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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群体针对新冠疫苗犹豫的原因，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群体疫苗认知界面缺陷，切实提高

新冠疫苗接种率，为疫苗免疫实践的规划及特殊人群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

学研究法，对1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并采用Colaizzi分析法进行研究资料分析。结果：产生4
个犹豫主题：1) 待定的安全性，不确定的保护时限；2) 安全的环境，淡薄的意识；3) 接种时间的冲突，

不同疫苗间的优选；4) 内驱推动不足，信息普及性待加强。结论：大学生群体对新冠疫苗在认可和犹豫

两方面是共存的，应该重视大学生的思想及感受，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多角度进行干预和支持，以推

动大学生群体免疫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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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college students hesitation about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ficiency of the cognitive interface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and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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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oculation rate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lanning of 
Vaccine Immunization practice and the application to special population. Methods: 15 college stu-
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in-depth interview,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Colaizzi analysis. 
Result: Four hesitant themes emerged: 1) Security to be determined, uncertain protection time 
limit; 2) Safe environment, weak consciousness; 3) The conflict of vaccination time, the optimiza-
tion among different vaccines; 4) Insufficient internal drive, information populariz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recognition and hesitation of the coronavirus vac-
cine are coexisting,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llege student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nd in-
tervene and support them from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so as to promote the course of college 
students’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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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全球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接种疫苗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措施。“疫苗犹豫”是指在疫苗可

及的情况下延迟或拒绝接种疫苗，当前新冠疫苗的常规接种已推出第三剂“加强针”，大学生群体是疫

苗接种的重要目标群体，其对于疫苗接种的犹豫态度将对个人保护、家庭健康、学校负担带来不利影响，

并且寒暑假地域流动性更可能在普通群众中成为潜在病毒感染“高危点”，为国家免疫规划及疾病防控

带来沉重负担和后果。如何提高大学生疫苗接种意愿及接种状态对整体国民疫情防控起着重大的影响。

本研究立足于对疫苗还存在犹豫接种的大学生，通过深度访谈方法，了解他们在疫苗犹豫方面的个人倾

向，力图寻找背后的客观原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目的抽样法挑选具有差异化背景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质性访谈，在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样本

采集，层次涵盖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及专科学校。时间限制在 2021 年 4 月~2021 年 7 月，对符合纳入标

准的大学生进行深入访谈，以便最大程度获取所需信息。纳入标准：全日制在校大学生、有正式学籍；

年龄在 16~26 周岁；精神正常，思维清晰，能正常交流及沟通；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现暂未考

虑疫苗接种者。排除标准：沟通有障碍者；因其他原因中途退出本研究者。样本量以访谈内容趋于饱和

不再有新内容出现为止。本研究共预约访谈 16 名，有 1 名因“中途改变接种想法”而剔除，实际访谈

15 名，其中，男 5 名，女 10 名，具体信息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对象一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教育程度 专业 家庭教育类型 

001 男 23 本科 考古学 平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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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002 女 22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溺爱型 

003 女 22 本科 广告学 平等型 

004 女 20 本科 护理学 平等型 

005 女 20 本科 检验 溺爱型 

006 女 20 本科 护理学 平等型 

007 女 21 本科 农学 平等型 

008 女 21 本科 英语师范 平等型 

009 女 21 本科 日语 平等型 

010 男 21 大专 学前教育 平等型 

011 女 22 大专 文秘 平等型 

012 男 20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平等型 

013 男 22 本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平等型 

014 男 20 本科 护理 平等型 

015 女 22 本科 工商管理 平等型 

2.2. 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以深入访谈的形式收集资料。同时，经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自行设计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目的在于获取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由研究者本人负责研究的整体过程，包括整体研究的设计、半结构访谈提纲的设计、访谈资

料的收集、整理、转录、分析等。在实际访谈中有自身开放安排，并不硬性进行顺序问答，按照访谈节

奏进行适度变化，在被访谈者脱离主题后巧妙的进行主题寻回。并且对于访谈者的言语、动作等进行仔

细观察，在文字转译时进行回想，以丰富其潜在表达涵义及深度内容。 

2.2.1. 资料收集 
访谈人员由 2 名本科生组成。资料收集工具主要为研究对象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层次、父母教育层次、家庭收入、恋爱经历、医疗知识等

