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老师：XXX 

第二章 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1. 能复述社区健康教育、 社区健康促进的概念。 

2. 能正确列举常用健康传播模式。 

3. 能简述社区健康教育评估的内容。 

识记 

1.能概括不同人群的健康教育特点。 

2.能陈述健康教育程序。 

3.理解社区教育与社区促进的区别。 

4. 能概括常用健康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 

5. 能总结常用健康促进理论的核心内容。 

6. 能合理解释健康传播策略与模式在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中的应用。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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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教育概念 

  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各种活动，使健康信息在教育

者和被教育之间传递和交流，使受教育者树立健康意识，自觉自愿地改变不良

行为，建立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从而达到维护和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目的。 



（二）社区健康教育概念 

概念 

A 

  社区健康教育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以人群为教育

对象，以促进居民健康为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评

价的健康教育活动。 

目的： 

1. 提高社区人群的健康意识, 培养居民的健康责任感；

增进居民自我保健的知识和技能； 

2. 促使居民养成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3. 合理利用社区的保健服务资源； 

4. 减低和消除健康危险因素。 

B 



健康相关行为 一 

健康教育形式和对象 二 



（一）促进健康行为 

１ 基本健康行为 ２ 避免环境危险行为 

３ 戒除不良嗜好行为 

４ 预警行为 

５ 合理利用卫生服务行为 



03 疾病不良行为 04 违规行为 

02 
致病性行为模式  

01 基本健康行为 

（二）危害健康行为 

概念 对自身和他人的健康造成危害的行为 。 

分类   

• A型行为又叫“冠心病易发性行为” 

• C型行为又称“肿瘤易发性行为 



（二）危害健康行为 

致病性行为模式  

1.A型行为模式：  

  是一种与冠心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的行为模式。有A型行为者

的冠心病发病率、复发率和病死率均比正常人高出2～4倍，A型

行为又叫“冠心病易发性行为”，其行为表现为做事动作快，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具有时间紧迫感)，大声

和爆发性的讲话，喜欢竞争，对人怀有潜在的敌意和戒心。其核

心行为表现为不耐烦和敌意。 



（二）危害健康行为 

致病性行为模式  

2.C型行为模式： 

• 是一种与肿瘤的发生有关的行为模式。 

• C型行为者宫颈癌、胃癌、食管癌、结肠癌和恶性黑色素瘤的发生率比

正常人高3倍左右，并可促进癌的转移，使癌前病变恶化，C型行为又称

“肿瘤易发性行为”。其核心行为表现是情绪好压抑，性格好自我克制，

表面上处处依顺、谦和善忍，回避矛盾，内心却是强压怒火，爱生闷气。

C是cancer(癌症)的第一个字母。  



（三）影响健康行为的因素  

 (1) 

倾向因素 

 (2) 

促成因素  

 (3) 
强化因素  



社区健康传播： 

  是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 , 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

康为目的 , 将各种有关健康资料有策略地、有计划地与居民进行交流和分享的过程。 

(1) 

信息传播

的要素 

(2) 

社区健康教育

主要传播种类 

(3) 

主要健康

教育形式 

(4) 

社区健康

教育对象 



（一）信息传播的要素 

1.传播者  指传递信息的个人(医生、护士、 
教育者等)和团体(报社、电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 是信息的发布者。 

3.传播媒介  是信息的载体, 是传递信息的
中介渠道 , 主要包括书刊、报纸、宣传画、 
板报等 

5.效果  接收者接收信息后产生的反应。 

2.信息  传播者所传递的内容。 

4.接受者  信息传递过程中接受信息的

一方(听众、观众、社区居民)。 

6.反馈  是接收者将接收信息后所做出的
反 应 通 过 直 接 或 间 接 途 径 传 递 给 传 播 者
的过程。 



（二）社区健康教育主要传播种类 

1. 人际传播  

  是指人与人、 个人与团体

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一种直接

的信息交流沟通活动, 主要通

过语言来完成。 

2. 大众传播  

  是职业性的传播机构或某个医疗

保健机构通过广播、 电视、 微信、 

网络、报纸等各种传播媒介对为数众

多的社会群体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 



（三）主要健康教育形式 

具体内容  

1.语言健康教育 交谈、健康咨询、专题讲座、演示、讨论、案例学习。 

2.文字健康教育 印刷资料、照片、图片，板报或宣传栏。 

3.形象化教育 图片、照片、标本、模型。 

4.电化健康教育 多媒体、vcd、DVD、电视。 

5.网络健康教育  互联网、电脑、 手机。 

6.民间传统健康教育 民间传统艺术形式。 



 交谈 讨论 健康咨询 案例学习 



专题讲座 





印刷资料、照片、图片 



板报、宣传栏 



音像教材 



演示 



健康教育图片荟萃 



健康教育图片荟萃 



（四）社区健康教育对象 

1.健康人群 2.高危人群 

3.患病人群 4.患者家属及照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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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健
康教育评估 

