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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醫改與學校健康教育



个人简介

• 1984.7:医疗系本科毕业，

• 1984—1986:专科学校社会医学教学

• 1986—1989: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

• 1989—1992:担任白求恩医科大学预防医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

社会医学讲师

• 1992.8-1993.8:公派赴日本北里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教研室

研修公共卫生、健康管理

• 1993.9-2002.1:珠海市健康教育所 健康教育副主任医师

• 2002.2-2009.3:珠海市卫生学校副校长、健康教育、社会医

学高级讲师、主任医师

• 2009.3-现在: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健康教育主

任医师



社会兼职

• 1、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教育学会

职业教育分会副理事长

• 2、广东省肝病学会疾病预防专业委员

会常委

• 3、珠海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 4、珠海市预防医学会理事



關於健康教育與學校健康教育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國务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务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务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务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

（（（（1997199719971997）：）：）：）：

健康教育是公民素質教育

的主要內容，要十分重視健康

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健

康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



地位

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是：

1、全民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

2、是解決當代社會主要公共衛生問題的

重要手段；

3、是“21世紀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目標的

戰略性策略。。。。

—國家衛生部國家衛生部國家衛生部國家衛生部《《《《全國健康教育與健康促进全國健康教育與健康促进全國健康教育與健康促进全國健康教育與健康促进

工作規劃綱要工作規劃綱要工作規劃綱要工作規劃綱要》》》》 (2005－－－－2010年年年年)



《全國健康教育與健康促进工作規劃綱要》

• 關於學校健康教育與健康促进：

• 按照《學校衛生工作條例》要求及相关規定，城

鄉各類學校開設健康教育課，開展多種形式的健

康教育活動，加強健康行為養成教育，重點做好

心理健康、控制吸煙、環境保護、遠離毒品、預

防艾滋病、意外傷害等健康教育工作。

• 在各類學校中開展健康促进學校創建活動。

• 至2010年，中、小學生健康知識知曉率城市、農

村分别達到90%、80%；中、小學生健康行為形成

率城市、農村分别达到70%、60%。



健康教育的“三字經三字經三字經三字經”

•知：知識

•信：信念

•行：行為

——學校健康教育最终要解決的根本问题



新醫改：關於健康教育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加强健康促进與教育。醫療衛生機

構、學校、社區、企業等要大力開展

健康教育，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加强健

康、醫藥衛生知識的傳播，倡導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促進公眾合理營養，提

高群眾的健康意識和自我保健能力。



學校健康教育是健康教育的學校健康教育是健康教育的學校健康教育是健康教育的學校健康教育是健康教育的

重要組成部份重要組成部份重要組成部份重要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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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醫改加强健康促进與教育：

• 機遇：體現預防為主的方針，把健

康教育①納入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體

系建設；②把健康教育關口前移到

健康促進；③解決群體預防、公民

整體健康素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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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全面加全面加全面加强强强强公共衛生服公共衛生服公共衛生服公共衛生服务务务务體系建體系建體系建體系建设设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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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 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建立居民健康檔案

•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 預防接種預防接種預防接種預防接種

• 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

• 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

• 糖尿病等慢性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糖尿病等慢性病

• 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

• 兒童保健兒童保健兒童保健兒童保健

• 孕產婦保健孕產婦保健孕產婦保健孕產婦保健

• 老年人保健老年人保健老年人保健老年人保健



學校健康教育

國家教育部和衛生部聯合頒佈的《學校

衛生工作條例》規定:學校應當把健康教育

納入教學計劃，普通中小學必須開設健康

教育課。

（（（（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０年年年年４４４４月月月月２５２５２５２５日國务院批准日國务院批准日國务院批准日國务院批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０年年年年６６６６月月月月４４４４日國家教育委员会令第日國家教育委员会令第日國家教育委员会令第日國家教育委员会令第１０１０１０１０号号号号