方面。访谈提纲内容包括：1) 对疫苗的一般看法和态度；2) 对新冠病毒的认识；3) 对新冠疫苗的认识；

4) 疫苗接种的依从性及促进因素；5) 疫苗接种现存在的困难之处。 

2.2.2. 资料分析 
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资料 7 步分析法。首先将资料编码，仔细转录成 word 文档；反复阅读访谈记录；

识别出有重要意义的陈述、观点；将有意义的观点编码、汇总，创建有共性的概念；将类似的概念进行

比较，构建简短准确主题；返回访谈资料内进一步求证。 

2.2.3. 质量控制  
该研究访谈者访谈前经过系统的访谈技巧及质性研究培训，邀请有质性研究背景的老师做指导。老

师分别从访谈思路梳理、受访对象选择、访谈提纲设置、访谈技巧使用、访谈资料分析等方面给予指导。

访谈没有外人在场；控制访谈时间 30~40 min，减少疲惫感；适当延长观察时间，访谈结束或之前有较长

时间的接触；2 名访谈者、1 名研究者同时进行资料分析；撰写反思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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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经过资料分析，大学生疫苗犹豫群体对于新冠疫苗的推行接种持较为认可态度，但因各因素存在而

产生暂缓或不想接种的想法，针对疫苗的犹豫因素可归纳为 4 个主题：分别是“待定的安全性，不确定

的保护时限”、“安全的环境，淡薄的意识”、“接种时间的冲突，不同疫苗间的优选”和“内驱推动

不足，普及性待加强”。 

3.1. 待定的安全性，不确定的保护时限 

3.1.1. 副作用较多，担心自身接种状况 
新冠疫苗作为新冠疫情中一项重要干预举措，可以有效地预防疾病的发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我

国新冠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监测情况中，一般反应以高热、红肿、硬结较为常见，另有其他异常反应。而

学生因为担心未明确的副作用而暂缓接种。001：“我看到有人说背部疼，检查发现了一个结节；打了后

感冒的我也看到过。”005：“我父母去接种的时候有一个看着很健康的男生，打了一针直接晕倒被拉走

了。”010：“网上有消息接种新冠疫苗出现头痛、疲倦、浑身无力。”011：“同学打完手臂会很痛，

四肢无力，也不可以剧烈运动、洗澡之类的。” 

3.1.2. 一定的当前价值，不确定的保护时限 
接种新冠疫苗在目前来看可加强对于新冠的防控，但疫苗的有效性和防护时间暂无法下定论。随着

新型变异病毒的持续变化发展，当前研制的疫苗效力仍存在不确定性[1]，反复接种也会增加大学生的顾

虑和负担。006：“据说有效期只有一年，疫苗研究出来时间也挺紧迫，到底有没有研究全面，还是有点

顾虑。”013：“听说就是保护几个月，比较短的时间就在想要不要去打。” 

3.1.3. 病毒变异与预防现况冲突 
随着新冠疫情的传播发展，病毒菌群的基因组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谱系[2]，可能将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疫苗对人体的保护力度，这使得大学生对接种疫苗的依从性降低。001：“变异之后传染性可

能会更强，对人体伤害更大，注射疫苗的有效时间可能会缩短。”004：“因为新冠病毒的亚型特别多，

容易变异，觉得这个疫苗的针对性太强了。”005：“现在注射的疫苗主要针对 S 蛋白，如果 S 蛋白直接

突变，现在的疫苗根本没有用了。” 

3.2. 趋于平稳的国内环境，部分淡薄的意识 

3.2.1. 国内逐渐转好的大环境趋势 
世界各地的疫苗犹豫研究显示，总体上疫苗的犹豫率在 8%到 15%之间，并且部分群体 COVID-19

疫苗总体处于高度犹豫[3] [4]。在美国，有 70%的人报告担心该疫苗的严重副作用，而 44%的人认为该

疫苗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持久的健康问题[5]。国外疫情比国内较为复杂，国内的疫情防治措施严格按有关

规定执行，具有强制性，疫苗接种率也远高于国外[6]。大学生们在现行的政策及环境被“保护”得较好，

而出现对日常生活和出行的潜在风险不够重视，所以自身防护的警惕性也随之下降。005：“当前情势较

好，自己身边已经没有新病例了。”008：“现在疫情控制的蛮好，打疫苗好像也没有那么必要。” 

3.2.2. 认可当前防护措施，接种并非必要 
在进出公共场所、休闲娱乐等人多聚集场合时，大众都需要戴口罩、测体温、出示健康码等一系列

措施，多重关卡监测出入人员是否有疑似症状。跨省出行更要出示核酸检测、健康码等凭证，严格把控

对流动人口的核查，坚决保护广大群众的各种举措，让大学生因此而产生“防护得当就无须接种”的想

法。004：“我生活的区域没有感染案例，防控挺好的，觉得没有必要打。”007：“自身做好防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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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接不接种没有很大关系。” 

