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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防范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方法：研究理

论基础为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TBP)，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提出表征大学生疫情防范行为的影响指

标分为六个维度(共23个指标)，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方法采集实证数据。结论：潜在变量网络信息对防范

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三个维度指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负面情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防范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疫情防范行为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负面情感对防范行为具有负

向影响。此外，运算得出指标间的影响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研究结论可为学校、政府制

订传染病防控措施提供客观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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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preventive behavior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 The research theory 
is based on the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ing behavior (TBP) and combined with the structural eq-
uation model (SEM). The paper proposes the impact indicators that characteriz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re divided into six dimensions (23 indicators in to-
tal). The raw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clusion: Internet in-
fo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even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
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At the same time, Internet informa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negative emotions. The prevention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pidemic prevention behaviors. The negative emotions 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defensive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impact effect between indicators is 
obtained.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conclu-
sions can provide an objective reference basis for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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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9 年 12 月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影响民众的工作与生活，新冠肺炎疫情现已成为当前

全民面临的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态势，国家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积极防

控疫情已成为当前管理部门首要任务。 
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其具有年轻活泼、思想前卫的优势，但也存在社会阅历浅、心理波

动大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自发生以来，持续不断刷新的感染数目无疑会增加大学生的心理压力，甚至

会引起恐慌心理，从而影响身心健康。面对全国民众正处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如何有效地

防控疫情的蔓延及扩散，保护广大大学生的生命安全及身心健康，成为了当前摆在高等学校管理部门面

前的头等大事。为了能够及时了解大学生对疫情感知、心理状态和防范行为的实际情况，以便出台具有

针对性的管理方法，帮助大学生了解疫情知识、提高防控能力，本文拟使用心理学的计划行为理论和结

构方程模型相结合，通过网络问卷调查采集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影响大学生应对疫情防范行为的主

要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强相关知识授予的教育途径。研究结论能够客观了解大学生对疫情防范的真实情

况，将有助于提高对大学生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性及知识教育的针对性。研究步骤分为研究现状、理论

框架、实证研究和结论建议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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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现状 

计划行为理论由 Ajzen 于 1991 年提出，该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是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该

理论提出了一种分析人类复杂性社会行为的理论框架，通过进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控制三个方面

进行行为实施的意图预测，计划行为理论已成功应用于饮酒、休闲、医学等行为分析。计划行为理论实施

主要源于三个阶段：理论认为人的行动由个人意愿所决定，而个人意愿则受行为态度、行为规范与行为控

制所影响，具体而言该理论包括五大要素：1) 行为态度(Attitude)，即是指个人对某件事情的对错的判断认

知；2) 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即是指外部环境对个人认知的影响；3) 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
vioral Control)，与心理学中的自我效能类似，即是指个人对特定事情的自我认知。4) 行为意愿(Behavior 
Intention)，即是指个人对实施行为的愿望。5) 行为(Behavior)是指实施具体操作[1]。计划行为理论自创立

以来，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及简易的操作步骤，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在公共卫生、危机管

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 计划行为理论：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及结构方程研究农产品食品安全问题防范

措施研究[2]。针对食源类疾病暴发，调查研究消费者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3]。欧洲五国对鱼类消费行为的

参与与风险感知，以及参与行为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研究[4]。应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防范登革热疫情的影

响因素分析，综合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阐明与登革热相关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和间接决定因

素之间的关系[5]。针对 SARS 疫情，对中国 17 个城市的 4231 人进行危机心理行为研究，通过分析风险应

指导应对行为和心理健康建设，从四个风险指标的影响程度提高应对方法[6]。2) 结构方程：突发灾害事件

中个体行为的心理学分析，并提出民众的反应类型及恐慌行为的特征表现[7]。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禽流

感疫情的影响路途及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提出降低防控疫情风险，通过提高有效的教育学习，降低学生的

行为风险[8]。针对 H1N1 流感大爆发，对 429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正面和负面情绪如何与利益

相关者的因果关系[9]。应对意大利暴发的奇昆古尼亚病毒疫情，应用谷歌趋势及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与防

治行为相关的疫情数字与网络公共关注的相关性[10]。西尼罗河病毒可导致感染，应用监视 Web 搜索的数

据源，使用回归，时间序列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聚类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探索与病毒相关的网络搜索

