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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大学生健康教育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教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将学校卫生工作纳入
法制化管理，使其成为学校医疗卫生机构遵循的基本法规。
《条例》中明确指出，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并大力开展
健康咨询活动。
1993年，原国家教委下发了《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对开展健康教育的“目标、要求、内容及
师资培训、教材使用和教学组织形式”等作出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成为大学生健康教育的指导性文
件。
　　大学生健康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处于青春发育后期的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可帮助他们了解健康的
作用和意义，增强维护健康的自觉性。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树立现代健康意识；通过学习和掌握必要的防病知识和急救常识，使他们认识
到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帮助大学生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在灾害发生时的自
救互救能力。
　　在此次编写《大学生健康教育教程》的过程中，作者本着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特色鲜明、好用
、适用的基本宗旨，以沈阳工程学院健康教育教师多年来编写的教学教案和教学课件为基础，以近年
来最新的医学进展、保健教育、健康统计资料为参考，以适应、适合大学生特点为出发点，使大学生
通过健康教育课程学习，提高健康意识、养成健康习惯、消除危险因素、掌握一些基本防护手段和急
救技巧。
为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较高的、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作出我们大学医疗机构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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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大学生健康教育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教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将学校卫生工作纳入
法制化管理，使其成为学校医疗卫生机构遵循的基本法规。
《条例》中明确指出，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并大力开展
健康咨询活动。
1993年，原国家教委下发了《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对开展健康教育的“目标、要求、内容及
师资培训、教材使用和教学组织形式”等作出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成为大学生健康教育的指导性文
件。
　　大学生健康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处于青春发育后期的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可帮助他们了解健康的
作用和意义，增强维护健康的自觉性。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树立现代健康意识；通过学习和掌握必要的防病知识和急救常识，使他们认识
到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帮助大学生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在灾害发生时的自
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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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健康与健康教育　　1.1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今时代，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观念在更新，是竞争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
当代大学生更是新时代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
在新的时代里，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呢？
是金钱吗？
现代人已渐渐体会到：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健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当代大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维护健康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现代人的一种美德。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马勒博士告诫人们：“必须让人们认识到，健康并不代表一
切，但失去健康便丧失一切。
”　　1.1.1 什么是健康　　人们通常理解为身体没病或从未进过医院就是健康；也有人认为身体强壮
，精力充沛就是健康。
是的，这些是健康的表现，却不能代表健康的全部含义。
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三方面内容的著名的健康新概念：“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不虚弱，
而且是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三方面的完美状态。
”1990年、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又提出了道德健康和生殖健康。
只有五方面都具备良好状态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健康。
　　健康新概念包括五个方面。
　　① 躯体健康，是指人在生物学方面的健康。
既要了解疾病发病原因，也要掌握预防疾病的措施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以及治愈后的康复措施。
　　② 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充实，处事态度和谐，与周围环境保持协调均衡。
心理健康包括三个方面含义：第一，自我人格是完整的，情绪稳定，有较好的自控能力，能保持心理
上的平衡，能自尊、自爱、自信，而且有自知之明，正确评价自己。
第二，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有充分的安全感，有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和信任
。
第三，健康的人对未来没有恐惧感，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切合实际，不断进取，有理想和追求。
　　③ 社会适应性良好，是指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各种行为都能适应当时环境的变化，为他人所理解
，为大家所接受，行为与社会规范协调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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