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中小学生登革热知识、信念与行为概况及健康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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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况 

防止蚊子生长通常应注意检查的 9 个地方有 5 个知晓率低于 50%，防止蚊

子生长的 6 种一般方法中有 3 种知晓率低于 50%。登革热相关知识知晓率按降序

排列的末三项为：填充容器（如空竹节）是防止蚊子生长的一种方法（35.4%）、

蚊卵在积水中经过 3 天可以生长出蚊幼虫（29.5%）、养水生植物时防止蚊幼虫生

长可以选择在容器里面养鱼（23.6%）。 

知识评分中位数为 22（满分为 37），学生自评患上登革热对自己的健康危

害程度的评分中位数为 4（满分为 5），配合家人全面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评分

中位数为 3；不同年级、不同城乡地域学生的上述 3 种评分中位数有差异。 

“最近一周有查看蚊孳生地”行为形成率为 55.8%，该行为的正向影响因

素包括：知识评分、配合家人全面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接触登革热信息的形

式——听家长教导和看录像。 

 

主要建议 

广州市暴发流行疫情之后，中小学生的登革热知晓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学校应选择已知的知识盲点，根据年级和城乡差异开展针对性知识传播。 

在当前推行“新课程理念”的环境下，应加强对登革热的教案中“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目标”设置和“过程与方法”的探索。 

应从行为着眼利用视频录像资源“家校联手”抓教育。 



广州市 2014 年报告登革热 3.7 万例，疫情达到了自从纳入法定传染病以来

的最高峰。为了应对疫情，各级政府、专业机构和基层单位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健

康教育工作，而学校便是开展该项工作的首要阵地。学生的登革热知识、信念、

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其学习和生活，还可以间接影响父母、老人甚至整个社区。为

了检视往年的宣教效应，并为后续的干预措施提供客观依据。广州市健康教育所

于 2015 年 3~5 月抽取了有代表性的学生开展调查。该项调查为中小学登革热健

康教育提供本底资料。 

 

1 资料获取方法 

目标总体为广州市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包括普通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

根据广州市各区的教育发展状况，考虑城乡的代表性，以典型抽样的方法在 12

个行政区中抽取教育发展水平中等的荔湾区、白云区 2 个区，分别代表以城市为

主的行政区和带农村的行政区。在考虑全市中学与小学的学生人数构成比、城市

与农村的人口构成比的基础上，应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述两个区抽

取学校和班级，其中荔湾区随机抽取小学 2 所，高中、初中各 2 所，白云区随机

抽取城市小学 1 所、农村（以行政管理关系区分农村、城市）小学 3 所、城市初

中 1 所、农村初中 1 所、高中 2 所。在上述所得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高中二年

级、初中二年级各随机抽取 2 个班，班内所有在册学生为调查对象。 

广州市健康教育所自行草拟调查内容框架，经过 2 轮专家咨询后确定框架。

根据框架拟出问卷后，通过小组讨论、专家审核及预调查后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登革热相关知识、风险意识、清理蚊孳生地把握度、措施和行为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实际有效调查 1608 人，分层的构成比见下图。 

 



2.2 登革热相关知识知晓率 

登革热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共有 12 个方面（以 k 开头编号），其中单选条目有

8 个，知晓率（%）见下图。 

 

