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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实训项目中对高职院校!.1名大学生健康调查"

桂!勇!谭!林!尹安瑞!郑春雷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艺术与教育学院健康管理教研室!重庆9$#2"$#

!!"摘!要#!目的!在实训项目中对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健康调查!了解学生健康情况$方法!以重

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康养学院21(23级社区康复专业!.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在专业实训课中进行健康数据

采集(评估及干预分析$结果!大学生生活方式积分最佳水平"1$#2$$分#占#$41/!优良水平""$#%1$分#

占.140/%体重正常占0!42/(消瘦占2942/(超重占343/及肥胖占!49/%3种中医体质中平和体质占

.943/!偏颇体质占9#4./%大学生正常血压占3!4"/!正常高值占!42/!轻度高血压占#4#/及低血压占

242/%,型人格占"$4$/!:型人格占!!4$/及'型人格占04$/%偏离膳食宝塔结构占1.41/$结论!不良

生活方式是大学生体重异常(血压增高及偏颇体质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实训课程中同步进行大学生健康管理!

对于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及提升大学生健康水平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生活方式积分%!体重指数%!中医体质%!血压%!高职生%!健康调查

!"#!2$4!3"3"546--742$$3%..234#$#!4$34$!2 中图法分类号$W2
文章编号$2$$3%..23"#$#!#$3%2.10%$9 文献标识码$'

!!据调查'大学生不良生活方式比例高达"./%2&' 伴手机综合征(超重"肥胖及高血压态势明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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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近年来对高职院校社区康复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教学#健康管理学\营养与膳食$进行创新改革'建立

了新的教学模式%9%.&'并将大学生健康数据采集(健康

风险评估及其健康干预融入专业实训课教学过程取

得初步成效'现报道如下)

C!资料与方法

C4C!研究对象!以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康养学院

21(23级社区康复专业!.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

女生占3$4$/'平均年龄#$岁)对健康数据完整的

学生进行统计分析)

C4D!方法

C4D4C!生活方式积分!按照郭清等%!&主编的1健康

管理学2教材'根据体重指数#,(U$#2$分$(身体活动

水平##$分$(吸烟情况#2$分$(饮酒情况#.分$(肉类

摄入情况#2$分$(谷类摄入情况#.分$(蔬菜摄入情

况#2$分$(水果摄入情况#2$分$(心理状况#2$分$(

睡眠状况#2$分$2$个定性定量指标对学生进行评

分'总分2$$分)

C4D4D!,(U测定!采用身高(体重秤'按照脱鞋(站

立等要求%"&测量学生体重',(Ue体重#G@$"身高#F$

的平方)体重正常!,(U214.##!43G@"F#'消瘦!

,(U%214.G@"F#'超重!,(U#94$##043G@"F#'肥

胖!,(U&#14$G@"F#)

C4D4E!中医3种体质类型测定!根据1健康管理

学2%!&教材中介绍的评分(转化分计算(求和及判断步

骤进行)首先指导学生填写1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表2'根据条目内容在/没有(很少(有时(经常(总是0.
个选项中选择2项'然后计算原始分和转化分'最后

判定体质)

C4D4F!血压监测!采用水银血压计'按照1健康管理

师培训2教材操作血压监测%"&)

C4D4H!人格判断!根据郭清等%!&主编的1健康管理

学2教材'学生按照 :(,('型人格特征进行自我判

断):型人格富有竞争性'具备进取心(自信心(有成

就感等特征+,型人格不争强好胜'温和平静'从容大

度+'型人格害怕竞争'内向(忍气吞声(任人摆布等

特征)

C4D4I!教学方法!用混合式教学方法进行/生活方式

健康管理0及/健康教育学0章节的教学+采用项目教学

法及任务驱动法开展综合性实训项目#大学生膳食宝建

立及膳食营养干预方案+大学生健康干预计划$)

