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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requires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increasing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efforts, and improving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In 2023,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a notice on carrying out the second batch of national 
school emergency education pilot work, promoting the provision of emergency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n campus, strengthening 
emergency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skill training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self rescue and mutual 
rescue capabilities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 I conduct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path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pilot schools 
for emergenc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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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中分别提出实施“健康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战略。战略要求加强健康教育，
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
的通知》，推动在校园内配备急救设施设备，加强教职工、学生急救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有效提升全人群自救互救的能
力。本人从健康中国战略背景的角度，对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建设的路径与实践进行研究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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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各种意外伤害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中国应急救

护技能普及率仅为 2%，民众对急救技能需求迫切；校园是

人群密集地、意外伤害发生的高发地，而掌握应急救护技能

的师生数量较少。教育部 2021 年遴选的 201 所和 2023 年计

划遴选的 1000 所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大多为非医药卫生类学

校，学校对于如何开展建设急救教育存在困惑。

2 调研背景

2.1 中职学校开展区域急救培训的政策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也必须

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完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明确指出：“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次将生命教育放入国家教育发展规

划中，并正式提出：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和

可持续发展教育。

教育部办公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发布《关于

进一步推进学校应急救护工作的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学校

应急救护工作。深入开展学校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救护技能

培训、救护设施配置、救护服务阵地建设等工作。扎实推进

学生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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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急救培训现状
国外开展急救培训较早，急救培训主要侧重于第一目

击者。美国心脏协会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提倡在公众

中普及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针对公众、司机及其他职业者

开设现场急救知识学习课程，内容包括评估创伤及疾病、维

持大脑供血和控制出血，为患者提供基础生命支持的方法和

技能，并通过考核进行资格认证。美国现已培训了约 7000
万“第一目击者”。 

英国强调对公民和警察进行急救知识的教育，力求全

民都具备一定急救技能，凡从事抢救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受过

12 周的专业培训，同时医疗保健研究发展对普通人和专业

人员进行资格认定和授权，设立由志愿者组成的社区急救方

案，为居民提供拯救生命的急救直至救护车到达。

2.3 国内急救培训现状
中国的卫生救护培训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近年

来，国家对公众现场急救知识培训越来越重视。2008 年，卫

生部将掌握现场急救知识列为公民健康素养之一，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的行动目标之一是到2022年和2030年，

提倡个人要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掌握必备的健康技

能，积极参加逃生与急救培训，学会基本逃生技能与急救技

能；2020 年 9 月，卫生健康委等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提升公众急救技能。

各地要建立辖区公众急救培训管理体系，制定培训计划，统

一培训内容，整合急救中心、红十字会、公立医院及社会化

培训机构等多方力量，开展针对社会公众的心肺复苏等基本

急救技能培训。探索将急救常识和基本急救技能培训内容纳

入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公共交通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