按城乡地域分层进行两两比较，城乡结合部学生比城市、农村学生知晓率都

低的条目有：传播登革热的蚊子可能从干净的积水生长出来（k2），传播登革热

的蚊子主要在白天咬人（k5），蚊子异常增多时可向居委、村委或物业管理人员

求助（k6）。 



以下 k9~14 为登革热相关知识多选条目的知晓情况。分层两两比较时，如果

观察到随着年级的递增知晓率呈现稍有增高趋势，或随着农村-城乡结合部-城市

的顺序变化知晓率呈现稍有增高趋势，而且无特殊意义，则不作专门描述。 

防止蚊子生长应注意检查的各种地方（k9，n=1606）知晓率按升序排列：室

外的一次性饭盒(43.5%)、废弃轮胎(45.5%)、很少使用的盆盆罐罐(47.4%)、阳

台或天台(47.6%)、树洞(49.7%)、花盆托盘或饮水机托盘(63.7%)、低洼地面

(67.1%)、蓄水池(74.4%)、水生植物容器(79.0%)。按城乡地域分层观察，城市

学生对于水生植物容器孳生地的知晓率比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高；农村学生对于树

洞孳生地的知晓率比城乡结合部和城市高。干扰项“每天用来洗菜的盆子”选择

率为 35.2%，“河流”为 36.3%。 

防止蚊子生长的各种一般方法（k10，n=1606）知晓率：填充容器（如空竹

节）(35.4%)、堵住容器（如有水的瓶）出口(48.6%)、倒置外平底容器（如陶罐）

(48.8%)、清除废弃容器（如杯子）(57.1%)、给露天容器（如水桶）加盖(58.2%)、

倒掉积水(91.8%)。 

养水生植物防止蚊幼虫生长的几种方法（k11，n=1603）知晓率：在瓶子里

面养鱼(23.6%)、放弃种养(23.7%)、在水里加杀虫缓释药(29.5%)、改用沙种且水

位不高于沙面(46.9%)、经常换水并洗净根部和瓶壁(82.8%)。干扰项“改用矿泉水

养”的选择率为 11.5%。 

能防蚊的各种物品（k12，n=1605）知晓率：穿长衣裤(53.3%)、杀虫喷雾剂

(70.8%)、纱窗(74.6%)、电蚊拍(77.6%)、驱蚊水(78.9%)、蚊香、蚊片(84.9%)、蚊

帐(86.4%)。干扰项“深色衣服”选择率为 23.1%。 

登革热的常见早期症状（k13，n=1607）知晓率：周身骨痛(47.4%)、头痛

(76.8%)、发烧(91.4%)。干扰项“流口水”的选择率为 7.2%，“打喷嚏”的选择率为

31.7，该两项的选择率没有因为年级的递增而呈递减趋势。按城乡地域分层观察，

农村学生头痛和全身骨痛（早期症状）的知晓率比城乡结合部和城市高。 

需要特别留意登革热早期症状的事态（k14，n=1591）知晓率：近期去过东

南亚等热带地区(46.3%)、本地有登革热流行(69.8%)。 

以上单选条目和多选条目按每个条目 1 分计算，去除信度效度欠佳的两道

题，知识得分满分为 37 分。所有样本知识得分的中位数为 22 分，分层后 3 年级

至高二依次为 17、20、23、24 分。 



2.3 登革热相关信念自评 

相关信念自评的内容包括登革热自觉易感性（a1）、危害程度（a2）、白天自

我防蚊叮咬的把握度（pw1）、配合家人全面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pw2）。结

果为 5 分类等级自评评分，中位数见下图。 

 

 

 

按城乡地域分层，城市学生自我估计本年患上登革热的可能性评分中位数为

1，比其他两个地域低；农村学生估计患上登革热对自己的健康危害程度评分中

位数为 4，比其他两个地域高；农村学生白天自我防蚊叮咬的把握度评分中位数

为 2，比其他两个地域低；农村学生配合家人全面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评分中

位数为 4，比其他两个地域高。 

 

2.4 住所防护措施及学生个人行为形成率 

住所防护措施及学生个人行为形成率见下图。 



 

 

2.4 影响因素 

已调查的影响因素除了年级、性别、城乡地域外，还包括最近一年接触登革

热信息的形式、样本学校同校师生登革热病例数（数据略去）。最近一年接触登

革热信息的形式（代码为 t）中，接触率按降序排列依次是 t1.班会（72.2%）、t2.