衛生部令第衛生部令第衛生部令第衛生部令第１１１１号发布号发布号发布号发布））））

——健康教育在學校的地位健康教育在學校的地位健康教育在學校的地位健康教育在學校的地位



學校健康教育與素質教育的關係

健康教育與素質教育有密

切關係，它不僅有助於各種教

育的發展，而且也滲透在各種

教育之中，成為全面發展教育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概念的引入：健康促进學校

• 20世纪80年代國际上有人提出健康促进學校的概念。

• WHO20世纪90年代：倡导學校健康教育工作的新模

式——“健康促进學校”，并在欧洲若干國家试点。

• 1992年建立了欧洲健康促进學校网络，現有500余

所。

• WHO西太区開始推动此项工作，95年在我國启动。

• 2000年珠海開始创建，2002年两所學校挂牌。

















• 《學校健康促进發展纲要》規定：

• 學校经过實施學校健康促进规划一年的过

程，达到第一年考核標準的授予铜獎。

• 在取得铜獎基礎上，再经过一年的實施过

程，并达到第二年考核標準的，應授予银獎。

• 再取得银獎的基礎上，再经过一年的實施过

程，达到第三年考评標準，并支持另一所學

校成为健康促进學校，應授予金獎。

WHO健康促进學校验收標準



《中國健康促进學校管理方法》

中國健康促进學校创建活動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有关框架的規定和

要求，在衛生部和教育部的统一領

導下開展工作。

• —2004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由世界衛生組織健康教育和健康促

进合作中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健

康教育所作为開展健康促进學校创建

工作的國家級管理和指导機構，負責

协调世界衛生組織、衛生部和教育部

以及各省市区衛生和教育部門等組織

和部門共同開展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健康教育

所承担本省市区的健康促进學校创

建的管理职责，在当地衛生行政部

門領導下，帮助教育行政部門開展

工作。



學校作为创建健康促进學校活

動的基本单位，應成立由校領導、

骨干教师、學生家长和社區代表等

共同参與的學校创建活動領導小

组，負責本校创建活動的計劃、實

施和評價。



在開始创建后1年可以申报铜獎；获得铜獎1年

后，可申报银獎；获得银獎1年后，可申报金獎。

获得铜獎和银獎的學校如果没有继续申报高一級獎

勵，当地主管部門要在授獎两年后進行复查，如果

退步、不足以达到该獎勵的最低標準时，授獎部門

必须撤消獎勵，摘去獎牌。对获得金獎的學校也要

由当地健康教育機構会同教育和衛生部門每两年組

織一次复查，國家級管理機構将采取抽查方式進行

复查。如果學校在获得獎勵后没能保持，则按以上

原則進行降低獎勵或摘牌的处理。



在總結我國進8年来创建健康

促进學校的經驗和过去試行的健康

促进學校標準的基礎上，根據我國

的具體情況，以全面、簡便和可操

作性强为原則修訂出我國的“健康

促进學校”的十大目標和評估指標

體系。



國家級評估程序：

1）省級評估单位向國家級專家组汇报自查

結果，并提供资料。

2）國家級專家组通過查阅申报學校的资料、

省級評估結果资料、考察現场环境、組織教职

工和學生座談、問卷調查等方法進行評估。

3）根據綜合評估結果和记分情況，專家组

進行討論，决定是否授獎。

各省、市應掌握本省健康促进學校名单，

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备案并進

行动态管理。



學校健康教育



• 教育部關於印发教育部關於印发教育部關於印发教育部關於印发《《《《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 教體艺教體艺教體艺教體艺[2008]12号号号号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指导纲要》背景