3.3. 接种时间的冲突，不同疫苗间的优选 

3.3.1. 接种时间冲突，接种与否需权衡 
有部分大学生因课业繁忙，工作繁琐，且新冠病毒疫苗非国家强制接种推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声明：若接种两种不同的疫苗，其接种时间间隔不能少于 14 天[7]。这使得接种

新冠疫苗前 14 天内接种过其他疫苗的大学生群体暂时不能接种新冠疫苗，部分人群也认为此时对于新冠

疫苗可以延迟接种或不接种。004：“另外考虑自己有没有时间，身边听到过打完第二针后一直预约不上

的情况，依从性可能也比较低。”012：“如果打疫苗的话要排特别长的队，现在学习任务重也没有时间

去接种。” 

3.3.2. 面对多种疫苗，抉择优先顺序 
在新冠疫苗与其他疫苗接种的选择上，人们往往会选择当前对自身健康更重要的疫苗或较难预约上

的疫苗进行接种；加之新冠疫苗数量有限，大学生不愿接受漫长的等待接种过程。004：“有同龄人会考

虑到宫颈疫苗，难抢又很贵，就会以这类疫苗优先接种。”011：“假设我预约上 HPV，我可能会选择

先去打 HPV，因为它对我的时间要求比较严格，相较于新冠疫苗的话就没有那么严格。” 

3.4. 内驱推动不足，普及性待加强 

3.4.1. 不了解接种详情，接种普及率低 
关于疫苗接种相关知识，大学生可通过学校和网络的渠道被动了解接种须知，而没有形成较为全面

的知识体系。一些对此关注度低，不重视的学生群体更是存在较大的知识盲区。003：“我不确定流程复

不复杂，或者我自己去找地方打疫苗，它是否就正规，所以还是拿不准。”015：“目前好像分好几种，

我该接种一针、两针，还是分三次接种？”001：“我还是觉得目前不够普及，为什么不等适用的年龄段

更普及之后再接种呢？这样它的安全性会更高，否则防护也不会做的很彻底。”  

3.4.2. 遵从个人意愿，缺少情感支持 
我国可根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是否接种新冠疫苗，虽没有强制要求接种，仅仅是倡议所有符合接种

条件的人都能主动接种疫苗，使得大学生产生“不着急”、“可推迟”接种的拖延想法。又因接种疫苗

无法避免肌肉注射，且个人对痛觉敏感度不同、考虑到医护人员技术水平有参差等原因，不免有避免打

针的想法。还未独自身处社会的大学生，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考虑上也会看是否有同伴陪同。013：“害

怕疼吧，也怕新上手的护士，虽然出事故概率低，但顾虑还是有。”014：“和我关系好的也不急着打，

那没有人陪我一起。”003：“周围人的向心力也不足，意识不是很强的话我就会有些犹豫。” 

4. 讨论 

4.1. 正确解读疫苗安全性，提升整体医疗服务 

4.1.1. 接种注意事项宣教 
正确认识接种疫苗所带来的参差的不良反应，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可以大幅度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接种前保证营养的摄入，使机体处于稳定的状态。同时，针对禁忌和暂缓接种的人群范围应对大学生做

全面介绍，例如对疫苗有严重过敏体质、处于发热期等情况[8]，尽早做好排查工作。另外，保持积极平

静的心态可以使身体及心理上放松，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焦虑甚至疼痛。通过学校正确为大学生进行接

种事项解读及合理运用公共资源传播的途径，使更多大学生了解接种所需准备，调整接种心态，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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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4.1.2. 提高接种点医疗服务质量 
医务人员在疫苗接种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积极性可直接对接种疫苗的大学生产生深刻影响。疾控

部门通过课程培训、强化指导等加强医务人员参与度以及对疫苗的熟知度，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利

用自身专业知识向身边普及新冠疫苗，拓宽其影响力。同时，对医务人员接种过程的技能培训能够充分

保障注射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严格执行相关操作规程，减少不良事件的产生。 

4.2. 增加科普宣传力度，提高新冠疫苗认知 

访谈结果表明，大学生会在对比疫苗的有效期和疫情持续时间中产生消极的侥幸心理，诸多因素导

致疫苗接种的犹豫想法，而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获取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相关信息条件有限。

