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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中小学生对于医学和心理健康知识科普的需求，为后续促进中小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思维、提升科

学素养打下理论与实践基础。方法：以 809 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基本信息、对于医学知识科普和心理健

康知识科普的需求等方面展开调查。 结果：90.36% 的中小学生非常支持医学科普进校园；61.06% 的中小学生期望的科普频率为

一周一次；实践性强、互动性强、趣味性强的科普形式更受调查对象期待；被调查者比较关心的科普内容包括日常饮食健康、规

律作息、心理健康概念以及如何保持心理健康等。结论：中小学阶段是培养健康观念、养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期，中小学生对于

医学与心理健康知识科普的态度积极，应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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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demand for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laying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fostering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enhancing 

scientific literacy in these students. Metho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809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overing basic information and their needs for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Results: 90.36% of the students strongly support 

bringing medical science education into schools; 61.06% of the students expect one session per week; practical, interactive, and engaging 

forms of education are more favored by the respondents; the most concerning topics include daily dietary health, regular sleep patterns, 

mental health concepts, and how to maintain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years are crucial for cultivating 

healthy attitudes and habits. Student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it is essential to 

actively promote suc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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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升，公众对健康管理与医学知识的需求也急剧上升，

医学科普事业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 [1]。医学科普作

为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径，

不仅有助于推动公众健康观念的转变，更是实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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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中小学生作为国家未

来发展的主力军，其科学知识储备与科学思维塑造

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创新能力与长远发展。《关于新

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中强调

“强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科普”，强调通过

系统化、常态化的科普教育，夯实全民科学素质根基。

为了解中小学生群体对医学知识及心理健康知

识科普的真实需求与期待，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方

法，收集与分析该群体在科普形式偏好、内容需求

等维度的反馈数据，旨在为构建更具针对性、实效

性的中小学生科普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与实践指导，

推动医学科普资源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精准下沉与高

效转化。

2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 809 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

卷调查法，以获取广泛且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数据。

在调研设计阶段，经多轮专家论证与反复修订，形

成标准化问卷；随后开展小范围预调查，通过信效

度检验优化问卷内容与结构。正式调研依托多渠道

线上平台。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809 份，经数据清洗

与质量核查，确保研究结论具备较高的可靠性与外

部效度，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人群构成的特点

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性别分布较为均衡，男

生占总体的 49.94%，女生占总体的 50.06%。全国第

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36.11%，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而受限于教育资源的

匮乏，村镇地区学生往往在科学知识与素养提升的

过程中会遇到更多困难。通过科普推动村镇教育事

业发展，不仅能提升村镇中小学生个人素养，也能

助力乡村振兴。因此，本次调查，绝大多数调查对

象的学校位于村镇（97.16%），少数位于县城（2.1%）

和城市（0.74%）。

调查对象年级集中分布在小学（63.54%）和初

中（35.6%），其中小学生不同年级的总体占比按照

三年级及以下（26.08%）、小学五年级（17.43%）、

小学六年级（11.62%）、小学四年级（8.41%）的顺

序依次减少，少数分布在高中（0.87%）。针对不同

年级学生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科普

内容和科普活动。 

3.2 中小学生对于科普活动的需求

调查发现，大多数调查对象非常支持医学科

普进校园（90.36%），认为很有意义，说明大多

数中小学生对于科普的态度较为积极。（图 1）。

图 1 调查对象对医学科普进校园的支持比例

在科普进校园的时间方面，大多数中小学生

期望将科普教育作为常规课程安排（65.76%），

少数中小学生期望将科普进校园作为课后兴趣班

（18.29%）、或周末及节假日期间作为兴趣课另

外安排（15.95%）。这种倾向性可能与中小学生



Journal of Rural Medicine
乡村医学

第 2卷◆第 4期◆版本 1.0 ◆ 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3060-947X

