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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防治过

程正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

%

#截止
.-&(

年中国有近
(-

万

人感染艾滋病!在世界排第
&7

位!青壮年占
)-*

#健康教育

是防治艾滋病的第一层屏障$

.

%

!高中学生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应受到教育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之成为预防与控制

艾滋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本文探讨高中生艾滋病同伴教育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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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重庆市不同地域
%

所中学在校学生为研究

对象!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

个班
%+7

名高中生作为健康

教育调查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问卷
%+7

份!回收有效问卷

%+7

份!回 收 率 为
&--'--*

#其中一年级
&.&

例&

%%'.7*

'!

二年级
&.)

例&

%('&+*

'!三年级
&&(

例&

%&'(/*

'!男生
&/7

例&

(%'%-*

'!女生
&,-

例&

7+',-*

'#

='>

$

方法

='>'=

$

同伴教育者选择
$

在
%

所中学各选择
&-

名高中生作

为同伴教育者!入选条件(积极主动!自愿!有责任心和号召力!

语言表达能力强#

='>'>

$

培训同伴教育者
$

邀请专家向同伴教育者讲解宣教方

法"技能"艾滋病防治法规和基本知识等!模拟同伴教育过程#

培训
.

周后考核知识"技能和宣教能力等!合格者才能参与#

='>'?

$

开展同伴教育
$

将每个学校学生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观察组每名同伴教育者面对
&(

名左右学生进行宣传"教

育和指导#对照组进行一般方法的宣传教育#干预周期均为

&

个月#干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追踪干预效果#

='>'D

$

调查方法
$

自制知识行为态度&

84U

'调查问卷#各

组干预前后调查内容相同!匿名!当场回收!调查表合格率大于

或等于
/(*

为有效#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UZZ&/'-

软件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采用配对
4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同伴教育效果分析
$

本次问卷
.%

个问题!包括艾滋病流

行"传播途径"非传播途径"主要临床表现"预防方法等内容#

观察组与对照组调查正确率比较!见表
&

#

表
&

$$

高中生艾滋病
84U

调查正确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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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型 题号
干预前

观察组 对照组

干预后即刻

观察组 对照组

干预后
%

个月

观察组 对照组

干预后
+

个月

观察组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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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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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艾滋病
84U

调查正确率比较%

*

&

问题类型 题号
干预前

观察组 对照组

干预后即刻

观察组 对照组

干预后
%

个月

观察组 对照组

干预后
+

个月

观察组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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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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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教育后两组艾滋病疾病基本知识比较
$

干预前艾滋

病疾病基本知识!对照组与观察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经过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后!对照组与观察组回答正

确率进行配对
4

检验!干预后即刻"干预后
%

"

+

个月观察组和

对照组正确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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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本调查显示!实施干预前学生对血液"性和母婴传播
%

大

途径回答正确率都在
)(*

以上!与李建梅等$

%

%的结果一致#

但对共用剃须刀具"纹身"修脚等是否传染的认识低于
)(*

*

对一些非传播途径回答正确率低于
)-*

!如有
%/')*

的学生

认为蚊虫叮咬可传播!对于共用马桶餐具毛巾"握手拥抱和咳

嗽等是否会传染正确率低于
)-*

*艾滋病疾病知识正确率低

于
+-*

!如对艾滋病窗口期的认识正确率低于
7-*

*对于普通

接触艾滋病患者是否传染正确率为
(-'/*

#说明高中生对艾

滋病认识既不系统也不全面!与李学云等$

7

%

"刘会等$

(

%和李侗

桐等$

+

%的调查结果一致#

实施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后!学生在知识"行为"态度等方

面都有明显改变!对疾病正确认识由平均
(-'/*

提高到

).'&*

!较对照组高
/'/*

*对传播途径的正确认识由平均

)-'+*

提高到
/%'(*

!较对照组高
%'/*

*预防知识由平均

,('&*

提高到
/&')*

!较对照组高
('(*

*学生对待艾滋病感

染者的态度有一定转变#通过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学生防艾

意识增强!恐艾意识减弱#

学生是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十二五,时期+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青少年要达到

/-*

以上,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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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教育是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

!?V3

>?

X

等$

&-

%通过
!?C;

分析指出同伴教育可以提高目标人群的艾

滋病知识知晓率!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干预模式!已广泛应用

于青年学生$

&&

%

#高中生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的特点是采取学

生
3

学生模式!通过培训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学生去影响周围

的学生!由于他们年龄"兴趣相近!容易沟通!容易在讨论之后

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改变态度!对增强高中生艾滋病自我

保护意识和避免高危行为具有很好作用!效果胜过父母和老

师$

&.

%

#本调查发现!同伴教育使学生艾滋病疾病基本知识知

晓率明显提高!对艾滋病传播途径认识和预防正确率也有显著

提高!与贾潇勇等$

)

%及马振儒等$

/

%的研究一致#说明在高中生

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切实可行!效果良好#

艾滋病防治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使中学生将艾滋病预

防知识转化为自觉的预防行为!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目前!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开展研究的多!作为常规健康教育

模式进行持续开展的少#学校肩负着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要

责任!应将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提高艾滋

病知识知晓率!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同时要针对学生的不同

特征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活动!选择有效的教育模式!增强青

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御艾滋病侵袭的能力!培养青少年预防

艾滋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增强宣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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