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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ctual learning achievements of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knowledge education on common infec-
tious diseas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800 selected students. Results: Students with knowledge education 
are more efficient in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Conclusion: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carry out knowledge education on common infectious diseases for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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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中职院校学生针对常见传染病知识教育的实际学习成果进行分析。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所选取的 800 名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经过知识教育的学生对于传染病的理解以及预防都更加高效。结论：所以针对中职院校学生开展
常见传染病知识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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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中职院校来讲，因为校园内部人群的分布比较密集，

相互之间所产生接触的频率要更高，所以一些常见传染病在中

职院校内部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学校本身针对这些常见传

染病的防治工作的相关制度虽然有制定，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落

实，所以导致常见传染病防治工作非常的薄弱，学生针对常见

传染病的了解程度也并不充分，在常见传染病爆发时，没有及

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所以，针对中职院校学生进行常

见传染病防治知识教育与宣导对于中职院校本身的教学工作开

展以及卫生安全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某中职院校各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各年级所

有班级当中随机选取 20 个班级作为研究对象，然后每个班级

在随机选取 40 名学生所得研究对象共 800 名。将这 800 名学

生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观察组，另外一组为对照组。

800 名研究对象当中，其中有男性 430 名，女性 370 名，两组

研究对象在一般情况中并无显著性差异，因此具有研究意义。

2.2 研究方法

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常见传染病知识教育效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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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所选择的 800 名研究对象接受知识干预之前要进行一

次问卷调查，只对这 800 名学生近一个月之内常见传染病的

出现情况，如对腹泻以及呕吐等进行调查，然后再进行调查

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设计过程中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对常见

传染病传染以及传播和感染方式的了解。可以总结为两个部分；

第 1 个部分是常见传染病的基本知识知晓情况；第 2 部分则是

被调查对象本身的卫生习惯，每一部分的实际调查分数均为满

分 100 分。第 1 部分设计过程中主要的常见传染病，包括肺结

核，肝炎以及流行性感冒等。第 2 部分设计过程中，主要内容

包括被调查对象本身的卫生习惯以及针对常见传染病的防治态

度，如是否在饭前便后进行洗手，同时是否接种相关常见传染

病疫苗。调查问卷在设计发放以及回收过程中，都由专人进行

监督和实际操作，学生在进行调查问卷的填写时也是匿名完成

的，填写完成之后需要当场回收所有调查文件 [1]。

健康知识干预执行方式是通过发放宣传册以及动画演示

和游戏互动等方式来进行，持续时间为一个月，干预对象为

观察组的 400 名学生。对照组学生则并不进行任何的传染病

知识教育，一个月健康教育结束之后，再一次对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同时对一个月后学生本身是否出现常见传染病的情

况进行数据统计。

2.3 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调查问卷涉及科学而且合理，需要征求相关专

家的意见，同时对与此次调查有关的相关文献进行充分的阅

读，在此基础之上来进行右转文件的制定。人员制定结束之后，

需要将调查问卷发放给相关专家来进行审阅，保证没有问题

之后才可以进行发放。而进行调查问卷作业的工作人员本身

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同时所有回收的文件都需要进行再一

次的核对和检查，确保所有回收调查问卷都具有真实性 [2]。

2.4 统计学分析

调查问卷回收统计之后，将相关数据通过计算机进行

输入以及分析，分析过程中使用 spss 专业统计学分析软件来

完成。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分析

一般情况下，主要是针对两组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

健康状况和年级分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经过比对之后，

发现两组学生在一般情况上的分布比较，均衡差异并没有统

计学意义，所以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使用并且具有可比性。

3.2 健康教育前后指标对比

首先是与常见传染病有关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在接受健

康教育之前，观察组研究对象与对照组研究对象分别在健康

知识知晓率的情况上，所得得分数值为 70.5 分和 71 分。所

以，在接受健康教育之前，两组研究对象在健康知识知晓率

的情况上，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接受健康

教育之后，观察组研究对象针对健康知识知晓率的情况得分

为 98.5 分，对照组研究对象所得分数为 78.3 分。两组研究对

象在常见传染病知识知晓率情况上所得分数差异，拥有统计

学意义（p<0.01）。

其次是学生本身的卫生习惯改善情况。在接受健康教育

干预之前，观察组研究对象与对照的研究对象在该指标的调

查过程中，得分分别为 69.5 分和 71 分，所得分数数值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在接受常见传染病健康教育干预之后，

