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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从来就不应该只是培养公民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掌握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本领、练就
强健的体魄，教育更应该关注人的健康，关爱人的生命。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健康报告明确指出，改善人的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减少疾病
风险的重要策略，而这一重大策略的实现则有赖于健康教育的实施。
这是时代赋予健康教育和健康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健康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传播保健知识和技术，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消除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
健康的科学。
它通过传播和教育手段，向社会、家庭和个人传授卫生保健知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养成健康行为
，纠正不良习惯，消除危险因素，防止疾病发生，促进人类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
目前，健康教育学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
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标志。
我国自著名的公共卫生学教授陈志潜先生翻译出版第一本“健康教育原理”至今已有70多年的时间，
期间健康教育通常是作为预防医学等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必修课程。
世纪之交，教育部首次在“健康第一”原则的指导下，将体育课更名为“体育与健康”课，这标志着
健康教育正式以课程的形式进入中小学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
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合格的体育与健康教育师资，“健康教育”自然地走入并成为普通高等学校体育
教育专业学生的重要课程。
2000年以来，国内已经出版的健康教育相关教材已有十多个版本，教材内容、体系结构和教育背景等
都与社会对体育教师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我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国内专家，按照“普及健康科学知识和培养合格体
育与健康教育师资”的原则，针对体育教师的教学需要设计了教材的体系结构，形成了这本以传播健
康科学知识和推进健康促进活动为主线的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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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健康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传播保健知识和技术，影响个体和群体行为，消除危险因素，预防疾病，
促进健康的科学。
它通过传播和教育手段，向社会、家庭和个人传授卫生保健知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养成健康行为
，纠正不良习惯，消除危险因素，防止疾病发生，促进人类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
目前，健康教育学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
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标志。
我国自著名的公共卫生学教授陈志潜先生翻译出版第一本&ldquo;健康教育原理&rdquo;至今已有70多
年的时间，期间健康教育通常是作为预防医学等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必修课程。
世纪之交，教育部首次在&ldquo;健康第一&rdquo;原则的指导下，将体育课更名为&ldquo;体育与健
康&rdquo;课，这标志着健康教育正式以课程的形式进入中小学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
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合格的体育与健康教育师资，&ldquo;健康教育&rdquo;自然地走入并成为普通高
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重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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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健康与健康促进概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健康，因为健康是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
基础。
古希腊苏格拉底曾说：“健康是人生最可贵的”；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认为：“强国必强种，强种
必强身”；马克思也认为：“健康是人的第一权利，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
一个前提”。
可见，健康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目标由来已久。
健康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综合概念，并随着社会和医学科学的发展而逐步深化。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贫困时期，人们认为无病就是健康。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们提出了健康是生物学上的适应，是指
没有疾病和无伤残等，建立了以生物机体和机体的生物性为研究重点的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认为健康就是“不生病⋯’或“不虚弱”，把健康单纯地理解为“无病、无残
、无伤”，这个概念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但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这个概念是极不全面的，不能机
械地视健康和疾病为单因单果关系。
它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开，忽视了影响人们健康心理的社会因素，如政治
、经济、战争、教育以及冲动、孤独、紧张、恐惧、悲伤、失落、忧患、不良行为方式等社会、心理
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演变，健康的涵义也随之不断更新
、扩展。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提出：“健康（health）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指
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良好状态”的三维健康观。
将健康的概念划分为生理、心理及社会三个方面：生理意义上的健康是指躯体、器官、组织及细胞的
健康；心理意义上的健康是指精神与智力的正常；社会意义上的健康是指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与社会适
应的能力；三者相互作用以维护个体的健康或产生疾病。
当三者平衡时，我们称之为恒定，便能维持健康；当这种平衡受干扰而被破坏时，疾病便产生了，在
恒定与平衡被破坏之间，出现了健康状态的动态变化，“健康”和“疾病”是这种变化的两个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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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健康教育学》为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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