的潜在预测能力[11]。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大学生朋辈教育影响机制及对其适应性影响因素[12]。 
概括而言，当前国内外采用计划行为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已在疾病防范、危机管理等领域了应用，

但当前的研究成果所采用的维度指标主要还是沿用了传统的计划行为模型指标，而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

今天，网络信息以及由网络信息引起的心理变化(比如负面情感)，无疑已成为影响个体行为的关键指标之

一，但目前少有将网络信息、负面情感指标纳入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拟采用网络调

查问卷方法采集数据，构建包含网络信息、负面情感指标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结合结构方程模型，通

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疫情防范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影响因素间的路径分析和效应分析，最后提出

具体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结论具有时效性及针对特性。 

3. 研究框架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构建要求，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提出研究假设及研究步骤。 

3.1.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为模型构建的第一步骤。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依据已有研究成果[13]-[18]，针对 6 个潜在

变量的影响路径的可能作用进行假设设置，依据不同潜在变量的定义采用不同理论作出假设，比如网络

信息潜在变量依据网络传播学理论及应用心理学理论，设定其其它四个潜在变量的相关性，应用心理学

理论设定潜在变量负面情感、防范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假设。具体设

定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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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search hypothese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behavior 
表 1. 疫情防范行为的研究假设 

序号 假设 

H1 使用网络信息将会影响个体的负面情感 

H2 使用网络信息与防范态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3 使用网络信息与主观规范存在正相关关系 

H4 使用网络信息将促进知觉行为控制 

H5 负面情感对知觉行为控制起到负向相关关系 

H6 防范态度将促进防范行为的实施 

H7 主观规范将促进防范行为的实施 

H8 知觉行为控制与防范行为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H9 负面情感对防范行为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3.2. 研究框图 

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传统计划理论模型包括防范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三个维度指标，

针对当前互联网应用现状，结合心理学理论，增加互联网影响与负面情感的影响因素：网络信息和负面

情感，提出图 1 所示的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框图。 
 

 
Figure 1. Extended theoretical block diagram of planned behavior  
图 1. 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框图 

3.3. 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需数据来源于网络问卷调查，综合计划行为理论及结构方程模型中外相关文献，设计了六

维 25 个指标，根据指标设计网络问卷，问卷回答部分采用单选题形式，问题设计为 Likert 五点量表[19]，
如表 2 所示。 
 
Table 2.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source 
表 2. 调查问卷题目设计及来源 

序号 问卷维度 相应指标 指标来源 

1 网络信息 I1：互联网为疫情信息主要来源，I2：搜索引擎为信息搜索主要工具，I3：常

用社交媒体平台交流疫情，I4：经常关注网络疫情信息 自编，张沙沙[20] 

2 防范态度 A1：你是否了解肺炎疫情，A2：你认为自己是否会染上病毒，A3：疫情会对

健康造成极大损伤 自编，张沙沙[20]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8111


旷芸，梁宗经 
 

 

DOI: 10.12677/mm.2021.118111 878 现代管理 
 

Continued 

3 主观规范 S1：疫情期间得到家人关心，S2：疫情期间得到周围人帮助，S3：赞同政府防

控措施，S4：赞同政府为战胜疫情的主要力量，S5：肯定政府工作成绩 自编，王军[21] 

4 知觉行为控制 P1：自信个人能够应对疫情，P2：自信自己具有足够的医学知识应对疫情，P3：
始终保持乐观态度 自编 

5 负面情感 S6：疫情相关数据会增加恐慌情绪，S7：疫情持续时间不确定性会增加恐慌情

绪，S8：疫情传播方式不确定性会增加恐慌情绪 自编，张沙沙[20] 

6 防范行为 
H1：心理压力大时咨询心理医生，H2：采取积极心理应对(比如祈祷)，H3：
防范疫情应勤洗手、戴口罩，防范疫情应不吃野生动物，H4：自觉学习疫情

防范知识，H5：防范疫情应减少外出 
自编 

3.4. 数据采集 

采用网络问卷方式收集的 506 名大学生对疫情的防范行为的调查数据，生源主要来自广西桂北地区

师范高校，共回收有效答卷 506 份，数据特性分布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survey data characteristics 
表 3. 问卷调查数据特性分布 