为贯彻落實《中共中央國务院關於加强

青少年體育增强青少年體质的意见》（中

发〔2007〕7号）对健康教育提出的工作要

求，进一步加强學校健康教育工作，培养

學生的健康意識與公共衛生意識，掌握健

康知識和技能，促进學生养成健康的行為

和生活方式,依据《中國公民健康素养-基

本知識與技能（試行）》及新時期學校健

康教育的需求，特制定本纲要。



关键点

健康教育是以促进健康为核心的教

育。通過有計劃地開展學校健康教

育，培养學生的健康意識與公共衛生

意識，掌握必要的健康知識和技能，

促进學生自觉地采纳和保持有益于健

康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减少或消除影

响健康的危險因素，为一生的健康奠

定坚實的基礎。



學校健康教育要把培养青少

年的健康意識，提高學生的健

康素質作为根本的出發点，注

重實用性和實效性。



五项原則

• 1、坚持健康知識传授與健康技能传授

并重原則；

• 2、健康知識和技能传授呈螺旋式递进

原則；

• 3、健康知識传授、健康意識與健康行

為（知、信、行）形成相统一原則；

• 4、总體要求與地方實际相結合原則；

• 5、健康教育理论知識和學生生活實际

相結合原則。



中小學健康教育五个领域

• 健康行為與生活方式

• 疾病預防

• 心理健康

• 生长发育與青春期保健

• 安全應急與避险。



實施途徑及保障機制實施途徑及保障機制實施途徑及保障機制實施途徑及保障機制

• （一）課程：

• 1、學校要通過學科教學和班会、团会、校会、

升旗儀式、专题讲座、墙报、板报等多種宣

传教育形式開展健康教育。

• 2、學科教學每學期應安排6-7課时，主要载

體課程为《體育與健康》，健康教育教學課

时安排可有一定靈活性，如遇在下雨（雪）

或高温（严寒）等不适宜户外體育教學的天

气时可安排健康教育課。



• 3、另外，小學阶段还應與《品德與生

活》《品德與社会》等學科的教學内

容結合，中學阶段應與《生物》等學

科教學有機結合。对无法在《體育與

健康》等相关課程中渗透的健康教育

内容，可以利用綜合實踐活動和地方

課程的時間，采用多種形式，向學生

传授健康知識和技能。



（二）師資队伍

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要重视健康教育師

資建设，把健康教育師資培训列入在职教师继续

教育的培训系列和教师校本培训計劃，分层次開

展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教师開展健康教育的水平。

中小學健康教育師資以現有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

和體育教师为基礎。要重视健康教育教學研究工

作，各級教研部門要把健康教育教學研究纳入教

研工作計劃，针对不同學段學生特点，開展以知

識传播與技能培养相結合的教學研究工作。



（三）教學資源

各地應加强教學資源建设，积

极開发健康教育的教學課件、教學

图文资料、音像制品等教學資源，

增强健康教育實施效果。



充分利用現有資源

健康是一个廣泛的概念，涉及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學校健康教育體現在教

育过程的各个環節，各地在組織實施过

程中，要注意健康教育與其他相关教

育，如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有機結

合，把課堂内教學與課堂外教學活動結

合起来，发挥整體教育效應。



（四）健康教育的評價和督导

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将健康教

育實施过程與健康教育實施效果作为評價

重点。評價的重点包括學生健康意識的建

立、基本知識和技能的掌握和衛生习惯、

健康行為的形成，以及學校对健康教育課

程（活動）的安排、必要的資源配置、實

施情況以及實际效果。各地教育行政部門

應将學校實施健康教育情況列入學校督导

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



學校健康教育是學校教育的一部

分，學校管理者應以大健康觀为指

导，全面、统筹思考學校的健康教育

工作，應将健康教育教學、健康环境

创设、健康服务提供有機結合，为學

生践行健康行為提供支持，以實現促

进學生健康發展的目標。



珠海市學校健康教育工作沿革



80年代末起的重点工作:

• 以幼儿、中小學健康教育为工作重

心和突破口。

• 健康教育从小抓起，是当今世界

健康教育發展的大趋势，也是终身

健康教育的起点。



80年代末90年代：學校健康

教育工作方针

我市根據珠海是个新兴城市，人口结

构尚属年轻型的特点，提出了如果从幼儿、

中小學健康教育入手,就等于抓住了１／２

人口的健康教育,而且，做好學生的健康教

育，可以带动他们的家庭，影响他们所在

的社區，促进家庭和社區健康教育發展的

构想，确定了“以中小學为突破口,采用‘滚

雪球’的办法,去扩大健康教育面”的工作方

针。



①签定达标责任状，落實開課率。



市政府與市教委（当时）

签定了學校健康教育达标责任

状,并确定:進几年我市健康教

育的重点是做好中小學的健康

教育工作。



为落實中小學健康教育開課率，

市教委、市衛生局从１９８８年開

始，已经先后联合发出《關於在全市

中小學进一步落實健康教育課的通知》

等５个文件，規定按照國家教委九年

义务教育《體育與健康教育》教學大

纲（1993年）要求開设健康教育課

（幼儿园每周一节）。





（94年前后）我市中小學已经全部開

设了健康教育課，做到了有課本（或辅助

教材，订阅《廣东衛生报》等，市一中还

录制了一套健康教育电视教育片），有教

案，有課时，有評價。经考核香洲区開課

率达１００％，斗门县达９１．７％。

“四有”

















