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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健康教育中医生的任务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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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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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保健工作者要主动适应科学迅速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的需要
，
积极 引

导青年学生
，
使他们对健康的认识从传统的生物 医学模式逐步转 变为生物

一心理一社

会 医学模式
，
促进社会环境优化

，
提高生活质量

。

关挂词 佑康教育， 心理学，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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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是一种崭新的科学文化
。

通过健康教育启发人们达到健康境地的企求
，
改善个

人健康意识和行为
，
达到提高生活质量

，
促进社会环境优化的目的

。

� 高校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健康
，
不但是没有身体缺陷和疾病

，
而且要有完整的生理

、

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
。

这

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
。

在增进健康的过程中
，
传统的

“
有病求医

，

药到病除
”

的思想观念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逐步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
一心理

一
社会医学模式

。

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

脑血管疾病
、

恶性肿瘤及严重心理障碍等所谓
“
退行性疾病

” ，
往往是药到不能病除

，
单纯依赖医药不怎么奏效

。

对这些疾病起决定作用的

是社会环境因素
、

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

因此保健医疗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

合性学科
，
其中健康教育处于核心位置

。

高等学校是培养青年成材的阵地
。

青年是健康教育的关键
。

进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大脑神

经迅速发育
，
思想活跃

，
思路敏捷

，

兴趣广泛
，
情感丰富

，
身体发育迅速

，
性意识强烈

，
自

我意识�即独立人格�迅速发展
，

逐步形成独特的个性和意志行为
，
但耐力和鉴别能力不足

，

久稳定
，
易冲动

，
感情用事

，
意识片面

，
可塑性大

，

很易受社会正反两方面因素的 左 右 和 影

响
。

他们正处于人生从生理
、

心理幼稚期向成熟期发展的十字路口
，
此时由于急剧的生理发

育与社会知识经验
、

心理发展不成比例
，

就产生了心理
、

生理发展的
“
异时性

” ，
极易导致心

理矛盾和过失行为
。

如果欲知而且应知的健康知识跟不上年龄段的发展要求 时
，
将 会 诱 发

多种心理障碍
，
如产生学习障碍

，
社会适应不良和过失行为等症状

，
甚至发展成不良心理品

质及不健康的行为方式
，
持续终年

。

据����年调查
，
汕头大学大学生 心 理 异 常 发 生 率 为

��
�

����
’�

。

湖南医大有�������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强迫
、

人际敏感
、

抑郁或偏 执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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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

全国��
�

�万大学生调查的发生率为��
�

�� 〔�〕 。

全国高校保健医学研究会 报 道
，
因神经

衰弱精神分裂而退休学的人数占退休学总人数的���
。

国外对医学生 的 调 查 发现有����

���的大学生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

抑郁
、

强迫等症状「��。 以上表明
，

大学生心理障碍是一个

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

因此
，
以心理咨询

、

开设选修课等形式
，

普及心理
、

生理健康知识
，
使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

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

是高等教育中一

个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新课题
。

� 医生在健康教育中的任务和作用

�
�

� 加强学习
，
调整知识结构

，
进一步提高素质

新的医学科学研究范围更为广泛
，
因而对医学保健工作者提出了更高

、

更新的要求
。

高

校保健医生不仅要能诊治疾病
，
而且要宣传保健知识

，
使学生树立保健意识

，
正确对待和处

理健康与学习的辩证关系
。

这就要求高校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医学知识
，
还要掌握必要的社

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
。

现在部分医生仍然是单纯生物型观念
，
重治轻防

，
防治倒置

，

偏重于临床医学知识而缺乏开展现代保健工作所需要的预防医学
、

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
。

开

展健康教育也仅是拘泥于一般的生理卫生知识宣传
，
而忽视了心理健康

。

面临现代医学改革

的浪潮
，
高校保健医生必须适应学校卫生工作的新形势

，

以学习和贯彻《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为新起点
，
进行卫生工作的再教育

，
更新观念

，

端正方向
，

从传统的生物型观念 中解 脱 出

来
，
加强学习心理学

、

社会学
、

管理学
、

经济学等多学科
、

多方面的知识
，
进一步掌握普通

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

善于洞察人群的心理变化和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
，

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

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
，
以适应当前高校保健医疗事业的需要

，
全

面发挥医生的主导作用
。

�
�

� 理解与同情是健康教育的桥梁

白求恩同志曾经说过
� “
一个医生

，
一个护士

，
一个卫生员的责任是什么� 只有一个责任

，

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
，
帮助他们恢复力量

。 ”
理解是沟通心灵的基础

。

医生要想给病人 解 除

痛苦
，
除要具备精良的医疗技术外

，

还必须具有高尚的医德
，

充分理解病人的思想状态和心

理活动
，

富于同情心
，
以优质服务为病人解除烦恼和不安

。

高校保健医疗是固定人群的医疗

服务
，
医生与患者生活工作在一起

，

有比较一致的语言和对环境的共同感受
。

特别是学生
，

他们远离父母
，

涉世未深
，
独立生活能力较差

，
一旦生病

，
医生在治疗的同 时

，
辅 之 以 安

慰
，
用宽厚和善的态度和富于同情心的情感

，
学生就要把医生当亲人或可信赖的人

，
有的连

个人隐私也会毫不保留地倾吐出来
。

这种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情感
，
定会提高保健医疗

的预期效果
。

��� 言传身教
，
为人师表

开展健康教育
，
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

是高校教书育人
、

管理育人
、

服务育人的一项

重要内容
。

它把医疗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融为一体
，
起到了两者单独工作时难以达到的积极

作用
。

可以说高校医院或卫生科是没有教室的课堂
，
医务人员是不上讲台的教师

。

有人轻视

高校保健医疗工作
，
这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它的规律性和重要性

。

健康教育同样需要注意言传

身教
、

为人师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

学生因心理障碍而主动就诊者
，
往往以

“
疾病

”
的形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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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这就为开展健康教育和进行心理咨询服务提供了机会
。

一个人患病求医是客观存在
，
而

患者又总是寄希望于医生能用渊博的知识
、

精湛的医术和严谨的作风来为自己解除病痛
。

医

护人员必须以自己的风度和气质去感染患者
，
与就诊者交流心理活动

，
从而建立信任

。

既不

失仪表端庄
，
雍容大度

，
举止得体

，
但又不能浓妆艳抹

，
追求时髦

，
而应该是朴素大方

，
庄

重谦和
，
给患者以内在美感

。

在语言艺术上
，
应注意语言的逻辑性

，
准确掌握言谈尺度

。

因

心理障碍致疾病而就诊的患者
，
心理上既有恐俱

，
又有寻根问底的要求

。

医生几句得体的肺

腑之言
，
可以使患者郁绕心中的愁云苦雾倾刻消散

。

反之
，
一句不得体的言谈

，

也可以使患

者愁上加愁
，
加重心理负担

。

因此掌握患者的心理活动
，

运用语言技巧
，
使之产生强烈的说

服力和感染力
，

是进行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
，
提高工作效益的重要因素

。

总之
，

大学时代是导致学生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高峰
。

在高校中如何保持大学生的身

心健康是高校医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

我们要开拓视野
，
努力探索

，
坚持实践

，
通过开

展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
，
努力为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健康水平而积极奉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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