在岗培训。积极开展中小学急救常识普及，推广高中生、大

学生基本急救技能培训，有效提升全人群自救互救能力 [1]。

目前，中国群众自救互救知识技能培训的主要力量以

红十字会为主，协同各地医院的急救中心，不定期开展公众

自救互救知识技能培训。已率先在一些发达城市对警察、消

防、保安等重点人群开展公众急救培训。培训内容以止血、

包扎、固定、搬运、心肺复苏为主，取得了一定成效。

3 调研设计

3.1 调研对象
本次主要从公众急救教育需求与现状（2143 份问卷），

区域政府机构（教委、卫计委）、红会、急救中心开展急救

教育活动现状（47 份问卷），学校开展急救教育的需求与

现状（105 份问卷）等方面进行调研。共收回问卷全市居民、

学生等 2295 人。

3.2 调研范围
①了解公众急救教育需求与现状；②了解区域政府机

构（教委、卫计委）、红会、急救中心开展急救教育活动现状；

③了解学校开展急救教育的需求与现状。

3.3 调研方法
成立调研工作小组，明确调研要求、研讨调研标准、

调研对象等相关信息、制定调研工作方案，依托问卷星制定

调研问卷，遵循随机化和样本适当的原则，运用问卷调研法

开展调研。通过调研数据的汇总分析，调研数据材料真实可

信。数据整理分析采用 Excel、Word 等办公软件信息录入，

问卷星平台统计处理。

3.3.1 文献研究法
收集整理国务院、教育部、卫健委等网站对急救培训

的相关政策，通过万方、CNKI、维普等中文及外文数据库

检索近几年有关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师

资队伍建设等相关文献研究。调研组将收集到的文件、文献

分类，并进行归纳分析。

3.3.2 问卷调研法
自行编制调研问卷并开展调研。通过问卷的形式全面

了解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建设的现状以及民众对急救培训内

容的需求、培训方法的建议和意见。问卷调研能够更全面、

客观地了解相关情况。

4 调研结果分析

广泛调研能够了解公众急救教育需求与现状，区域政

府机构（教委、卫计委）、红会、急救中心开展急救教育活

动现状，学校开展急救教育的需求与现状等方面，分析、总

结、发现问题，探索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区域急救的路径和方

法，制定当前中职学校开展区域急救的策略。

4.1 公众急救教育需求与现状
4.1.1 问卷调查情况

通过文献回顾，自行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

三部分，一是一般资料；二是公众急救知识受教育现状；三

是公众对急救教育的需求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的对象

是各年龄段人群，不局限于学生。发放问卷 2143 份，回收

2143 份，有效数量为 2143 份，回收比率 100%。

4.1.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①一般资料。被调查者中，年龄以 11-18 岁以及 40 岁

以上人群居多。文化程度高中最多，占 48.44%；大学或以

上最少，占 8.63%。95.94% 的人群认为急救的实施者不只

是医护人员、消防人员和警察，只要知道准确的急救知识和

技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急救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②公众急救知识受教育现状调查。63.37% 的人群通过学校

普及接受过急救教育，10.59% 的人群从未接受过急救教育。

98% 以上的人群认为非常有必要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支持

普及急救教育的同时认为要在中小学课堂上讲解基本的急救

知识。③需求情况。公众现有急救知识和技能的主要获取途

径有学校教育、父母教育、电视网络、社区宣传、专题培训

和日常与人相互交流，其中最常用的 3 种途径是通过学校教

育、父母教育和电视网络。被调查者中愿意参加有关急救措

施教育活动的为 89.87%，不愿意的为 0.51%。④讨论。第一，

公众急救培训有待普及提高。随着社会发展和不断进步，中

国公民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情况正逐渐得到各地方政府的

重视和关注，普及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第二，公众急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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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待立体满足。公众获取急救知识的途径相对单一，对于

不同年龄、职业、背景和文化程度的市民，他们的需求也各

不相同，而一般的培训不可能同时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2]。

4.2 区域政府机构（教委、卫计委）、红会、急救
中心开展急救教育活动现状
4.2.1 问卷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47 份，回收 47 份，有效数量为 47 份，

回收比率 100%。

4.2.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对区域 40 余个区域政府机构（教委、卫计委）、

红会、急救中心单位开展了调研，结果如下：

100% 的单位都认为需要对区域的普通大众开展急救培

训。86% 的单位开展（或提供）过急救培训（或教育）。8%
的单位平均每个月开展一次急救教育，25% 的单位平均每

三个月开展一次急救教育，45% 的单位平均每半年开展一

次急救教育，22% 的单位开展急救教育时间不定。

38% 的单位有自己的专业的急救培训（教育）师资，62%
的单位与红会、卫健委或者急救中心合作开展急救教育。80%
以上的有急救培训师资的单位会每年派师资参加一次培训学习。

55% 的单位采用线下培训的方式，25% 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培训方式，20% 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培训。