②實行校（园）长負責制，解

決師資短缺问题。



为加强學校健康教育工作，各中小

學均有一名校长負責健康教育工作，

幼儿园由园长亲自負責。同时，为了

保证學校健康教育的质量，解決師資

短缺的问题，１９８９年我市衛生學

校增设了一校医班，该班學生毕业后

分配到各中小學。



９３年为贯彻國家教委九年义务教育

《體育與健康教育》教學大纲，市教委、

市健康教育所还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體

卫专干和校医培训班。此外，还采取引进

人才和自身培训的办法，充實校医和學校

健康教育队伍。市衛生防疫站、市妇幼保

健院也经常組織培训班，注意提高校（园）

医和保健教师的业务水平，加快知識更新。





③組織编写教材



市健康教育所还从生命早期的健

康教育入手，１９９４年組織编写出

版了一套《幼儿健康教育》读物，受

到中央爱卫会和中國健康教育所及中

國健康教育协会的高度評價。



④推廣典型經驗



我市拱北小學在開展健康教育过程中，

注意知、信、行的結合，密切與學生家长

的联系，加强行為干预，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受到中央爱卫会和衛生部的肯定，因

此，全國學校衛生工作会议（92年）在我

市举行，陈敏章部长（时任）亲临会议并

作了重要讲话，與会１７０多名中外来宾

現场参觀考察了我市拱北小學、市一中和

一幼。





市健康教育所则适时組織全市學校参

觀學习，作为典型經驗加以介绍。９４年

９月，我市三灶区在小林中學召開了學校

健康教育現场会，組織全区中小學及部分

市区中學進行健康教育觀摩教學，以推动

和提高健康教育的教學质量。９５年４

月，在省初級衛生保健达标考核中，我市

香洲区南屏镇廣昌小學的健康教育教學得

到检查团高度赞扬。





同时，我市教委的《珠海市中小學生

進视綜合防治工作方案》已被省教育厅采

用,并以粤教办〔９５〕8号文转发推廣，

其《中小學生進视眼綜合防治研究》在亚

太地区體育衛生会议宣读，反應热烈。

另外,我市平沙区口腔病防治工作宣传

教育模式已被省有关部門肯定并予以推廣。



⑤開展多種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動



除了健康教育課以外,还組織學生自编

宣传栏、宣传小报，上街宣传《珠海市公

共场所控制吸烟規定》等，不断增强青少

年的健康教育意識。同时，市红十字会还

以夏令营等形式進行衛生救护知識的普

及，并組織進行红十字自行车巡游和全民

健身慢跑。







⑥抓效果評價





• 为了检验學校健康教育的效果,市衛生局、市

教委的領導分片包干，先后多次对學校健康教

育工作進行了評估，其結果为（９５年）：

• 學生基本健康知識知晓率：８７.９%(斗门：73. 8%)

學生健康行為形成率：９５.３%(斗门：91.9%)