观察组研究对象的得分数值为 99.7 分，而对照组的对象的得

分数值为 77.5 分，在接受健康知识干预前后所得数值上，两

组患者分数所具有的差异拥有统计学意义。

最后是研究对象干预前后出现传染病的几率对比。观察

组研究对象在干预前后出现腹泻的几率分别为 4.5% 和 1.3%，

对照组研究对象在干预前后出现腹泻的几率为 4.3% 和 3.5%。

在健康干预前后，两组研究对象所拥有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4 讨论

4.1 常见传染病健康教育干预的重要性

因为对于高职院校本身来讲，在校园内部所聚集的青少

年，其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所以自身针对健康问题的重视

程度并不高，同时积极主动对流行病知识进行了解的兴趣又

很低，所以在中职院校内部传染病本身的爆发以及流行几率

都相比较来讲要更高。在近些年来，尤其是随着社会环境的

变化，中职院校内部出现传染病疫情和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

件，频率越来越高，对于校园的正常运行秩序以及学生的身

体以及心理健康来讲穿上了会长不利的影响。传染病在传播

的过程中，需要拥有三个要素来辅助其完成整个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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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传染源以及传播途径和易感染人群。而对于中校的学

生群体来讲，其本身属于非常密集的传染源，同时受限于学

校的环境以及覆盖范围限制，传播途径也变得更短。此外，

学生本身因为尚处于发展阶段，所以自身的免疫力都没有达

到最高程度，在传染病出现的过程中，受感染的几率相比较

与其他人群有更高。因此，对于中职院校本身的工作以及安

全来讲，对于常见传染病进行处理时，需要通过切断传播途

径的方式来完成。而中日元宵内部本身常见传染病出现几率

更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职院校内部学生群体针对

常见传染病本身的认识程度并不高，所以在日常生活与学习

过程中针对传染病的防治手段并不多 [3]。

4.2 常见传染病健康教育的实施

本文所论述内容，主要就是对接受过常年转让病健康教

育后的学生群体，其本身在了解肠镜传染病以及防治传染病

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在经过健康教育之

后，针对健康教育前后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学生

本身针对传染病的相关知识了解情况要更高，同时卫生习惯

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在接受教育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出现腹

泻等常见传染病的几率大大降低。健康教育本身进行宣导的

目的是为了能够从源头上对常见传染病发生几率进行降低，

而经过健康教育之后，相关数据显示传染病的发生几率明显

降低。而对照组患者本身虽然未经受健康教育，但是在一个

月之后，其本身对常见传染病健康知识了解程度以及卫生习

惯都有所改善，而且腹泻的发生几率也有所下降。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受过健康教育干预的学

生，在与这些未经健康教育干学生进行私下交流过程中互相

影响，所以导致对照组学生其本身针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以

及卫生习惯等均有所改善 [4]。相比较于直接进行观察来讲，

这种通过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所产生的效果，是对健康知识教

育重要性进行体现的主要形式。

4.3 健康知识教育宣导途径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健康教育知识，在中职院校学生内

部群体当中进行宣导，同时提升常见传染病的防控效果，需要

在以下 4 方面加强注意。首先，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

病疫情检查，信息报告管理办法要严格落实并执行，同时对于

中国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当中相关规定要在学生群体内部进行

有效宣导，并使学生群体能够认真牢记在实际生活以及学习过

程中进行应用。其次，对于学生上课期间出现缺课的情况，要

树立以及建立报告制度，如果学生因病缺钱，有对学生出现病

情的原因进行追查，如果是一些具有传染性的疫情以及疾病，

要及早发现并及早治疗报告。再次，进行免疫接种制度的完善。

当出现传染性疫情时，要警告学生在疫情高峰期加强就餐安全

的注意程度，同时避免出现大型集会活动。学校本身就学生个

人卫生工作要加强监督以及检查新生入学阶段，要做好体检工

作，从而为今后的卫生环境保持树立良好典范以及基础，在学

生学习以及生活过程中要定期或者是不定期开展饮食卫生安全

检查以及个人卫生检查和宿舍卫生检查。最后，建立常态的传

染病处理机制。因为对于常见传染病来讲，其本身并不可能被

完全根治，所以只要学校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那么针对常见

传染病的预防以及防控工作就不能够停止，所以要建立常态化

的健康教育宣导制度，同时针对常见传染病的预防以及防控要

制定相应的措施 [5]。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中职院校发展来讲，常见传染病的存在

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能够从源头上对该问题进行有效的控制，

所以在中职院校学生接受教育期间加强传染病知识教育工作，

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措施，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对常见传染病的

预防以及防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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