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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的认知、态度及相关行为。[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应用自设问卷对符合

纳入标准的16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78.2%的大学生对新冠肺炎认知程度较高,大学生获取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

为微信微博(95.8%)。85.5%的大学生重视新冠肺炎,87.9%的大学生对战胜疫情有信心,91.5%的大学生预防新冠肺炎行为较完

善。[结论]多数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掌握较为全面,态度端正、防御积极,并能采取有效的预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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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0年1号公告,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措施[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具
有传播速度快、预防诊疗困难、目前尚无特效药治疗等

特点[2],因此预防仍是目前防止新冠肺炎传播的重要

途径。公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新冠肺

炎的流行、控制等有密切关系,对有效控制疫情具有重

要意义。疫情爆发期间正值寒假,大学生作为主要家

庭成员之一在家庭的疫情防控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

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中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群,有着较

多的知识储备和较好的实践能力,在预防新冠肺炎的

传播方面能起到积极作用。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自行

设计问卷对大学生新冠肺炎相关知识认知、态度和行

为进行调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干预,发挥大学

生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

的165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在校大

学生,自愿参与调查。

1.2 研究方法 应用自设问卷对大学生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大

学生的一般资料、对新冠肺炎的认知现状、态度及采取

的预防行为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在符合纳入标准的165名大学生中,
男46人,女119人;城镇人口95人,农村70人;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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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业46人,非医学相关专业119人。

2.2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认知现状(见表1)
表1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认知现状(n=165)

   项目
人数

(人)
百分比

(%)
疾病认识 病毒名称 118 71.5
     传播途径 108 65.5
     密切接触者隔离天数 160 97.0
     感染症状 118 71.5
     咳嗽和打喷嚏时用纸

巾或胳膊肘遮掩口鼻

122 73.9

信息来源 电视、广播 137 83.0
     微信、微博 158 95.8
     家庭成员 81 49.1
     学校老师 52 31.5
     邻居、物业人员 33 20.0
     同学 59 35.8
     其他 28 17.0

2.3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态度(见表2)
表2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态度(n=165)

   项目
人数

(人)
百分比

(%)
浏览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频率 无 1 0.6
              偶尔 19 11.5
              一般 24 14.5
              经常 87 52.7
              总是 34 20.6
对新冠肺炎是否感到恐惧或焦虑 无 7 4.2
               轻微 61 37.0
               一般 72 43.6
               严重 25 15.2
是否能战胜此次疫情 肯定能 145 87.9
          不好说 9 5.5
          有点担忧 8 4.8
          非常担忧 3 1.8
          无所谓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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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学生预防新冠肺炎实施的行为(见表3)
表3 大学生预防新冠肺炎实施的行为(n=165)

   项目
人数

(人)
百分比

(%)
出行 公共场所戴口罩 161 97.6
   减少外出散步 156 94.5
   减少外出就餐 150 90.9
   放弃探亲或出游 156 94.5
居家预防 加强开窗通风 147 89.1
     经常室内消毒 116 70.3
     勤洗手 152 92.1
身体素质 加强体育锻炼 98 59.4

3 讨论

3.1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 由表

1结果可知,大学生对新冠肺炎认知程度较高,尤其是

在病毒名称、密切接触者隔离天数、感染症状等方面知

晓率均在70%以上。新冠肺炎相关基本知识在大学

生群体中较为普及,一方面与政府、社会、学校等积极

宣传新冠肺炎相关知识有关,如2020年2月6日教育

部发表了《致全国大学生的一封信》,各高校也及时对

本校学生作出防控疫情的呼吁并采取延期开学等措

施,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学生获取信息能力较

强。但在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方面,仅有65.5%的大

学生认识到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包含飞沫传播、接触

传播,对其认知有待进一步提高。传播途径是传染病

传染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切断传播途径,
才能有效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在信息来源方面,本次

