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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法对黄冈市高中生关于传染病知识、态度、行为的现状进行调查，旨在了解高中

生的健康教育水平并提出改进建议。研究发现，学生在传染病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均有待提高，并从

学校、教师、学生和家庭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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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bout infectious diseases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uanggang City was investigated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iming at un-
derstanding the level of health educ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putting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students need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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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from four aspects: school, teach-
ers, students and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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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染病是由多种病原体引起的，这些病原体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等，这些病原体能够在

人与人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从而引发一系列疾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乙类法定传染病共 27 种，包括非典型肺炎、艾滋

病、梅毒、肺结核、登革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1]。在 2024 年 9 月 1 日至 30 日，全国(不含港澳台)
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589,950 例，死亡 2,321 人(不含新冠感染) [2]。 

高中生是传染病防控的重要群体，传染病暴发会影响教学秩序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如何提高高中

生传染病方面的知识、态度、行为，是当前有待解决的问题。传染病知识、态度、行为不仅是健康素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作为健康检测的重要内容[3]，因此提升高中生对传染病方面的健康教育势

在必行。 
作为《“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重要预期指标，健康素养不仅是衡量国民健康水平的关键指

标，更是推进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核心要素。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处理基本健康信息

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有益于健康的决策的能力。它不仅关乎个体的健康状况，更是整个

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研究传染病方面健康教育知识、态度、行为是以知信行健康教育理论为基础，依据理论要求，学生

首先了解了传染病相关的基础知识，比如传染病的传播途径、症状等，其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传染病

防治的信念，相信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的有效性；最后将个人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勤洗手、避免

聚集、接种疫苗等，能有效减少传染病的传播和感染风险。 
本研究通过对黄冈市四所高中的部分高中生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知识知晓情况、态度持有情况以及行

为具有情况及健康素养水平进行调查，通过分析该地区学生对于传染病防控的现状，分析其主要影响因

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旨在帮助高中生养成健康生活的理念并形成正确的行为习惯，并为传染病健康

促进提供科学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湖北省黄冈市四所高中，抽中的班级所有的学生(包括高一、高二年级选修生物的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 

2.2. 调查方法 

本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纸质版问卷于 2023 年 4 月向黄冈市的四所高中在校高中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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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调查问卷。借鉴参考文献研究制定出了《黄冈市高中生传染病健康教育知识、行为、态度现状调查》

的问卷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年龄、学校、年级等基本信息；传染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方式三个

方面。 

2.3. 数据处理及分析 

将回收的问卷进行检查，首先剔除掉伪数据然后再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和总结归纳，利用 SPSS 软件

将数据转换成便于计算机识别和统计的数字。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 

以黄冈市在校高中生为调查对象，共收回问卷 869 份，剔除伪数据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807 份，有

效问卷占比 92.29%。本次问卷中男生占比 50.31%；女生占比 49.69%；本次问卷参与高中共四所，A 高

中占比 23.92%；B 高中占比 25.4%；C 高中占比 25.90%；D 高中占比 24.78%；高一占比 49.32%；高二

占比 50.68%。通过对学生问卷中涉及量表分析的题目进行信效度分析。其效度 KMO 值为 0.848，显著性

为 0.00，其克隆巴赫系数为 0.829，表明研究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3.2. 传染病知识知晓率 

传染病知识是进行传染病健康教育的基础，本维度共设置了 8 个问题，主要调查学生对传染病方面

的知识掌握情况，通过整理和分析学生的数据，得到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rrect rate of students’ knowledg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表 1. 学生传染病知识题目正确率 

调查题目 正确率(%) 

1) 您认为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80.0 

2) 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  )之间传播的一类疾病。 82.7 

3) 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有？① 呼吸道传播 ② 消化道传染 ③ 接触传播 ④ 气溶胶传播 91.9 

4) 下列哪种行为有传染艾滋病的风险？ 71.9 

5) 对乙类传染病和病原携带者应予以(  )采取必要的治疗。 7.6 

6) 对于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方式是？ 50.4 

7) 引起传染病的病原体有哪些？① 寄生虫 ② 病毒 ③ 细菌 ④ 真菌 71.7 

8) 以下关于肺结核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79.9 

 
结合图 1 得出，学生对于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传染病的概念和健康标准的定义掌握情况相对较高，

