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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生救护知识普及与培训现状的文献分析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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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评价我国中、小学生救护知识的掌握、培训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开展中、小学生救护培训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万方和维普数据库，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共纳入２７篇文献。其

内容主要涉及救护教育的现状研究、救护能力培训及效果评价两方面，分别占５５．５６％和４４．４４％。前者关注救护知识普及中存

在的问题、应对措施以及探讨如何进行救护教育，后者涉及救护能力的现状分析、培训方式和效果评价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结

论　亟待普及中、小学生的救护知识，进行培训是提高中、小学生救护水平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应根据他们的特点制订不同于

成年人的救护培训方案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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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卫生救护知识，培训自救互救基本技能是社会发展和

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需求之一［１］。虽然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地

急救中心已积极推广和普及救护知识，但培训率仍比较低，主

要是对医务工作者和一些特殊岗位的人群（如警察、驾驶员、导

游等）进行培训，针对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培训较少，以致

中、小学生的救护水平普遍较低。本研究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

对中国中、小学生救护知识普及与培训现状的相关研究文献进

行检索收集和归纳分析，从中总结经验、拓展思路，为今后实施

救护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由２人独立地分别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ＫＩ）、万方

和ＶＩＰ数据库及辅以手工检索，应用主题词检索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０

日至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０日以小学生、中学生、救护、急救、自救互

救、应急、培训等检索词的文章。检索式为（小学生ＯＲ中学生

ＯＲ初中生ＯＲ高中生）ＡＮＤ（救护ＯＲ急救ＯＲ自救互救ＯＲ应

急）ＡＮＤ培训。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关注主题是中、小学生的

救护能力，明确提及实施救护培训，并对培训内容、方式、效果等

有具体描述的文献。排除仅提出普及救护知识而无具体内容或

策略的文献、新闻、评论或会议摘要等。

１．２　评价方法　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对检索到的文献由２人

独立进行评价，遇到分歧时通过讨论或交第３方决定达成一致。

２　结　　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根据检索策略，在数据库共计初检到

２８９篇文献，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最终纳入２７篇文献。纳入

文献中２００８年以前的文献占２５．９３％（７／２７），２００８年１月１

日至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０日占７４．０７％（２０／２７）。纳入文献地区分

布为东部及沿海占６２．９６％（１７／２７），中部２９．６３％（８／２７），西

部７．４１％（２／２７）。

２．２　文献类型及质量评价　纳入２７篇文献中，现状研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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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６％（１５／２７），能力培训及效果评价调查占４４．４４％（１２／