C4D4J!健康数据采集!由学习委员收集在实训课程

中各小组成员的健康数据'电子版存档)#$21\#$23
级社区康复健康管理学相关实训课程!自我生活方

式"行为评估'3种体质测定及自我健康管理',(U测

定与体重管理'用健康生活方式调理血压'大学生自

我健康管理计划设计)#$21营养与膳食网课相关实

训课程!学生居家膳食结构调查#居家试验'!K#9B
膳食调查法'模拟家庭场景建立自己的膳食宝塔$'膳

食宝塔结构建立及营养与健康风险评价#居家认知d
试验'分析自己的营养健康风险$'大学生营养与膳食

指导方案#居家试验d文案撰写'形成自我及家庭营

养指导方案$)

C4D4S!大学生自我健康管理!在大学生健康数据采

集及健康评估基础上'每一位学生针对自己的健康主

要问题为目标'写出1大学生自我健康管理计划2及

1大学生营养与膳食指导方案2实训报告%.&并实施自

我健康管理+开展大学生生活方式管理)

D!结!!果

D4C!健康数据!从1大学生自我健康管理计划2实训

报告得出!21级社区康复专业学生手机综合征占

904$/)!.9名学生中'体重正常占0!42/'消瘦占

2942/'超重占343/'肥胖占!49/+,(U$!$4$G@"

F# 的有"人'占240/)!#3名学生中正常血压占

3!4"/'正常高值占!42/'一级高血压占#4#/'低

血压占242/)!#3名学生中,型人格占"$4$/'其

次为:型人格占!!4$/及'型人格占04$/)中医

体质类型分布及生活方式积分见表2(#)
表2!!##"名社区康复专业大学生中医3种体质测定

!!!类型分布&23级!个班及转段班'

类型 人数#人$ 构成比#/$

平和质 2#9 .943

气虚质 #9 2$4"

阴虚质 #! 2$4#

阳虚质 ## 340

气郁质 2" 04$

温热质 0 !42

痰热质 9 241

血瘀质 9 241

特禀质 # $43

合计 ##" 2$$4$

D4D!膳食宝塔结构! 从2#0份社区康复专业1大学

生营养与膳食指导方案2实训报告看出!大学生因不

吃早餐#9$人'占!24./$'缺乏宏量营养素与营养过

剩(隐性饥饿(吃动不平衡而消瘦与超重肥胖并存+不

均衡营养膳食普遍存在'正常膳食宝塔结构有#"人'

占#$4./'偏离膳食宝塔结构有2$3名'占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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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E!大学生生活方式管理!面对大学生熬夜(手机

依赖'营养不均衡(肥胖"超重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

险因素'建立超重肥胖大学生塑身微信群'投放轻断

食视频'在教授生活方式管理章节时'线上直播1你的

生活方式健康吗21高血压的调理技巧2及1环境污染

与癌症一级预防2等健康科普讲座'收到较好的教学

效果+通过大学生健康管理计划及营养指导方案实训

项目'启动了大学生主动健康管理方案+以上课堂内

外(线上线下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健康管理'效果良

好'校园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文化氛围逐步形成)
表#!!!.2名社区康复专业大学生生活方式积分情况

积分#分$
21级学生

#人$

23级学生

#人$
合计#人$ 构成比#/$

%.$ ! 2" 23 .49

.$#%"$ #! !$ .! 2.42

"$#%1$ 09 2!# #$" .140

1$#2$$ #9 93 0! #$41

合计 2#9 ##0 !.2 2$$4$

E!讨!!论

E4C!大学生生活方式!针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积分及

性格的研究较少)!.2名社区康复专业学生具有良好

生活方式过半#.140/$'最佳生活方式占#$41/'显

著优 于 大 学 生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与 行 为 具 备 率

#342/$%0&'这是否与康养学院女生居多(自律性强有

关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存在男生吸烟(女生超重"肥

胖(缺乏运动(营养不均衡及隐性饥饿现象'其中手机

综合征占904$/+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高认知'低行

为0状态%1&)

E4D!大学生,(U及影响因素!高磊等%3&研究显示'