4.2.3 讨论
通过调研发现，区域急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仍然存在问题制约着培训工作的开展。

①急救培训局面尚未打开。急救培训工作重要但受重

视程度不够、宣传不够、群众意识不强，大众认可支持率低，

因此目前培训对象还主要集中在学生、单位职工、司机，还

应加强对社区人员和乡村未就业人员的急救教育，做到真正

地普及大众。②培训条件差。目前大部分急救培训单位的培

训设备缺乏且自身建设薄弱，没有专门的培训场地，影响培

训工作的全面普及开展。③师资队伍紧缺。大部分的单位开

展急救培训没有自己独立的师资，而是与红会、卫健委或者

急救中心合作，这些培训师资本职工作忙碌，导致不能或者

不愿意参加固定授课。

4.3 学校开展急救教育的需求与现状
4.3.1 问卷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105 份，回收 105 份，有效数量为

105 份，回收比率 100%。

4.3.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对区域 100 余所学校开展了调研，结果如下：

84% 的来自中小学，16% 的调查问卷来自高等院校。其

中参与调研 77% 的院校属于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77% 的

认为学校师生非常需要接受急救教育。急救教育宣传报道的

渠道主要通过学习强国中的学校急救教育专栏、学校内部等。

针对哪些人群开展急救教育的问题上，95% 的选择了

学生，80% 的选择了教职员工。75% 的人选择了家长。

4.3.3 讨论
通过调研发现，学校急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仍然存在问题制约着培训工作的开展。

①培训条件不均衡。目前大部分学校的培训设备相对

比较完善，也有相应的培训场地，但仍有 17% 的学校没有

相应的急救教育基地，缺少相应的急救设备。②急救教育重

视程度不够。急救培训工作重要但受重视程度不够、宣传不

够，仅有 67% 的学校领导对急救教育非常重视。认为自己

学校的急救教育效果比较好的也仅占 69%。③培训质量有

待提高。培训主要采取理论讲解、播放视频，实际操作练习

的方式授课考核，缺乏案例实教和针对性，形式和内容单一。

仅有 65% 的人认为急救教育非常受欢迎 [3]。

5 存在的问题

①公众急救知识重要性的认知或运用不够。

大部分群众学习急救知识意识淡薄，对黄金救援时间

等知识缺乏了解。而参加过普及性培训的群众，或缺乏实操

自信，或担心承担后果，或缺乏救死扶伤的精神和责任感。

②急救教育育人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该项工作的有效性及持续性上还存在不足，比

如急救教育培训缺乏固定培训机构、统一培训模式以及标准

化培训教材，培训频次、培训质量难以保证，持证学员考核

以及复训体系还不成熟。

6 对策与建议

6.1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增强急救意识
①多渠道普及急救自救互救知识。可通过多样化的宣传

途径，如电视广播、公益广告、社区定期组织宣传活动、短

信推送以及加大宣传力度等，提高民众对烫伤、摔倒等不会

直接威胁生命的突发事件对健康的影响的认识。另外需普及，

任何人都需要学习急救知识，做到自救互救，提高院前急救

的成功率。 ②开展应急演练、技能大赛等活动。通过开展各

个系统内、系统间技能大赛，大型救援日主题活动等一系列

措施扩大急救知识在普通群众的知晓率，同时加大对这类活

动的宣传，营造“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的热烈氛围。

6.2 加快构建专业急救培训体系，制定急救培训规划
①进社区。依托红十字会以及急救中心专业师资力量，

进社区开展长期针对性培训。建立“第一响应人”培训制度，

优先组织社区医护人员、骨干社工等参加救护培训并获取资格

证书，进一步以点带面，逐步组建起社区应急救护志愿者队伍。

②进校园。建议我市在中小学校组织长期开展急救知识课程，

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开展应急救护讲座、公共选修课、专业必

修课等多元培训方式，提升青少年应急救护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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