正确率分别为 91.9%、82.7%和 80.0%，其次是肺结核的说法、传染艾滋病的行为和引起传染病的病原体

相关问题的掌握情况一般，分别是 79.9%、71.9%和 71.7%，最后是针对新冠肺炎病毒入侵细胞的方式和

对于乙类传染病和携带者应采取的治疗方式正确率偏低，分别是 50.4%和 7.6%。 
传染病知识掌握情况总体不太理想，结合高中生教育背景，大多数学校关于健康教育的形式也较为

单一，通常以课堂讲授的形式为主，缺乏实践性，但学生对偏理论知识的内容一般难以产生兴趣，因此

也会导致其学习兴趣不佳；当前针对高中的教育课程设置仍然是以应试教育为主，高中生面临着多重压

力，同时课程安排紧凑，而关于传染病知识的内容在课程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所以这一板块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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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教师在授课仅局限书本知识不加扩展，学生无法领悟其知识重要性；对于学生个人而言，重视程度

也不够，认为传染病知识不重要，认为传染病离自己很遥远，因此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家庭是孩子健康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现在很多家庭忽视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注意力更多的在孩子

的学习成绩方面。 
 

 
Figure 1. Students’ correct rate of infectious disease knowledge 
图 1. 学生传染病知识正确率 

3.3. 传染病相关态度 

个体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个体的动机，从而来指导个体的行为[4]。本维度主要调查学生对

传染病方面的态度情况，通过整理和分析学生的数据，得到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urvey of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fectious diseases 
表 2. 学生传染病态度调查情况 

题目 完全不同意 
(%) 

比较不同意 
(%) 

不确定 
(%) 

比较同意 
(%) 

完全同意 
(%) 

9) 您希望在生物课堂中学习有关健康的知识。 4.3 8.1 8.6 34.3 44.7 

10) 您是否认为在聚餐时应该使用公筷、公勺。 5.8 9.4 14.9 35.4 34.4 

11) 您是否认为房间应该经常通风消毒。 3.1 10.5 12.8 29.9 43.7 

12) 我对未经科学验证的小偏方，不会盲目跟风或实践。 13.8 11.4 29.7 26.5 18.6 

13) 您是否认为应该每年体检？ 8.2 4.0 11.0 28.0 48.8 

14) 您会主动向身边家人朋友宣传传染病类卫生健康的知识。 9.2 4.8 23.8 30.7 31.5 

15) 您是否认为家里应该备常用的药和医疗用品。 5.2 12.1 24.3 29.2 29.1 

16) 您对接种疫苗持怎样的态度。 3.6 15.7 31.2 24.5 24.9 

 
由表 2 和图 2 所知，有 79.0%的学生希望在生物课堂中学习传染病有关的健康知识，有 62.2%的学

生会主动向家人或朋友宣传传染病方面的卫生健康知识，同时有 45.1%的学生对于一些未经证实的偏方

不会盲目进行跟风和实践，说明传染病卫生健康知识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情况较多。关于是否应该每年

体检，有 76.8%的学生是支持的。对于疫苗的持有态度这一栏，持中立态度的最高，有 31.2%，且持否定

态度的也有 19.3%之多，这说明学生在疫苗方面的知识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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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高中生传染病持有的态度调查进行分析，学生具备以上态度的因素主要有自身认知不足，由

于高中生大部分的知识来源于课堂和教材，对传染病的实际危害、预防措施等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同时，

高中生正处于叛逆期，容易对权威产生抵触，因此当学校或政府部门强调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性时，部分

学生可能会反其道而行，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家庭环境也是影响高中生健康态度的因素之一，家庭是

高中生价值观、态度的重要场所，如果家长对传染病防控不重视或者存在不良卫生习惯，也将会直接影

响孩子的态度。 
 

 
Figure 2. Surve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fectious diseases 
图 2. 学生传染病态度现状调查情况 

3.4. 传染病相关行为 

学生的行为表现是传染病健康教育现状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学生有关传染病行为的了解可以直观地

体现学生传染病知识的教育现状。本维度共设置了 8 道题，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urvey of students’ behavior of infectious diseases 
表 3. 学生传染病行为调查情况 

调查题目 从不(%) 很少(%) 偶尔(%) 经常(%) 每天(%) 

17) 您的生物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到健康知识。 7.9 38.0 33.6 14.0 6.4 