调查中,大部分(95.8%)大学生通过微信、微博收集新

冠肺炎相关信息,其次为电视、广播(83.0%)。以微

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传播即时性、主体大众

性、图文直观性等特征,能够拓宽大学生学习渠道、满
足大学生心理需求[3],故成为大学生获取疫情信息的

主要渠道,而采取传统的人际间信息交流方式的大学

生相对较少。大学生作为95后、00后,体现了新一代

年轻人获取信息的特点,即更加适应以网络为媒介的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拥有活

跃的思维并能熟练运用互联网等获取新信息,是社会

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所以大学生在接触新鲜事

物的时候,往往能够迅速接受信息、更好地适应环境的

变化,他们对新冠肺炎的认知相对也较高。同时这也

提示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作用,
开展广泛深入的健康教育,可以使公众正确了解有关

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促进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护工作[4]。

3.2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态度端正,防御积极 表2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态度较为端正,防
御积极。在浏览信息频率方面,大学生浏览新冠肺炎

信息频率较高,有73.3%的大学生每天经常或总是查

看新冠肺炎相关信息。在是否感到恐惧或焦虑方面,
多数大学生对新冠肺炎感到一般或轻微恐惧或焦虑,
可能与本次调查中有部分医学生有关,他们对传染病

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只要能切断传播途径、做好防御工

作就不会得新冠肺炎。但也有少部分(15.2%)大学生

感到严重恐惧或焦虑,可能与本次肺炎病毒传染性强、
导致的病情较重有关。有研究显示,适当的恐惧或焦

虑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采取预防措施、防范感染,但过度

的恐惧和焦虑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这提示大

学生要注意调整心态,防止过度焦虑,进而出现恐慌、
抑郁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5],且过强的应激状态会

降低人体的免疫力[6],反而给病毒可乘之机。为防止

出现疫情所致的心理困顿,大学生应做到充分了解新

冠肺炎相关知识,适当采取阅读书籍等方式分散注意

力,以减轻恐惧或焦虑程度。此外87.9%的大学生对

战胜疫情表达了极大的信心,只有极少数大学生表示

担忧。说明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态度积极,体现大

学生对我国医疗水平的信任、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心系

国家、关心社会的特点[7]。

3.3 大学生预防新冠肺炎行为较为完善 由表3可

得,大学生预防新冠肺炎行为较为完善。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在出行方面,94.5%的大学生做到了放弃探亲

或出游,90.9%的大学生减少外出就餐,94.5%减少外

出散步,如果去公共场所,97.6%的大学生会戴口罩,
说明大学生在出行方面预防行为较为完善。在居家预

防方面,大部分大学生能做到勤洗手、开窗通风,但仅

有70.3%的大学生经常室内消毒,这可能与消毒资源

缺乏,条件受限有关。大学生能确实落实预防新冠肺

炎的行为一方面与大学生对新冠肺炎认知较高有关,
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大学生

能做到以上行为,就能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预防新冠肺

炎的发生,另一方面还可能与政府管理部门严格要求

和大学生积极响应号召有关。但在身体素质方面,仅
有59.4%的大学生能加强体育锻炼,说明大学生体育

锻炼意识不强,与徐红梅[8]的研究结果相符。有研究

显示,适度规律运动可以使唾液IgA浓度和分泌率显

著增加,降低上呼吸道感染风险,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因此增强大学生的自主体育锻炼意识是疾病预防的重

要举措[9]。疫情期间应引导大学生加强室内体育锻

炼,此外还应注意营养,合理安排膳食,保证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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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建议各高校在日常教学活动

中加入多种组织形式,如讲座、体育竞赛等,培养大学

生自主锻炼意识,树立终身锻炼的观念。

4 小结

  目前湖北以外省份疫情出现明显的积极向好变

化[10],大学生应继续发挥力所能及的监督、科普等作

用,并安排好自己的学习生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
学生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掌握较为全面,态度端正,防
御积极,多数大学生能采取有效的预防行为,但部分大

学生应注意调整疫情期间的心态,防止过度焦虑,并增

强自主体育锻炼意识,合理安排膳食,加强身体素质以

抵抗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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