990"名大学生中,(U正常者占."4./'其中消瘦占

!"4$/'超重占949/'肥胖占!42/+而本研究中社

区康复专业学生的,(U正常比例高出以上研究的

2"4"/'超重比例高出.4./'肥胖比例一致'消瘦比

例偏低#243/'这是否与健康类专业与非健康类专业

大学生差异性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经常锻炼(规

律作息(正常饮食是,(U的促进因素%2$&)

E4E!大学生高血压患病率!本研究中!.1名社区康

复专业学生的高血压患病率与中国大学生高血压患

病率#$419/#2$4.3/$一致%#&)杨晓卿等%22&研究结

果显示'不同生活方式积分组大学生#9B血压随不良

生活方式积分升高而升高'说明不良生活方式对高校

大学生血压产生显著影响)

E4F!体质类型与生活质量!根据南京%2#&(重庆%2!&(

湖南%29&(宁波%2.&及江门%2"&地域的研究'平和体质占

#94"/#!341/'偏颇体质占"$4#/#0.49/'偏颇

体质前.位是阴虚质(湿热质(阳虚质(痰实质#气郁

质$(气虚质)本研究中##"名社区康复专业学生的平

和体 质 占 比 最 高#.943/$'偏 颇 体 质 占 比 最 低

#9#4./$'与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调查结果相近%2!&'

前.位偏颇体质种类与江门市研究结果完全一致%2"&)

平和体质是对大学生生活质量的生理(心理领域起促进

作用的因素'而偏颇体质是对心理领域起负面作用的因

素%2.&)但目前大学生中医体质调查研究文献质量偏

低%20&'尚需进一步研究大学生中医体质类型调查质量

控制及其在地域(性别(生活方式差异中的分布规律)

E4H!加强大学生健康干预!建议在中(高职及本科

院校加强并开展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定量及中医体质

类型在地域(性别中的分布研究+在医科院校的健康

管理(中医基础(营养与膳食专业课程及非医科院校

开设生活方式等健康教育选修课程的实训课中进行

大学生健康管理工作'实施大学生健康管理及营养与

膳食项目的实训教学'对推动超重肥胖及隐性饥饿%21&

的健康管理'纠正大学生不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大学

生平和体质的比例(增强大学生体质及提升大学生的

生活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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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区康复专业学习委员朱婷婷(王征宇(李丹(彭玲

意(梁鑫鑫(周志龙(徐晨(黄遥(牟盈对健康数据采集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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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RO?B<7在医学文献检索与统计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王家武!姜!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重庆9$$$2$#

!!"摘!要#!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数据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渗透在社会各行各业!已成

为临床医学学生不可或缺的技术与技能$只有将临床医学教学特点和大数据时代特征有机融合!不断深化适

应医学大数据的趋势!才能更好地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医学人才$该文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了适合应用RO?B<7语

言的!种情景!包括RML(>K网站下载文献(整理与分析基因表达数据(基因表达相关性及其结果可视化!探讨

了RO?B<7在文献检索与统计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应用$通过分析!将RO?B<7语言应用于文献检索与统计学

课程教学实践能够大大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成效$

"关键词#!医学生%!大数据%!RO?B<7%!文献检索%!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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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科学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分析的影响及重要性日益凸显'

已渗透在社会各行各业%2%!&)在大数据时代'医学数

据具有结构多样(数据量大(更新及增长迅速及应用

价值高等特点'迫切需要对现有数据进行有效挖掘并

发现其潜在价值%9&)因此'新时代的高水平医学人才

不仅要有扎实过硬的基本临床技能'还必须具备较好

的科研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其能顺应大数据(人工

智能在医学专业发展的趋势'具备较好的文献检索及

数据分析能力'才能适应当前医学发展的需要)当

前'如何与大数据时代深度融合'在数以万计的研究

中寻找与自己研究相关领域的文献'并结合临床问

题'从中找到科研方向及设计思路'并对实验数据结

果进行科学统计分析'提高效率'是摆在研究者面前

的一大难题%0&)

RO?B<7语言是一种适用范围广泛(跨平台的高级

*$3.2* 现代医药卫生#$#!年.月第!3卷第3期!X(<K(>K+>AI?B!(AO#$#!!Y<I4!3!Z<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