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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英国学者提出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是一种同伴互助式健康教育方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改变人们

行为、特别是青少年行为的有效方式，近年来在药物滥用预防、艾滋病预防、性

教育以及其他健康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风头强劲的同伴教育一直以

来却少有涉足营养宣教领域。直到 2005 年，达能营养基金资助的一项课题研究

对此进行了探讨——以同伴教育模式为载体、以行为干预作为切入点，开展大学

生营养健康教育，结果表明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小标题 1）大学生存在哪些营养问题

高校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良好的营养状况是其成人期健康的基础，

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整体素质。而目前我国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较多的营养误

区和一些不良饮食行为习惯。2004 年 11 月－2005 年 2 月，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

院院长李廷玉教授带领课题组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 245 名平均年龄

为 20 岁的大一学生进行了营养健康教育的需求评估调查。

课题组发现：学生们缺乏基本的营养健康知识。比如，对于什么是缺铁性贫

血及其原因，学生们有点茫然，只知道“营养不良会引起贫血”，“站起来头晕就

是贫血”，“辣椒含铁较多”；对于“钙的最佳来源是什么”，仅27.35%的被调查者

回答正确；至于“我国膳食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我国膳食中能量的主

要来源是什么”这两道题，回答正确率分别只有38.37%和30.20%；对于“高血

压与吃盐有无关系”，回答正确者只占被调查者的51.43%；还有不少同学认为“糖

吃多了会得糖尿病”……

学生们的营养知识如此匮乏，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以此次调查对象们所来自

的两家市属高校为例，均无从事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有关教育工作均由校医兼

任。但校医一面忙于临床治疗，另一面由于受到知识结构和专业因素等多方面影

响，缺乏相关教材教具，往往是在学生就医的时候，向他们传递一些简单知识，

其深度和广度根本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对健康知识的需求，有关营养的健康教育

几乎没有。学校也无健康相关的学生社团组织，有关的健康教育的形式也很单调 ，

学生会偶尔以开设讲座和展览教育形式做一些宣传，但这些形式往往缺乏吸引

力。由于获取系统、科学的营养知识的渠道非常有限，就像有些同学所说的那样 ：

“我现有的营养知识是来自小学的健康教育、高中生物、电视、杂志、还有父母

的教育，而在大学里还没有获得新的营养知识”，导致大学生营养知识水平在低

水平徘徊。

营养知识匮乏导致不良饮食行为普遍存在。比如由于起床太晚、时间紧、学

校的早餐不好吃、有时心情不好等各种原因，不吃早餐的现象极其突出，男生尤

其严重；再比如在选择食物时，有78.8%学生根据自己的口味或饮食习惯、16.3%
学生根据价格，只有4.9%的学生考虑食物的营养价值或自己的营养需要。

（小标题 2）大学生需要怎样的营养教育？



人要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必需以知识和态度为基础。较之营养知识的匮乏 ，

大学生们的营养态度总还算令人欣慰。同学们普遍认为，营养在影响身体健康的

因素中占有主要地位。大部分同学愿意通过学习营养知识来提高对营养的认识，

树立良好的营养态度，建立良好的营养行为。但他们同时也强调，营养宣教的形

式必须具有吸引力，内容必须可靠，且实用、简单易懂，宣教者应“具有值得信

任的素质”。大多数学生认为，“搞讲座是有效的形式，但一定要注意活跃气氛，

集中听众的注意力；争取互动形式，由听众提出问题，然后由讲座的老师来讲解 ；

同时讲的内容不能太专业。”

课题组还发现了一些在开展营养教育时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同学们对于

接受营养知识的态度普遍较好，但在被问及“是否会因营养知识改变不好的营养

习惯”时，却表示“得看情况”；很多同学表示，自己的行为较多地受到周围同

学和父母的影响，特别是同龄的同学。这提示，开展大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可以

采用同伴教育的模式。再有，大学生们倾向于了解各种营养素的生理功能、食物

来源及其与健康、疾病的关系，但对于在饮食行为科学化方面有着非常重要作用

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却不了解。

根据营养宣教需求的调查结果和国内外有关文献，课题组设计了营养宣教的

内容：自编的《同伴营养宣教手册》和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平衡

膳食宝塔（简要本）》。经有关专家修改过的《同伴营养宣教手册》共 10 个章节

的内容，分别为概论、重要营养素的生理功能和主要来源、各类食品营养价值、

我国成年人的营养状况、正确的饮食观、营养科普宣传教育、肥胖与营养、常用

食品与美容保健、膳食营养误区、营养小常识。

考虑将同伴教育应用于大学生营养宣教工作，基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

首先，国内开展过较多的学生营养宣教的探索，如营养专业人员教学、咨询 、

发放张贴营养宣传资料；通过大众媒体（电视、广播、杂志、报纸、宣传栏）、

营养知识竞赛、视听手段、互联网等多种形式的营养宣传。由于施教者主要为营

养学教师、医学工作者、健康教育工作者，而该群体人员匮乏，使营养宣教的工

作范围和成效均有限。

其次，通常人们愿意听取与自身年龄相仿以及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

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青少年尤其如此，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青少年往