18) 您锻炼身体(30 min 以上)的频次是(  )。 21.8 38.3 20.2 15.6 4.1 

19) 当天换的衣服会在当天洗。 4.0 12.3 24.4 31.2 28.1 

20) 您在生病时会选择立刻就医。 12.4 20.1 40.6 14.9 12.0 

21) 您在服用药品前，会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 4.6 28.5 23.4 26.3 17.2 

22) 您每天的睡眠时间能保证在 8 个小时左右。 75.0 11.9 3.0 5.3 4.8 

23) 您在饭前便后会洗手。 6.1 3.2 9.3 44.4 37.1 

24) 洗手时，您会使用七步洗手法。 25.5 26.3 33.0 9.0 6.2 

 
针对传染病的相关行为调查，由表 3 和图 3 可知学生在患有疾病服用药物时，阅读药品说明书的频

率不高，认真阅读说明书后再吃药的频率只占 17.2%，而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依据病情，选择性去看有些

药品的说明书；在对待生病时的处理方式方面，有 12.0%的人选择立即就医，而有 12.4%的人选择不做任

何处理，打算自己扛过去；在饭前便后洗手方面，有 37.1 的学生能保证每次都能这样做；同时在洗手时

是否采用七步洗手法这一方法时，每天都使用了此方法的学生仅占总调查人数的 6.2%；学生在对于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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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方面，能达到每天锻炼 30 min 以上的仅占总调查人数的 4.1%；对于当天换的衣服是否会当天洗时，

也只 28.84%的学生能做到；最后对生物教师在生物课堂上讲健康知识的频率进行调查，发现仅有 6.4%的

生物教师在课堂上能做到相对频繁地讲授健康知识。 
 

 
Figure 3. Surve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students’ behavior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图 3. 学生传染病行为现状调查情况 

 
高中生作为社会中特殊的一个群体，正是成长和学习的关键期。总的来说，其行为习惯对健康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黄冈市高中生传染病健康行为现状的原因，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点影响因素。

首先部分学校管理不到位，学校作为学生主要的活动场所，其管理措施对预防疾病至关重要，但部分学

校在疾病防控方面还有待加强；高中生学业压力大，而学生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免疫力相对较低下，

易感染疾病，再加上部分学生还没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更容易造成传染病的发生；当然家庭教

育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部分家长对于孩子的卫生习惯关注度不够，未能

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甚至有些家长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良的卫生习惯，对孩子还造成了负面影响。 

4. 讨论及建议 

通过对高中生传染病知识、态度、行为的现状调查，发现当前黄冈地区高中生健康教育知识、态度、

行为还有待增强。传染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其防控离不开对其相关知识的掌握、正确的态

度以及健康行为的落实。知识是基础，为行为的产生提供支撑，态度是媒体中介，决定着能否将知识转

化为行为，而行为则是最终的目的，是知识、态度在实践中的具体显现。因此，知识、态度、行为三者互

为因果，共同影响着传染病防控的效果。 
高中生在知识、态度、行为方面的改善离不开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家庭的共同努力，笔者从以下

几个维度提出建议，提高学生传染病领域知识的认知，预防疾病，健康生活。 
学校首先要建立健全的有关传染病健康教育的教育体系，制定出详细的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确保

教育效果；其次要加强校园的卫生管理，定期清洁校园，保持教室、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的卫生安全，

减少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最后要与家长保持紧密联系，时刻关注学生的健康状况，形成良好的氛围。 
教师首先要接受相关的健康教育培训，了解常见传染病的知识，以便于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其次

教师要普及传染病知识，将所学习的传染病健康知识以课堂教学或专题讲座的形式渗透进日常的教学中；

最后针对传染病可能带来的心理压力，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传染病，营造积极向上

的氛围。 
学生首先要学习传染病等疾病的相关知识，常见传染病的症状、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做到有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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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其次要了解和接种必要的疫苗，如果身体发生不适或者出现传染病的症状，应该立即就医；最后要

结合自身体质，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从而提高身体素质，有助于抵抗传染病。 
家长首先主动学习传染病的相关知识，并与孩子进行分享和交流，从而提升家庭的整体健康意识；

其次营造健康的环境对于提升生活质量和促进家庭成员的健康至关重要，保持家庭环境的清洁和通风是

其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定期消毒，减少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最后应该积极支持学校开展的关于传染病的

健康教育活动，与学校共同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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