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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健康教育》

内容概要

《大学生健康教育》内容简介：1993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要求高校应当
把健康教育正式纳入教学计划，并对开展健康教育的目标、要求、内容以及师资培训、教材使用和教
学的组织形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大学生中开展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学生自觉选择健康的行为方式
，消除或减少危险因素的影响，提高大学生的自我保健、预防疾病和心理承受能力，对提高大学生的
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在原有的《大学生健康教育学》（1997年）和《大学生健康教育导论》（2001年
）教材的基础上，参考国内主要院校有代表性的教材，组织了一些在高校工作多年、具有健康教育经
验、业务能力强，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副高职以上教师和医师共同撰写了这本教材。本着科学、精简、
通俗、实用的原则，对原有教材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希望它能成为促进
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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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据美国研究者调查，只要有效地控制生活方式和行为危险因素，如不合理饮食、缺乏
体育锻炼、吸烟、酗酒和滥用药物等，就能减少40％～70％的早死、三分之一的急性残疾、三分之二
的慢性残疾。2.环境因素人们的健康与疾病始终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环境有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
分，内部环境指机体的生理环境，外部环境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交互影响，
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发展。（1）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包括阳光、空气、水、气候、地
理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健康的根本。自然环境无论是原生环境还是改造而
成的次生环境，都存在大量的对健康有益因素或危害因素。保持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对维护、促
进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生态破坏会失去有益因素而增加危害因素，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疾病，
乱砍滥伐给人类带来水土流失和洪水灾害。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往往也制造出许多新的危害健康
因素。这也充分说明，即使是自然环境问题，也受着社会因素的支配和影响。（2）社会环境社会环
境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经济、文化、教育、人口、民族、职业等，它们对健康有重大影响。其中，
社会制度确定了与健康相关的政策和资源保障；法律、法规的制定约束对人的健康权利的维护；经济
决定着与健康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文化决定着人的健康观及与健康相关的风俗、道德、习惯
；人口拥挤会给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民族影响着人们的饮食结构、生活方式；职业决定着人们的劳
动强度、方式、环境等。社会环境还包括人际关系、社会状态等。3.生物遗传因素（1）遗传目前，人
类的遗传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有近3000种（约占人类各种疾病的1／5）。据调查，目前全国出生缺陷
总发生率为13.7 ％，严重智力低下者有200万人。有些疾病，如血友病、镰状细胞贫血症、蚕豆病、精
神性痴呆等直接与遗传因素有关；但多数疾病，如某些精神障碍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是
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和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2）病原微生物从古代到20世纪中期，人类
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日显突
出。（3）个人的生物学特征个人的生物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形态和健康状况等。例如，不同的
人处在同样的危险因素下，对健康的危害性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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