类别 样本特征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69 14 

女 437 86 

总计 506 100 

专业 

文科 262 52 

理科 244 48 

总计 506 100 

年级 

大一 256 51 

大二 112 22 

大三 108 21 

大四 30 6 

总计 506 100 

4. 实证研究 

根据研究框架及采集数据，使用结构方程软件运行实证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与效应分析。 

4.1. 数据检验 

本研究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样本数据的信度及效度检测。计算结果显示，量表的总 Cronbach’α值为

0.817，分量表的信度值也均大于 0.8。效度 KMO 值为 0.831，并且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值的 P 值为 0.000，
因此，可以认为研究数据通过了信度及效度检验，可以进行结构方程计算。 

4.2. 模型分析 

4.2.1. 模型估计 
本文的结构模型估计采用 SPSS22 中的 AMOS 软件模块，经修正后的模型估计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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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itting results of the revised structural model 
图 2. 经过修正后的结构模型拟合结果 
 

根据结构方程的建模要求，经过计算路径系数后，需要进行拟合配比指标检验，实证检验结果如

表 4 所示。 
 
Table 4. Modified model fitting index test table 
表 4. 修正模型拟合指标检验表 

统计检验量 RMSEA GFI CMIN/DF AGFI NFI TLI CFI PNFI PCFI 

拟合值 0.059 0.906 2.731 0.879 0.879 0.904 0.919 0.743 0.634 

评价标准 <0.06 >0.9 <3 >0.8 >0.9 >0.9 >0.9 >0.5 >0.5 

检验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从修正模型拟合指标适配结果可看出，所有适配指标实证值均在适配标准范围内，通过对比表 3 和

表 4 可以发现，大部分指标性能经过模型修正后均有了较大的提高，比如“绝对适配度指标”中的 RMSEA、

GFI、CMIN/DF 和 AGFI，计算结果从原来的 0.041、0.991、9.636、0.982 变为 0.017、0.998、2.541、0.995。
同理，“增值适配度指数”中的三个指标值也是如此，经修正后数据变得更为适配，只是“简约适配度指

数”中的两个指标模型修正后变小。 

4.2.2. 路径分析 
根据修正模型计算结果，可得出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为结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发现，九条路径经过标准化的估计值均在 0.5%水平内显

著，根据模型的初始假设，假设均成立。假设检验结果：假设 H1：假设 1 成立，且路径相关系数为强相

关，说明网络信息对负面情感影响巨大，网络信息既包括积极的正面信息，也包括消极的负面信息，但

无论是正向或负向作用，均对情感产生影响。对于假设 H2、假设 H3 和假设 4 成立，假设 2 和 3 涉及个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8111


旷芸，梁宗经 
 

 

DOI: 10.12677/mm.2021.118111 880 现代管理 
 

人对疫情的认知及周围环境的支持(包括政府管理效率)，这些指标均为对行为起到促进作用，通过正向环

境的支持，提升个人应对疫情的信心，从而为更好地应对疫情，而假设 5 则是实施行动更为接近，其界

于想法与行动之间的指标，从系数的大小值也可看出，网络信息对知觉行为控制更为显著。假设 H5 为

负面情感对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系数为负值，证明负面情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效能，即个体的对行为

的信心。假设 6~8 为防范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防范行为所施加的影响，从路径系数可见，

全部为正值，但大小存在差异，大小依次为知觉行为控制、防范态度和主观规范。假设 H9 不成立，假

设设置为负向作用，但计算结果为正的系数，说明负向情感会加剧个体对疫情的担心，从而采取积极的

应对策略。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Structural model hypothesis 
表 5. 结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分析 标准化估计值 显著性(P) 理论假设 假设检验 

网络信息→负面情感 0.868 *** H1 成立 

网络信息→防范态度 0.399 *** H2 成立 

网络信息→主观规范 0.086 *** H3 成立 

网络信息→知觉行为控制 0.331 *** H4 成立 

负面情感→知觉行为控制 -0.343 ** H5 成立 

防范态度→防范行为 0.170 *** H6 成立 

主观规范→防范行为 0.013 *** H7 成立 

知觉行为控制→防范行为 0.562 *** H8 成立 

负面情感→防范行为 0.188 *** H9 不成立 

注：表中***表示 P 值小于 0.01，**表示 P 值小于 0.05。 

4.2.3. 效应分析 
经过运用模型可得出相应的效应任用结果，效应类别及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Effect table of structural variables on defensive behavior 
表 6. 结构变量对防范行为的效应表 