16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课内学业压力大、希望通过科普活动调剂学习生

活有关。在科普进校园的频率方面，大多数中小

学生期望的频率为一周一次（61.06%）（图 2）。

图 2 调查对象期望的科普进校园频次比例

在科普进校园的形式方面，调查对象较为期待

的形式为实践（实验）课程（70.33%）、线下理论

授课形式（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授课形式）（61.8%）

和阅读科普读物、观看科普视频、动画等形式

（57.6%），而对于线上授课形式（23.36%）并不青

睐，还有一小部分调查对象期望其他形式（6.18%）。

调查对象期待的科普形式大多实践性强、互动性强、

趣味性强，符合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

在医学知识科普方面，调查对象对于生活中常

见医学问题都很关心，尤其是日常饮食健康、规律

作息、卫生习惯科普（82.32%），生活中常见病症

如流鼻血、烫伤、擦伤、运动损伤、青春痘等的应

对与预防相关医学知识（78.62%）和常用急救知识

（77.63%）。其他医学问题有：自我身体构造认知

与性教育（56.86%），心理健康与相关疾病如焦虑、

抑郁症等（63.78%），常见传染病如流感、手足口病、

水痘、新冠等知识科普（63.29%），生活中的寄生虫、

微生物（50.68%），高发病率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

结石、常见癌症等的基本知识与预防（47.34%），

医院就医一般流程及家庭常备药物如感冒药等的相

关介绍（52.04%），以及其他相关的医学问题（4.2%）。

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大多数调查对象目前面

临学习问题或学习压力（82.94%），其它困扰包括

睡眠问题（37.33%）、人际矛盾或冲突（39.93%）

和家庭问题（17.8%）。有 7.91% 的调查对象表示近

期经常因为成绩有较大退步、或者考试失利、或者

学习效率低下等，觉得学习压力增大而难以承受，

分别有 55.38% 和 36.71% 的调查对象表示偶尔或没

有出现上述情况。有 7.17% 的调查对象表示近期经

常因为与家人产生冲突、不被家人理解或者被家长

批评而感到难过和失落，分别有 42.52% 和 50.31%

的调查对象表示偶尔或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有 4.08%

的调查对象表示近期经常因为与朋友发生矛盾或者

融入不了集体而感到焦虑，分别有 32.88% 和 63.04%

的调查对象表示偶尔或没有出现上述情况。当面临

不顺心的事，并感到失落、焦虑、生气的时候，大

多数调查对象会采取一些方法来缓解负面情绪，如

图 3 调查对象缓解负面情绪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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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其他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做游戏、阅读、绘

画、运动等）（45.36%），与家人、朋友或老师倾

诉（38.94%），但也有少数调查对象不知道如何缓

解（10.01%）（图 3）。 

在心理健康知识科普方面，调查对象对于常

见心理健康问题都很关心，包括什么是心理健康

（69.47%）、关于学习心理（69.22%）、关于考试

心理（52.41%）、青少年如何保持心理健康（75.9%）、

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65.02%）、如何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68.48%）、如何提升自信心（60.69%）、

出现心理困扰怎么办（48.83%）、如何与父母有效

沟通（55.38%）。

4 现状总结与未来建议

4.1 现状分析总结

根据调查结果，大多数中小学生非常支持医学

科普进校园，并期望将科普进校园在上学期间作为

一种常规课程安排规定课节，期望科普活动频率为

一周一次。在科普形式偏好方面，实践操作类活

动（如科学小实验、模拟演练）最受青睐，占比达

70.33%；其次为多媒体辅助教学（科普视频、动画等，

占比 57.6%），而传统讲授式教学与科普读物阅读

的支持率相对较低。内容需求层面，中小学生更关

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问题，如常见疾病预防、急救

处理方法等；同时，心理健康议题，尤其是学习压

力缓解、情绪调节策略等内容的关注度显著提升，

侧面反映出该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心理困扰。

4.2 展望与建议

主动健康作为 “健康中国” 战略的核心支撑，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面临新机遇与挑战。在信息技

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健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

性化为主动健康科普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 [2-4]。基于本次调研结果，为构建更贴合中小

学生需求的科普体系，现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4.2.1 将科普内容安排为常规课程

将医学与心理健康科普纳入校本课程体系，制

定标准化教学大纲，明确每周1课时的固定教学安排，

确保科普教育的持续性与系统性。

4.2.2 采取多样化的科普形式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多采取实践性强、

互动性强、趣味性强的形式，例如实践、小实验形

式 [5-6]，观看科普视频、动画等形式 [7]，也可适当

结合新科技（如 ChatGPT、Sora 等 AI 产品 [8-9]，VR

技术等 [10]），增强科普内容的趣味性与吸引力。

4.2.3 制定多样化的科普内容

聚焦生活常见健康问题与学生心理痛点，设计

分年龄段科普内容。针对小学生，采用故事化、游

戏化呈现方式，普及基础健康知识；面向中学生，

结合生物、心理等学科课程，深化疾病原理、心理

健康管理等专业性内容讲解。

4.2.4 校内外资源整合

充分利用学校内部和外部的资源，一方面发挥

学科教师的专业优势，组建科普教学团队；另一方面，

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媒体平台等外部资源，

引入专家讲座、实地研学等优质科普项目，同时鼓

励学生自主策划社团活动，实现科普教育的双向互

动与资源共享 [11-12]。

5 结语

通过本次中小学生科普需求调查研究，不仅深

化了对基础教育阶段科普工作的认知，更为后续科

普教育实践指明了方向。希望以此次调研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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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转化研究经验与结论，通过优化科普课程设计、

创新传播形式、整合多元资源等举措，系统性推动

健康科普活动的高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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