每个人都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我国在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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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方面才能取得进步(孙方娇，2012)。 
那么，高校如何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知信行水平，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笔者给高校有关部门提出以下

建设路径：1) 高校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构建学校、院系和辅导员“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不断完

善学校的预警机制，加强各院系的执行力度，以此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有效控制、减

轻、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学校带来的危害和不良影响。2) 高校有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动

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宣传栏、微信、广播、网站等多种形式，依托“互联

网＋健康教育”，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科学技术传递正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开展

应急演练、参观应急基地等丰富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农村和乡镇生源、非医学专业和健康状况差的大学

生，使他们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信念，采取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有利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

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郭静，王秀彬，2014；周薇薇等，2014；张华等，2018)。3) 高校筑牢应对突发

危机的心理防线。高校可以采取将大学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意识教育内容融入各学科的课堂教

学，强化学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教育大学生建立良好的防范意识，激发学生学习危机意识教育的动力。

高校可以通过举办专题讲座、主题班会、讨论会、观摩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防微杜渐，培养大学生认

清危机存在的普遍性，保持面对危机时的警觉性，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拥有强大的心理防范和

心理准备，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以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提高应对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吴鹤廷，董惠

玲，2024)。4) 将思政教育与大学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培养相结合，突出积极正面的价值引领，

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社会责任教育，加强对突发卫生事件防控中涌现的优

秀人物、事迹宣传，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促使其主动掌握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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