效应类别 网络信息 防范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负面情感 

直接效应 0.000 0.170 0.013 0.562 0.188 

间接效应 0.251 0.000 0.000 0.000 −0.193 

总效应 0.251 0.170 0.013 0.562 −0.005 

 
直接效应分析。直接效应中“知觉行为控制”维度对“防范行为”维度的直接效应为最大，系数为

0.562，通过计划行为理论可知，“知觉行为控制”本质上是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和行为对当前行为的一

种预测，以及平时自己所具备的技能对当前事件的应对能力大小的测度，而其它三个维度“防范态度”、

“主观规范”和“负面情感”，它们的直接效应分别为 0.170、0.013、0.188，这三个维度相对而言与直

接行为的心理距离更长，所以也说明了知觉行业控制对最终行为的效应更为明显。而“负面情感”维度

直接效应为正，系数值为 0.188，说明负面情感中分指标对最终行为的直接效应为正值，负面情感中相对

应的指标为疫情传播方式、传播时间长短和每日公布的疫情数据，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负面情感维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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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这些指标数据的增加，无疑会增加个体的心理压力，从而促使个体采取防范措施，因此，负面情感

为正的直接效应是合理的。 
间接效应分析。在六大维度指标中，共有三大维度指标没有间接效应，它们为防范态度、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网络信息和负面情感维度指标分别为 0.251 和−0.193，其中网络信息防范行为没有直接效

应，只有间接效应，即网络信息对大学生防范疫情行为的作用是通过间接产生效果，从心理学角度考虑，

则是表示大学生从网络获取信息后，先是通过影响个人的认知，并有可能还结合周围环境，得出自我判

断，最后才决定是否实施行动，研究结论与常规相一致。而负面情感维度指标的间接效应为−0.193，表

明负面情感对防范行为直到反向的控制作用，负面情感越强，则对防范行为的影响越大，从而抑制防范

行为的实施。 
总效应分析。根据系数大小排列，总效应排列依次为知觉行为控制、网络信息、防范态度、主观规范

和负面情感，通过正负号比较可知，知觉行为控制对实施防范行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网络信息、防

范态度和主观规范，而负面情感维度的总效应为负值，说明其对防范行为直到阻碍作用。结合各维度指标

可以知道，知觉行为控制主要体现个体对事件的自我应对能力测量，体现个体内心的精神状态，其具体表

现为积极的乐观态度，正因为内心的强大，从而激发实际的防范行为，积极投身预防、控制病毒的侵犯。

对防范行为直到正向促进作用的维度指标为网络信息，随着互联网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网络已成为人们

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快捷平台，通过网络了解疫情、获取疫情信息、交流防范经验，无疑将有助于大学

生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同样地，防范态度和主观规范也对实施防范行为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具体的相

关指标为对疫情的了解、人文环境的关怀、政府的有力组织防范等，这些指标均对个体直到激励作用，从

而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促进采取积极的防范行为。而负面情感的总效应为负值，表明负面情感维度指标

对行业的消极作用，具体指标包括疫情高发期每日疫情的更新、确诊、死亡等负面数据的更新，无疑加剧

个体的恐慌，从而影响了个体的积极心理，影响抗击疫情的内在信心，阻碍实施防范行为。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的研究目是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防范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TBP)，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方法采集实

证数据，表征大学生疫情防范行为的影响指标分为六个维度(共 23 个指标)：防范行为、网络信息、防范

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负面情感。经过运算得出相应结果：网络信息对防范态度、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三个维度指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负面情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防范态度、主观

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疫情防范行为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大小有所区别；负面情感对防范行为

具有负向影响；此外，还进行六大维度指标间的影响效应结果，得出各维度指标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

应和总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卫生预防、信息素养能力、灾难心理学、科学知识普及和集体主

义五个方面教育的建议，从而提高大学生正确应对传染病疫情的知识及能力。研究结论可为学校、政府

制订传染病防控措施时提供客观参考依据。 

5.2. 建议 

为了有效应对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提高大学生防范疫情的综合能力，拟提出以下建议： 
1) 高校应加强卫生预防医学教育 
在本文的知觉行为控制指标体系中，指标自信自己具有足够的医学知识应对疫情对于促进防范行为