• 小學生口腔衛生知識知晓率：９３．６％

• 每天至少一次刷牙率：１００．０％



進几年珠海學校健康教育發展



完善制度，利用資源，推进學

校健康教育工作不断加强



與各級教育部門密切配合，制

定《珠海市學校健康教育工作规

范》，将健康教育纳入學校素質教

育的重要内容，年终進行考核通报。



《珠海市學校健康教育工作规范》

2008.12.12



• 與教育部門密切配與教育部門密切配與教育部門密切配與教育部門密切配

合合合合，，，，制定制定制定制定《《《《珠海市學珠海市學珠海市學珠海市學

校健康教育工作规校健康教育工作规校健康教育工作规校健康教育工作规

范范范范》》》》，，，，将健康教育纳将健康教育纳将健康教育纳将健康教育纳

入學校素質教育的重入學校素質教育的重入學校素質教育的重入學校素質教育的重

要内容要内容要内容要内容，，，，年终進行考年终進行考年终進行考年终進行考

核通报核通报核通报核通报。。。。



每年開展对健康教育专业技能

師資培训，坚持開展“1+2”互教活

動和學生健康體检，建立和完善學

生健康档案。各學校健康教育開課

率达98%以上，開办健康教育宣传

专栏，每季度更换。



每年针对校医每年针对校医每年针对校医每年针对校医、、、、學校健康教育骨干學校健康教育骨干學校健康教育骨干學校健康教育骨干

的健康教育培训的健康教育培训的健康教育培训的健康教育培训，，，，强化師資力量强化師資力量强化師資力量强化師資力量。。。。



多数大、中院校成立了心理咨

询室，对學生進行排解心理压力、

树立良好的道德觀念等心理健康教

育；还针对青少年身體发育特点，

開展預防進视、防龋齿、控制烟害、

“远离毒品，預防艾滋病”等活動。



面向大學生的义诊咨询活動面向大學生的义诊咨询活動面向大學生的义诊咨询活動面向大學生的义诊咨询活動



各學校还結合季节性传染病流

行趋势和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特

点，加强相关健康知識的教育，通

過自办黑板报，班团队会、知識竞

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等活

動，使學生在多種兴趣中掌握并强

化健康知識。



健康知識讲座进學校健康知識讲座进學校健康知識讲座进學校健康知識讲座进學校



2006年開始利用健康教育讲师

团資源，启动“珠海青少年健康讲

坛”，利用學生暑期军训的机会，

每年为進2万名初、高中和大學军

训的學生安排了進60场次的系列健

康教育讲座。



讲座的内容包括：常见传染病

的預防與控制、青春期衛生保健等。

让學生在紧张的军训生活中还不忘

學习掌握一些衛生健康知識，从小

培养健康行為，为今后的學习、生

活和工作打下一个良好行為基礎。



利用學生军训机会利用學生军训机会利用學生军训机会利用學生军训机会，，，，開办開办開办開办“珠海市青少年珠海市青少年珠海市青少年珠海市青少年

健康讲坛健康讲坛健康讲坛健康讲坛”



控烟专项健康教育工作



2005200520052005年開展港珠澳年開展港珠澳年開展港珠澳年開展港珠澳“无烟校园校际墙报无烟校园校际墙报无烟校园校际墙报无烟校园校际墙报

宣传画宣传画宣传画宣传画”设计比赛设计比赛设计比赛设计比赛



2006200620062006年在各中小學開展年在各中小學開展年在各中小學開展年在各中小學開展“做不吸烟的做不吸烟的做不吸烟的做不吸烟的

新一代新一代新一代新一代”青少年控烟讲座青少年控烟讲座青少年控烟讲座青少年控烟讲座



2007200720072007年在各學校掀起控烟签名活動年在各學校掀起控烟签名活動年在各學校掀起控烟签名活動年在各學校掀起控烟签名活動



2008200820082008年組織高校開展控烟演讲比赛年組織高校開展控烟演讲比赛年組織高校開展控烟演讲比赛年組織高校開展控烟演讲比赛



2009200920092009年開展年開展年開展年開展“珠海市首届大中专學生控烟珠海市首届大中专學生控烟珠海市首届大中专學生控烟珠海市首届大中专學生控烟

DVDVDVDV创作大赛创作大赛创作大赛创作大赛”



• 在中小學開展在中小學開展在中小學開展在中小學開展

“争做无烟好老争做无烟好老争做无烟好老争做无烟好老

师师师师”和和和和“争做无烟争做无烟争做无烟争做无烟

好少年好少年好少年好少年”倡议活倡议活倡议活倡议活

動動動動，，，，暨控烟展板暨控烟展板暨控烟展板暨控烟展板

校园巡展校园巡展校园巡展校园巡展。。。。



學校健康教育的

五大任务



• 一、提高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

識和能力（知、信、行）；

• 二、降低常见病患病率，提高生长发育水平

（治疗因素）；

• 三、預防各種心理障碍，促进心理健康發展；

• 四、发挥健康潜能，提高學习效率：一项紧迫

的任务就是将學校健康教育放在教學大纲的重

要位置上——WHO亚太地区总干事中岛宏

• 五、增强保护环境、节约資源的意識：社会责

任感、基本公共衛生道德。



學校健康教育的关键点

•健康教育與文化教育健康教育與文化教育健康教育與文化教育健康教育與文化教育并轨并轨并轨并轨（（（（同步同步同步同步））））

•應试教育向素質教育應试教育向素質教育應试教育向素質教育應试教育向素質教育转轨转轨转轨转轨

•全程全程全程全程、、、、全员全员全员全员、、、、全方位全方位全方位全方位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學校健康教育的

意义



是对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组成部分

——全面發展的需要全面發展的需要全面發展的需要全面發展的需要全面發展的需要全面發展的需要全面發展的需要全面發展的需要

是實現全民基礎保健的有效途徑

——终终终终身教育的開始身教育的開始身教育的開始身教育的開始终终终终身教育的開始身教育的開始身教育的開始身教育的開始

是影响家庭、社会和整个人群的治

本措施

——滚滚滚滚雪球效應雪球效應雪球效應雪球效應滚滚滚滚雪球效應雪球效應雪球效應雪球效應

可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高高高高产产产产出出出出、、、、高效益高效益高效益高效益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高高高高产产产产出出出出、、、、高效益高效益高效益高效益