根据研究结果发现，在意大利的大学生，疫苗接种受健康知识水平的影响，参加过相关医疗课程以及医

护专业的学生对疫苗接种的认可度更高[9]。 

4.2.1. 客观理解疫苗有效保护时限 
随着时间的延长，不管何种疫苗的抗体都会不断下降。正确地科普疫苗有效期所带来的意义有助于

大学生理解并接受新冠疫苗。疫苗免疫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消退[10]，但并不意味着其保护力完全消失。有

研究表明[11]，在免疫消退时，体内存有的免疫记忆细胞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有助于对机体抵御严重疾病

的侵袭，从而针对感染提供一定的防护作用。 

4.2.2. 正确科普疫苗接种，及时回应焦点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传播主体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完整的信息因再加工而碎片化，受众对于信息解读在

这种媒介环境的影响下也发生改变[12]。在各类推送文章中，受众可能会片面地选择接受标题和正文中醒

目标示的信息，忽略对于新闻整体的阅读和理解，从而对接种疫苗产生主观上的怀疑和犹豫。权威部门

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时应正确选择文章标题，科学回答公众的焦点问题，让活跃在网络的大学生科学认

识疫苗接种。同时注意对信息正确传播的监督，防止出现由于片面化报道而产生“蝴蝶效应”。 
大学生主要通过微博，微信和知乎三大社交媒体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13]，从此方面入手，关注

大学生对于疫苗接种的疑惑和需求。例如知乎中对于是否接种疫苗的提问，相关单位积极抢占宣传高地，

增加大学生对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视，增强对接种的理性，科学地对待预防接种工作，防止大学生被“民间

疫苗传闻”所带偏而产生犹豫的想法。 

4.3. 增强大学生防范意识，加强对疫情的重视 

随着国内环境的缓解，各省的感染人数趋于减少。又因在疫情长时间的紧张情绪下，疫情的缓解使

大学生迫切得到解脱，大学生的个人判断使其放松戒备，存在“不会被感染”的侥幸心理，表现在口罩

的佩戴和人与人距离的把控；甚至无视疫情仍未结束的事实[14]，在公共场合和与人接触时没有任何防疫

措施。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国家的严格控制给予了大学生对战胜疫情的信心，急切希望回归疫情

前的生活，都导致了大学生对疫情防范意识的降低。 

4.3.1. 家庭帮助子女培养防范意识，强化心理承受力 
家长通过了解国内外疫情情况和防范措施，与子女共同阅览相关新闻，或通过家庭讨论的形式进行

知识普及和教育。利用家庭来积攒大学生心理能量，稳定心理状况，培养大学生的希望感。有研究发现，

希望感在家庭弹性和疫情下心理状态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家庭弹性对疫情期间心理状态的影响是通过

希望感实现的[15]。希望感可以有效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良性发展[16]。家庭的弹性作用可以缓冲社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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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带来的压力，从而产生希望感，信任且接纳接种疫苗必要性的社会倡导。 

4.3.2. 学校承担强化疫情防范意识教育的责任 
学校是大学生主要学习和居住的聚集场所，经常组织开展富有感染力的思想教育活动，发挥榜样教

育与鼓励教育作用，构建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引导学生思想意识形态向正确方向发展。班主任和辅导

员起主要引导作用，通过线上会议开展疫情防范讲座；校内心理教师对特殊学生进行心理关怀工作，充

分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展开思想教育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意识强化，达到防范意识的提升。通过编辑

及宣传新冠疫苗有效信息，通过大范围宣讲、广播等在校内进行介绍；正确解读疫苗虚假信息，增强大

学生疫苗价值辨析能力，使大学生正确有效地认识疫苗的重要性，从而加强大学生的防范意识，进而提

高接种疫苗的依从性。 

5. 小结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大学生针对接种新冠疫苗的认可及犹豫因素并存，出现了延迟接种甚至不接

种新冠疫苗的现象，很难推动全社会接种工作的顺利进行。应该重视大学生对新冠疫苗犹豫的想法及感

受，加强对大学生接种疫苗必要性的科普，提高对疾病感染的危险感知，注重社会、学校、家庭环境支

持，强化正向情感，弱化负向情感，在大的社会背景及医疗条件下，加强大学生的防范意识，让大学生

群体能够在矛盾想法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提高大学生接种意愿，以推动疫苗进程，达到我们研究的预期

目标，提高大学生群体对新冠疫苗的接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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