实施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公共卫生及预防医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其是以人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8111


旷芸，梁宗经 
 

 

DOI: 10.12677/mm.2021.118111 882 现代管理 
 

应用多种定量方法研究疫病的形成及传播规律，而预防医学则是以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方法

预测疫情的发展规律，并教授预防的措施。当前，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染病的科普教育，针对不同

专业的学生，进行有效的预防医学教育，通过预防医学教育，了解疫情的内在机理，掌握预防医学的普

遍应对方法，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从而减少感染疫病的机会，与此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体

育锻炼，增强自身免疫力，为保持健康体质提供基础保障。 
2) 加强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培养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可以，互联网信息的搜索及获取对于促进防范行为的实施起到明显的促进作为，

而具备较为专业的信息搜索、信息利用能力就体现出尤为突出的问题，而信息素质教育则是信息时个人

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信息素质教育包括信息获取、信息分析和信息应用的技能教育。提高信息素首先

需要高校地利用搜索引擎进行信息的针对性挖掘，传染病疫情信息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其具有全球化特

点，因此，为了有效搜索疫情信息，大学生必须具有基本的搜索技能及较高的英语水平，因为当前很多

传染病的医疗、研究成果均是以英文作为载体发表，掌握较高水平的英语水平，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获取

更全面的疫情信息。其次，培养应用信息的能力，大学生可以将课本所学知识与网络疫情信息相结合，

进行疫情信息的进一步处理，实现疫情信息的实时化、可视化，实现资源融合及信息共享的目的。通过

系统的信息素养培养，提高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为防控疫情提供真实、客观的定量数据。 
3) 加强大学生灾难心理学教育 
研究结论中的负面情感指标对防范行为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证明大学生心理状况对最为行为产

生积极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发病迅速、传染强、恶化时间短等特点，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病

毒感染了 7 万多人，并造成 2000 多人死亡，每日不断更新的感染数字造成了民众的极大恐慌，而大学生

还外在学校求学阶段，社会阅历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为容易引起心理问题，影响身心健康，所以，

通过经历这次疫情，高校就进行灾难心理学教育，通过灾难心理学教育，了解灾难心理学内容，掌握初

步的心理救援方法。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进展，全球人流流动极为密切，加上全球气候变

化，生物界产生越来越多的不确性，全球性的传染病不断产生，比如 SARS、埃博拉以及当前的新冠肺

炎疫情，此外，还有其它的全球性的灾难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进行有效的灾难心理学教育迫在眉睫。 
4) 加强大学生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 
知觉行为控制作为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指标，其证实了个体所积累知识对于行为防范尤为重要。这

次影响巨大的新冠肺炎疫情起因即是有人食用了野生动物引起，致命病毒通过野生动物作为介体侵入人

体，引发了遍及全国的大感染，之所以有人食用野生动物，原因之一是有人认为野生动物更有营养、更

显身份尊贵。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成错误观点的原因之一即是缺乏科学知识，因此，为了有效

预防疫情，有必要不断普及科学知识，通过科普教育，使得大学生逐渐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

们自己的理念，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历代传染病的发生及传播均与野生动物有关。为了在大学生中形成

保护野生动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的思想，具体实施措施步骤是进行基础动物学科普教育，通过科普教

育了解野生动物的生长过程、营养结构等，从内在机理上了解食用野生动物的巨大健康风险，从而这行

动自觉提供内在心理基础。 
5) 加强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 
在研究结论中主观规范对防范行为实施起到促进作用，而主观规范主要包括了个体周围环境的支持，

其中就有家人的关心、同学的帮助、政府的关怀等，而人人之间的关怀、帮助即体现了集体主义的重要

性。在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涌现，无疑影响到广大大学

生的思想理念，影响大学生的世界观及价值观，所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措施可以以这次疫情阻击战作为案例，以在抗击疫情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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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作用榜样，以生动活泼的多种学习形式，阐述发扬集体主义及爱国主义的重要

性及必要性，具体实施方法是结合思想政治课程，从阻击疫情传播作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证明集

体主义并没有过时，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换发出新的内涵和形式，通过深入了解这次疫情防控，充分体

现个人发展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增加广大大学生的荣誉感及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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