１ 

  社区健
康教育评估 

２ 

  实施社区
健康教育计划 

４ ３ 

  制定社区

健康教育计划 
  社区健康
教育评价 

５ 



（一）社区健康教育评估 

（２） 生活方式  

一般情况  （１） 

（３） 学习能力  

（４） 
对健康知识的认

识与掌握情况  

１．教育对象 



（一）社区健康教育评估 

３．教育者 

４．医疗卫生服务资源 

２．教育环境 
• 自然环境 
• 人文环境 



（二）确定社区健康教育问题 

确定社区健康教育问题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 

  分析健康问题对受教育
者健康的影响程度，将问题
按严重程度排列。 

3 

  统计数据，列出社区
居民现存的或潜在的健康
问题。 

１ 

  选出可以通过健康教育解决或改善的健康
问题, 对不可干预的健康问题和行为因素导致的、 
可干预的健康问题进行分类。 

２ 

4 

  根据目前所具备的能力及

资源和社区健康教育需求，决

定所开展的健康教育项目。 

５ 

  找出与健康相关的各

种因素, 包括行为因素、 

环境因素、 社会因素等。 

６ 

  确定健康教育的优

先问题, 可依据“三性”

进行排序。 



（三）制定社区健康教育计划 

1.设定社区健康教育的目标 

目标的
制定 

（1）总体目标--目的 

计划理想的、最终的结果，是宏观的不可测量 。 

（2）具体目标--目标 

为实现总体目标实现的、 具体的，可量化的指标。4W+2H（P51） 



（三）制定社区健康教育计划 

1.设定社区健康教育的目标 

具体目标 

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 



青少年控烟计划实施一年后，某社区15~22岁青少年的吸烟

率由计划执行前的50％下降到30％。  

举例 

When Who 

What Where 

How much How to measure 



（一）设定社区健康教育的目标 

2.具体
目标 

（1）教育目标 

（2）行为目标 

（3）健康目标 

（二）选择适当的社区健康教育方法 



（四）实施社区健康教育计划 

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以下两点 

 ( 一) 争取社区领导和居民的理解与支持并做好教育前准备 

1. 向社区或社区单位领导做好汇报和宣传工作 , 获得社区基层领导及管理者的支持。 

2. 调动社会各界力量 , 创造执行计划的良好内外部环境。 

3. 提高健康教育者知识水平 , 做好健康教育者的各项技能培训。 

4. 树立社区居民健康教育典范 , 带动居民积极参与 , 推动工作深入发展。 

5. 不断调查研究 , 常总结、常交流、做好经验积累。 



（四）实施社区健康教育计划 

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以下两点 

 （二）社区健康教育者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内容、形式和时间相适宜   

2.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3.鼓励教育对象积极参与 

4.及时进行评价 



（五）社区健康教育评价 

  社区健康教育评价是将社区健康教育结果与预期目标进行比较的过程 , 也是全面检测、 控

制计划 , 确保方案实施成功 , 并取得应有效果的关键步骤 , 其贯穿于实施计划的全过程。  

１. 评价种类      

２. 评价方法 

３. 评价指标 

• 形成评价 

• 过程评价 

• 效果评价 

• 观察法 

• 提问法 

• 问卷调查法 

• 抽样评价法 

 



（五）社区健康教育评价 

１.评价种类 

（１）形成评价 

（２）过程评价 

（３）效果评价 

全过程 

近期评价 

中期评价 

远期评价 

知识、态度 

行为 

健康状况 



（五）社区健康教育评价 

２.评价方法 

01 观察法 

02 提问法 

03 问卷调查法 

04 抽样评价法 



（五）社区健康教育评价 

3.评价指标 

1.反映个体或群体卫
生知识水平的指标 

4.反映群体健
康状况的指标 

3.反映个体或群体卫生习惯
或卫生行为形成情况的指标 

2.反映社区健康教
育工作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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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促进概念 

  健康促进是指一切能促使行为和生活条件向有益于健康。改变的教育与环境支持

的综合体 。 

1 

  1986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通过的《渥太华宣言》中指出：

“健康促进是促使人们提高、维护和改善他们自身健康的过程，是协调人类与他们所

处环境之间的战略，规定个人与社会对健康各自所负的责任。 

2 
  目前多用的是美国教育家劳伦斯•格林和他的团队提出的概念，即“健康促进是指

一切能促使行为和生活条件向有益于健康改变的教育与环境支持的综合体。  



（二）社区健康促进概念 

  社区健康促进是指通过健康教育和环境

支持改变个体和群体行为、生活方式与社会

影响，降低本地区发病率和死亡率，为提高

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素质而进行的活动。 



(一)健康传播形式 

健康宣传活动  健康巡讲活动  卫生宣传日活动 

推广和普及有关健

康知识, 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 

普及防病知识活动 



(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1 

全民健身运动  

  2 

食品安全与健康

饮食  

    
3 

控烟限酒、 安全

防护 



(三)影响健康促进活动的主要因素 

主
要
因
素 

○ 社区参与程度。  

 

02 

○ 干预与支持是中心环节。 01 

○ 注重计划设计和评价是关键。  06 

○ 加强信息传播是重要手段。 
 

03 

○ 开发利用社区资源，加大资金投入是保证。 
 

04 

○ 加强人员培训是基础。 05 

(四)社区护士的健康促进工作 



TH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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