２７），并将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后按由高到低分为Ａ、Ｂ和Ｃ３个

等级，见表１。

表１　　纳入文献分类分级（篇）

级别 现状研究 能力培训及效果评价 合计

Ａ级 － － ０

Ｂ级 ６ １１ １７

Ｃ级 ９ １ １０

合计 １５ １２ ２７

　－：此项无数据。

２．３　文献信息提取　从纳入文献内容主要为救护知识普及与

培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表２）。获取救护知识与

技能的途径为学校课堂、书报杂志和广播电视，其次为网络、板

报、相关讲座、知识竞赛、家庭教育。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突发

事件处理和医疗急救两方面（表３）。培训的方式主要有理论

授课，参与式培训、情景教学、游戏等得到应用并取得良好反

馈；培训效果分为理论知识培训效果评价和技能操作培训效果

评价，前者常用培训前、后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评价，后者通过

实践操作考核来评价。对于学生的满意度则以问卷调查的方

法为主，现场访谈和电话采访的形式为辅。仅１位作者提出在

培训后３个月应对参与培训学生的救护知识技能水平做二次

评估，以进一步评价救护培训的远期效果，其余作者均未对培

训效果进行远期实际应用效果评价和学生满意度评价。

表２　　救护知识普及与培训现状分析

条目 救护知识普及与培训的现状、存在问题 文献量（篇）

１ 中、小学生救护知识普及与培训力度不够，救护水平普遍较低 １５［２，４７，１０１３，１９２２，２４，２６］

２ 学校未开设专门的救护课程，多在体育课中培训 １２［２，５６，８，１１１２，１５１７，１９，２３，２５］

３ 培训形式较单一，多依赖于教师传授书本知识，缺乏充足的模拟训练环境和富

有实效的实战操练

７［６，９，１２，１５，１８，２４２５］

４ 培训的内容和方式需要调整，很少考虑到非专业人员的学习能力 ５［７，９１１，１４］

５ 教师授课能力有待提高，专职培训教师匮乏 ４［２３，１５，２５］

表３　　纳入文献中培训内容的分布

培训内容
文献量

（篇）

百分比

（％）
总排序

突发事件处理

　溺水的处理 １２ ８．９６ ３

　火灾现场的应对措施 ９ ６．７２ ４

　煤气中毒的处理 ８ ５．９７ ５

　烧烫伤的处理 ８ ５．９７ ５

　触电的处理 ７ ５．２２ ６

　地震避险措施 ６ ４．４８ ７

　食物中毒的处理 ５ ３．７３ ８

　交通事故现场处理 ５ ３．７３ ８

　被动物咬伤的处理方法 ５ ３．７３ ８

　中暑的处理 ５ ３．７３ ８

　食管异物的处理 ３ ２．２４ ９

　其他 ９ ６．７２ ４

医疗急救

　创伤救护（止血、包扎、固定、搬运） ２３ １７．１６ １

　心肺复苏 １４ １０．４５ ２

　求救的途径（如何正确拨打急救电话等） ６ ４．４８ ７

　骨折的紧急处理 ３ ２．２４ ９

　其他 ６ ４．４８ ７

３　讨　　论

３．１　纳入文献分析　文献按发表年限分析后发现２００８年是

分界点，２００８年之前的文献较少，对中、小学生救护能力的关

注程度不高且波动不明显，之后开始显著增加，这与汶川大地

震后国家对防灾减灾高度重视有关。此外，纳入文献地区分布

主要为东部及沿海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部及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十分重视和关注中、小学生的救护能力。

培训内容排名前５项的分别是：创伤救护、心肺复苏、溺水

的处理、火灾现场的应对措施、煤气中毒的处理和烧烫伤的处

理，６项培训内容的累计百分比为５５．２０％，已超过总数的一

半，说明这６项是中国现阶段比较重视的培训内容。世界卫生

组织指出，道路交通伤害、溺水和灼伤是造成青少年死亡和残

疾最常见的伤害类型，倡导应积极开展相关的安全教育以减少

伤害［２８］。从中国现阶段对中、小学生救护培训的内容看，完全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促进青少年健康战略的要求。

培训的方式中张雁等［１４］研究发现，学生对各种培训方式

的喜爱程度按调查人数由多到少排列为：实习操作、游戏、竞

赛、角色扮演、理论授课、小组讨论、老师提问等。运用参与式

教学方法进行培训，学员反馈满意度高，培训效果较好。曹若

湘等［１６］研究结果显示，５３６名学生中的７２．６０％认为该培训方

式很好。由上反映出参与式培训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救护意

识，提高其现场救护决策能力。

在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中，黄娜等［１１］采用问卷调查和访

谈的方式进行评价，分别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培训内容和形

式、学生参与程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认为培训收到较好效果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培训发现，不同年龄培训对象的救护

知识水平不同，培训前救护知识的合格率、正确率初中生低于

高中生，这可能与高中生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生活经历、社会

阅历都较初中生丰富，通过网络、杂志、媒体等渠道自我获取救

护知识的能力更强有关［１４，１６］。但温新华等［９］在培训前、后进

行理论测试发现，初中生与高中生的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并观察到初中生在实际操作练习中接受能力不次于高中

生，而且更活跃，互动效果更好。初中阶段与高中阶段培训相

比，初中阶段就开展救护教育收益会更大［１２］。纵观培训效果

评价类文献，更多的是呼吁社会关注并重视对学生的救护教

育，但未具体提及与分析影响培训效果的因素。

３．２　中、小学生的救护水平不容乐观　（１）整个义务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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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救护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未开设专门的救护课程，相关知

识技能教育极其匮乏，一般停留在书本知识的层面上，缺少实

战操练的机会；（２）没有根据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进行

救护知识技能的培训，培训形式较单一，培训内容没有充分考

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３）缺乏专职培训教师，一般是体育教师

或校医务室人员担任，他们未接受相关救护教育专业培训，不

能达到预期培训效果；（４）虽然大部分学生具备了自愿采纳救

护知识的态度，但救护意识和能力仍较薄弱。

３．３　救护知识普及与培训建议

３．３．１　构建不同培训方案，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应根据中、小

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等制订不同于成年人的培训方案，

使其既与培训内容相协调，又适合培训对象的特质。小学阶

段：学生年龄小，注意力不集中，常凭兴趣去认识事物，该阶段

应以游戏形式为主，设计丰富多样的救护教育活动，普及基本

的救护知识，以培养他们救护意识，为今后学习救护技能奠定

基础；中学阶段：学生在身体形态、身体功能和运动功能上发展

迅速，而这些生理特点正是掌握救护技能的基础。此时要重点

对创伤救护、心肺复苏、溺水、烧烫伤等进行培训以及开展地

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逃生救护演练，增强自我保护、关心他人

和关爱生命的意识，学会自救互救的本领。而且对于不同地域

的学生，要针对性地制订培训内容，如地质灾害多发区应加强

地震、泥石流等避险和逃生的救护教育。

３．３．２　加强救护培训，推进全民救护能力的提高　学生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国家的未来和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学校九年制义务教育为推广救护知识技能提供了有力

保障，是开展救护教育的最佳途径。此外，引进虚拟现实技术、

开展远程教育以及建立培训网络等是未来中、小学生学习救护

知识的趋势和便捷途径。选择学生作为培训对象，不仅能提高

他们的救护能力，增加急救人力资源储备，还能通过他们促进

救护知识与技能的传播，对周围人群起到间接影响和辐射作

用，从而有利于推进整个社会人群救护能力的提高。

３．３．３　关注培训的远期效果，实现救护能力的养成　中、小学

生进行短期培训后救护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明显高于培训

前，但因未建立长效的培训机制，以致不能确保中、小学生救护

培训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对培训的远期效果进行评价，以推

动救护知识的普及与培训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并根据结果有针

对性地开展强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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