11、素質教育的组成部分：、素質教育的组成部分：

• 德德德德：：：：衛生公德衛生公德衛生公德衛生公德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树立讲衛生光荣树立讲衛生光荣树立讲衛生光荣树立讲衛生光荣、、、、不讲衛不讲衛不讲衛不讲衛

生为耻的荣辱觀生为耻的荣辱觀生为耻的荣辱觀生为耻的荣辱觀，，，，自觉维护公共衛生自觉维护公共衛生自觉维护公共衛生自觉维护公共衛生、、、、养成良养成良养成良养成良

好行為和生活方式好行為和生活方式好行為和生活方式好行為和生活方式，，，，遵守衛生法规和道德规范遵守衛生法规和道德规范遵守衛生法规和道德规范遵守衛生法规和道德规范。。。。

• 智智智智：：：：人类自我认识的人类自我认识的人类自我认识的人类自我认识的认知教育认知教育认知教育认知教育。。。。懂得以科學知懂得以科學知懂得以科學知懂得以科學知

識保护自己的健康識保护自己的健康識保护自己的健康識保护自己的健康。。。。

• 體育和劳动體育和劳动體育和劳动體育和劳动：：：：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發展的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發展的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發展的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發展的积极积极积极积极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 群众教育群众教育群众教育群众教育：：：：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人际交往、、、、社会化的良好發展社会化的良好發展社会化的良好發展社会化的良好發展、、、、健健健健

全人格全人格全人格全人格的修养的修养的修养的修养。。。。

• 美育美育美育美育：：：：审美审美审美审美、、、、爱好美爱好美爱好美爱好美、、、、创造美的创造美的创造美的创造美的能力教育能力教育能力教育能力教育。。。。



22、實現全民基礎保健的有效途徑、實現全民基礎保健的有效途徑

• 年龄结构金字塔年龄结构金字塔年龄结构金字塔年龄结构金字塔：：：：正三角正三角正三角正三角

• 生命规律生命规律生命规律生命规律：：：：出生出生出生出生—死亡的曲线死亡的曲线死亡的曲线死亡的曲线

• 美美美美、、、、英等发达國家的經驗英等发达國家的經驗英等发达國家的經驗英等发达國家的經驗：：：：只有人只有人只有人只有人

人接受學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人接受學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人接受學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人接受學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國民的健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國民的健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國民的健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國民的健康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促进人人健康促进人人健康促进人人健康促进人人健康。。。。

（（（（更替式教育更替式教育更替式教育更替式教育））））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33、是影响家庭、社会和整个人、是影响家庭、社会和整个人

群的治本措施（滚雪球）群的治本措施（滚雪球）

（雪球的中心不能空！）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家长家长家长家长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亲友亲友亲友亲友

家长家长家长家长

家长家长家长家长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家长家长家长家长

亲友亲友亲友亲友

邻里邻里邻里邻里



4、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高产出高产出高产出高产出、、、、高效益的高效益的高效益的高效益的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低投入、、、、高产出高产出高产出高产出、、、、高效益的高效益的高效益的高效益的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 健康促进所需的資源投入與高昂的医

疗费用形成鲜明的对比。

• 美國男性公民：不吸烟、不过量饮酒、

合理饮食、经常锻炼，其寿命可延长

10年。而每年数以千亿计的钱用于提

高临床医疗技术的投资，却难以使全

美人口平均寿命增加1岁。







學校健康教育實施學校健康教育實施學校健康教育實施學校健康教育實施



學校健康促进“六大”任務學校健康促进學校健康促进““六大六大””任務任務

• 一一一一、、、、學校健康促进是在學校健康促进是在學校健康促进是在學校健康促进是在學校健康教育的基礎學校健康教育的基礎學校健康教育的基礎學校健康教育的基礎

上發展起来的上發展起来的上發展起来的上發展起来的。。。。

• 二二二二、、、、學校健康促进强调通過學校健康促进强调通過學校健康促进强调通過學校健康促进强调通過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家长家长家长家长和學和學和學和學

校所属校所属校所属校所属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

• 三三三三、、、、为學生提供完整的为學生提供完整的为學生提供完整的为學生提供完整的、、、、积极的經驗和知識积极的經驗和知識积极的經驗和知識积极的經驗和知識

结构包括设置结构包括设置结构包括设置结构包括设置正式和非正式正式和非正式正式和非正式正式和非正式的的的的健康教育課程健康教育課程健康教育課程健康教育課程。。。。

• 四四四四、、、、创造安全健康的學习创造安全健康的學习创造安全健康的學习创造安全健康的學习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 五五五五、、、、提供合适的提供合适的提供合适的提供合适的健康服务健康服务健康服务健康服务