电视（71.7%）、t3.宣传画（57.1%）、t4.上课（56.0%）、t5.听家长教导（48.6%）、

t6.公交或地铁广告（47.7%）、t7.黑板报（45.5%）、t8.书籍（44.9%）、t9.横额或

大标语（34.2%）、t10.宣传折页（28.3%）、t11.看录像（27.3%）、t12.游戏（10.1%）。 

经回归分析，“最近一周有查看蚊孳生地”行为的正向影响因素包括：知识

评分、配合家人全面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接触登革热信息的形式为听家长教

导和看录像。 

“配合家人全面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的正向影响因素包括知识评分，接

触登革热信息的形式——横额或大标语、班会、听家长教导。 

知识评分的正向影响因素包括接触登革热信息的形式——横额或大标语、班

会、听家长教导、公交或地铁广告、书籍、宣传画、宣传折页、电视，住的地方

没有养水生植物。 

 



3 建议 

3.1知晓水平的待提升空间大，各级部门和学校需加大宣教力度 

2014年广州市教育局和/或卫生局在登革热暴发前期下发了 3个加强学校登

革热防控工作的行政文件，建议学校“上一堂预防登革热的健康教育课”、安排

学生完成“清除积水灭蚊”家庭作业。与此同时，公众媒体和社区组织也开展大

量的宣传。从同调查时段的零星报道和本报告中关于“哪种蚊子会传播登革

热”、“传播登革热的蚊子从干净的积水里出来”、“发烧、头痛症状”等内容的

调查结果来看，2014 年的健康教育工作发挥了不小的效应。但这种效应仅停留

在少量一般居民几乎都知道的内容上，对于支撑摸查蚊孳生地把握度所需要的

“知道防止蚊子生长应注意检查的各种地方”（本报告 9项中有 5项知晓率低于

50%）、“知道防止蚊子生长的各种一般方法”（6 项中有 3 项知晓率低于 50%）等

内容，则表现欠佳。从相关知识单选和多选两种条目的调查结果可得知总知晓率

仅在 58%左右，故可看出广州市暴发流行疫情之后，中小学生的登革热知晓水平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农村的蚊孳生地数量多，处理难度大，但观察到相关

知识的知晓率并不低，可见农村地区的登革热健康教育力度和知识传播效应不亚

于其他地域。日后实施健康教育工作时，学校可适当选择低知晓率的条目，还可

以根据年级差异和所处的城乡属性开展有针对性的知识传播。 

 

3.2 应注重情感态度的培养 

知识与行为的分离现象屡见不鲜，与登革热相关的[6]也不例外。信念的培养

是促进目标对象将所学的知识付诸行动的重要过程。观察学生登革热相关信念的

细节有助于找到适宜的教学方法，从而增强行动的把握度,进而使行为得以形成。

小学生对疾病的认识和体验比中学生要少，从调查结果上表现出自评易感性和严

重性较高，而可能由于依从性较好，配合家人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又相对较大。

另一方面，所处城乡地域环境对上述信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健康教育者应该

根据实地情况和施教年级作出“用心”的设计并着力使学生信服，才能取得更好

的效果。在当前推行“新课程理念”的环境下，对登革热的教案中“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目标”的设置和“过程与方法”的探索可能成为提高教育效应和效果的必

由之路。 

 



3.3 应从行为着眼“家校联手”抓教育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以影响行为为目的的沟通（COMBI）是实施控制登革热

全球策略的五大要素之一。这种沟通主要是人际交流和组织传播，而学校教育是

实施“师-生”、“家-校”人际交流和组织传播的重要途径。从筛选到的行为影响

因素来看，听家长教导（t5）、看录像（t11）起了不小的正向作用，而这两个因

素正是典型的人际交流和组织传播。因此，采用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校讯

通”加强“家校联手”防控登革热可能是高效的形式。而由于只要提供适当的电子

文件，在当前的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用“看录像”实施在校的组织传播是便捷高效

之选。市级健康教育机构或学校卫生保健机构及时更新并提供适当的视频电子文

件，将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配合家人全面摸查蚊孳生地的把握度（pw2）

也是影响行为的正向因素，而班会（t1）对 pw2 有较大的正向影响，因此班会是

在校防控登革热人际交流形式的佳选。另外，小学年级的行为影响优于中学，应

适当加强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