往能够听取或采纳同伴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愿意接受成年人的说教。

同伴教育就是利用青少年的趋众倾向，利用同伴影响的积极因素对青少年进

行教育的一种方式。通常首先对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少年(即同伴教育者)进行

有目的的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巧，然后再由他们向周围的青少年传播

知识和技能，甚至向更广泛的范围传播，以实现某种教育目标。其核心是交流，

目的不是要教会别人什么，而是在彼此讨论之后，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改变

态度。这种教育模式具有诸多优点，比如可接受性强，同伴间没有代沟，交流的

信息往往是兴趣相仿的，易沟通，彼此信任；包涵的社会面广，教育面大，可发

挥教育作用的时间长，人均教育成本低；参与性强，能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参与

积极性，教育方式灵活多变（做游戏、讲故事、开展智力竞赛等），在参与的过

程中轻松而牢固地掌握知识。尤其是交互式和参与式教学方法的应用，使它的教

育效果优于传统的至上而下的说教式方法。目前，同伴教育模式已被广泛应用于

药物滥用预防、艾滋病预防、性教育以及其他健康教育领域。

（小标题 3）高校学生同伴营养健康教育效果如何？

课题组选取重庆渝中区某学院为干预学校，抽取一年级九个班的 289 人作



为实验组，选取九龙坡区某学院为对照学校，抽取一年级九个班的 344 人作为

对照组。在重庆医科大学营养协会会员以及实验组中选拔和培训同伴教育者

35 名，培训时间 4 周，每周两次，直到骨干成员能够掌握面对面交流的技巧，

对交谈内容严格保密，熟悉营养相关知识，掌握咨询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强调

尊重和不评判被调查者的原则。经过严格质量管理、考核合格后的同伴教育者

方能上岗。

实验组学生经过了一个月的现场集中同伴营养教育，课题组于项目执行中

期进行过程评价。结果显示，干预内容比较适宜，干预时机和地点都充分考虑

了目标人群的可及性和接受度，执行率和执行质量较高，同伴营养教育方法可行 。

分别于干预后即刻、干预后4个月、干预后6个月对实验组及对照组进行的营养知 、

信、行（K－A－B）转变的效果评价结果显示，干预工作显著地增长了学生营养

知识，无论与基线或和对照组相比，干预对象的营养知识得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而干预后的定性评价结果则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此次干预活动总体上较好 ，

参加干预活动“有收获”。大多数同学承认喜欢这种教育形式，认为内容通俗易

懂，比较贴近大学生生活，抓住了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对干预活动效果的评价，了解一般学生、同伴教育者以

及老师对活动的看法，以对干预项目更全面的评价，课题组还对4名一般同学、3

名同伴教育者和两位老师进行了深入访谈。

接受访谈的学生、同伴教育者、老师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学校开展营养健康教

育。一位男生说：“身体是本钱。有营养才会有健康，学校条件有限平，常学校

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很少，如果身边有同学懂得如何科学饮食，对大家的带动作用

会比较大”。一位女生说：“有必要开展营养宣传活动，现在女生往往对美容啊 ，

减肥啊，很感兴趣，也是寝室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各种宣传说法经常不统一，所

以，寝室有人专门去学了回来，大家都会向她学习的”。一位同伴教育者说：“很

荣幸成为一名同伴教育者。我以前就对营养很感兴趣，但经过培训后才知道存在

很多误区，要学的东西太多。我也很乐意用学到的东西帮助和影响周围的同学”。

一位老师说：“完全有必要开展营养健康教育。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对营

养知识的需求很大，但我们这种院校目前还没有提供正规的营养教育，也没有这

样的师资，如果能够先培训一些学生，让他们再去宣传其他同学，应该是一个目

前比较好的办法”。

所有参加深入访谈的学生都认为自己认真参加了干预活动，并且觉得参加干

预活动后，增长了营养知识、提高了营养意识，改善了一些饮食行为。

深入访谈的对象也对干预活动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一位老师说：“我平常比

较忙，学生帮我打饭，最近几个月，明显感觉他们给我打的饭搭配要好些了。其

实，你们的同伴教育手册我也借来看。很不错，学生们都很感兴趣，应该收获比

较大吧！”

此次课题研究，课题组认为，同伴教育虽不是解决营养教育现状的根本办法 ，

但无疑可为目前相对不完善的健康教育做出有益补充，应成为学校系统健康教育

的重要部分，建议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推广应用大学生同伴营养健康教育模式 。

（本报记者 刘艳芳整理）

（图片说明：1/2/3：召开与营养相关的主题班会是同伴教育的一项内容；

4/5：实施同伴教育时，既可以采取群体讨论的方式，也可以是一对一地聊天谈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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