• 六六六六、、、、让家庭和更廣泛的社區参與让家庭和更廣泛的社區参與让家庭和更廣泛的社區参與让家庭和更廣泛的社區参與，，，，共同促进共同促进共同促进共同促进

师生师生师生师生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學校健康促进的目標人群

• 一級目標人群：學生群體

• 次級目標人群：學校領導、教职

员工、學生家长、社區領導

• 特 殊 领 域： 大众传播媒介



1、数量大

全球10-19岁：10亿

• 预计几年后：13-19岁：20亿，25岁

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占全世界人口的

一半。

• 中國：現有中小學生2亿！

• 珠海中小學（义务教育阶段）：23万

一級目標人群的特点：



22、可塑性大、可塑性大

• WHO总干事中岛宏博士：儿童青少年

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最具可塑性的

人群，他们形成了一个最大有最易

受影响的人群。

• ——第十四届世界健康教育大会開幕式



为什么可塑性大？为什么可塑性大？

• 1、处于生命的准备、求知发育阶段：无知——略

知——积累——沉淀——内化（尚未满）。

• 2、行為特征：

• （1）未形成（良好起点，教育的最佳时机）

• （2）已開始形成不稳定（干预的最佳时机）

• （3）開始稳定但未固化（干预的难度加大）

• （4）所有行為在没有内化成自己习惯的行為之

前，都容易受到来自家长、社会相反行為的弱化。

• 3、所处场所集中（學校）：同伴的感染、从众心

理趋向性。



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與一級目標人群沟通的关键因素

• 知識水平知識水平知識水平知識水平

• 自身修养自身修养自身修养自身修养

• 信任信任信任信任

• 权威权威权威权威

• 语言能力语言能力语言能力语言能力

• 情感交流情感交流情感交流情感交流



二級目標人群二級目標人群

• 包括學校領導包括學校領導包括學校領導包括學校領導、、、、教职员工教职员工教职员工教职员工、、、、學生家长學生家长學生家长學生家长、、、、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領導的沟通領導的沟通領導的沟通領導的沟通：：：：

• 學校領導學校領導學校領導學校領導：：：：學校健康教育地位的确立學校健康教育地位的确立學校健康教育地位的确立學校健康教育地位的确立

• 教职员工教职员工教职员工教职员工：：：：全员全员全员全员、、、、全程全程全程全程

• 學生家长學生家长學生家长學生家长：：：：强化行為形成强化行為形成强化行為形成强化行為形成

• 社區領導社區領導社區領導社區領導：：：：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社區形成合力社區形成合力社區形成合力社區形成合力



结论：

學校：最佳场所

學生：最佳时机

教师：最佳資源







學校健康教育

實施内容



1、關於食品的政策

2、所有活動中完全禁止吸烟，禁止喝酒，禁止使用非法的

影响精神的物质

3、保证男生和女生在利用學校資源方面完全平等

4、在药品分配方面有正式的程序

5、对急救有相應的政策和规划

6、有适合本地情況的控制蠕虫或其他寄生虫病的政策

7、有关避免日晒损伤的政策

8、有健康筛查的政策

9、在发生急症或其他可能危及學生健康情況时关闭學校的

政策

10、当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事件时，學校有切實可行的安全

計劃

11、有關於預防和控制HIV/AIDS及其安全管理的政策

一、學校健康政策



二、學校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

1、健康課程教學

2、健康活動

3、健康咨询與健康行為指导



1、人际环境：师生、员工、同學之

间关系、學校領導、家长、社區領導的关系等。

2、事物环境：課程安排、作息制度、

課间活動、學校安全措施、考试等。

3、學校物质环境：校址、建筑、

操场、运动设施、教室采光、照明、課桌椅、

通风、温度、湿度、厕所、食堂、垃圾处理等。

4、情感环境：校风、學风、教风等。

三、营造學校健康社会环境三、营造學校健康社会环境



四、建立利于沟通的社區关系四、建立利于沟通的社區关系

1、在學校生活中，提倡家庭和社區支

持和参與學校事务。

2、學校积极地與当地社區建立联系，

师生共同参加社區活動，向社區通报有

关健康问题的計劃、倡议等。

3、學校應积极争取社區群众的合作，

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五、培养个人健康技能五、培养个人健康技能

一、教师課程设计内容要反映學生的健康问题

二、提高學生的理论知識和解決實踐工作的能

力（如學生营养、預防疾病、體育衛生、安全、心理衛生、

生殖健康、AIDS、控烟、药物滥用、口腔衛生知識等、沟通、

处理人际关系技巧、應付压力技巧）

三、发挥教师及學校在健康促进中的关键作用

四、帮助其他人（家长、健康教育者、社區人员）有效

地掌握有关健康促进的技能



六、學校衛生服务

一、學生和教职员工能得到基本的

衛生服务（如計劃免疫、传染病管理、生长发育监

测、健康筛查、常见病預防、突发性疾病的紧急救治、意

外伤害的應急措施、心理咨询、为伤残學生提供特殊帮助

等）

二、地方的衛生服务部門对學校的

健康项目提供帮助，進行教师培训。





學校健康教育

實施步骤



一、转变觀念：全员

二、建立學校健康教育

（促进）領導和工作機構

三、制定學校健康教育

(促进)规划



• 一、根據WHO《健康促进學校發展纲领》及國家

教育部、衛生部門的評估規定，制定出切實可行

的规划

• 二、制定實施學校健康促进各项指標的保证措施

• 三、制定學校健康促进政策

• 四、廣泛动员：
• 1、对象：學生、教职员工、社區代表、家长代表；

• 2、多渠道：學校共青团、少先队、學生会、社团組織開展丰富多彩的健康

促进活動；

• 3、學校媒體：廣播站、宣传栏、闭路电视等開展宣传报道。

• 五、经常性地、有計劃、有步骤地開展各项活

動，并進行监测與評價

學校健康促进规划學校健康促进规划



學校健康教育的特点學校健康教育的特点

•多维度多维度多维度多维度：：：：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社區社區社區社區

•多层次多层次多层次多层次：：：：生理生理生理生理、、、、心理心理心理心理、、、、社會適應社會適應社會適應社會適應、、、、道德道德道德道德

•多形式多形式多形式多形式：：：：課堂課堂課堂課堂、、、、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宣傳欄宣傳欄宣傳欄宣傳欄

•多種类多種类多種类多種类：：：：心理行為心理行為心理行為心理行為、、、、生長髮育生長髮育生長髮育生長髮育、、、、傳染病預防傳染病預防傳染病預防傳染病預防、、、、

慢非控制慢非控制慢非控制慢非控制、、、、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安全教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範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範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範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範等





學校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學校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學校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與挑战

调整教育方向调整教育方向调整教育方向调整教育方向
调整教育方向调整教育方向调整教育方向调整教育方向

执行政策执行政策执行政策执行政策
执行政策执行政策执行政策执行政策

課程纳入教學計劃課程纳入教學計劃課程纳入教學計劃課程纳入教學計劃
課程纳入教學計劃課程纳入教學計劃課程纳入教學計劃課程纳入教學計劃

全员队伍建设全员队伍建设全员队伍建设全员队伍建设

健康教育能力培养健康教育能力培养健康教育能力培养健康教育能力培养

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
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素質教育與應试教育的矛盾



學校健康教育的困惑學校健康教育的困惑

• 定位不明确定位不明确定位不明确定位不明确：：：：没有纳入教學計劃没有纳入教學計劃没有纳入教學計劃没有纳入教學計劃、、、、选修选修选修选修

• 教师队伍不专业教师队伍不专业教师队伍不专业教师队伍不专业：：：：校医校医校医校医、、、、保健医保健医保健医保健医、、、、體育老师體育老师體育老师體育老师

• 教材課本化教材課本化教材課本化教材課本化：：：：不切合實际不切合實际不切合實际不切合實际

• 教育方向教育方向教育方向教育方向：：：：應试教育仍占主應试教育仍占主應试教育仍占主應试教育仍占主导导导导地位地位地位地位

• 與與與與文文文文化教育化教育化教育化教育脱节脱节脱节脱节：：：：独独独独立的一立的一立的一立的一门门门门課課課課或或或或一一一一项项项项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學生健康學生健康學生健康學生健康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差差差差

•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长家长家长家长、、、、社会社会社会社会：：：：对对对对健康教育认识健康教育认识健康教育认识健康教育认识

不不不不足足足足

• 學校與家庭學校與家庭學校與家庭學校與家庭、、、、社会健康教育不同社会健康教育不同社会健康教育不同社会健康教育不同步步步步：：：：剪刀差剪刀差剪刀差剪刀差



谢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