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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研究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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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素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密切相关ꎬ研究以评价工具为切入点ꎬ重点综述了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

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研究现状ꎮ 建议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

评价工具的开发ꎬ加强健康教育和提升健康素养ꎬ有利于青少年更好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ꎬ维护身心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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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末以来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国际蔓

延ꎬ疫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ꎬ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１] 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健康素养密

切相关ꎬ健康素养在群众主动参与、集体动员应对传

染病疫情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２] ꎮ 近年来健康素养相

关研究较多[３－４] ꎬ归纳起来大致包括健康素养内涵理

论研究、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健康素养与个体

身心健康结局研究、群体健康素养现状及功能研究、
健康素养评价工具与干预研究ꎮ 从应用的角度看ꎬ健
康素养评价工具和干预研究相对较少ꎬ建设也是迫在

眉睫ꎮ 健康素养评价工具是干预的基础ꎬ评价可作为

干预方案选择的依据ꎬ也是干预结局的测量指标[５] ꎮ
青少年主要在学校里学习ꎬ一旦学校出现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ꎬ对个人、家庭及学校影响较大ꎮ 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视域下对青少年健康素养进行评价ꎬ加强健

康教育ꎬ 有利于青少年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ꎮ

１　 健康素养定义及相关成人评价工具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素养的定义是一种认知和

社会技能ꎬ这些技能使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
理解和利用信息ꎬ并能够促进和维持健康[６] ꎮ Ｎｕｔ￣
ｂｅａｍ 依据不同的理论模型ꎬ将健康素养分为临床和公

共卫生两个视角ꎬ以及功能性、交互性及批判性 ３ 个层

次[７] ꎮ 国内外健康素养评价工具有所不同ꎬ国外多数

工具集中在临床视角和功能性层次ꎬ国内的评估工具

多数是公共卫生视角及相对综合全面的评估问卷ꎮ
国外比较经典的健康素养评价工具主要包含健康素

养评估分量表(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ꎬ ＨＬＣ) [８] ꎬ
属于成人理解运用类健康素养测试ꎻ健康活动素养量

表(Ｈｅａｌｔ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ＨＡＬＳ) [９] ꎬ评价成人

执行健康活动的能力ꎻ成人功能性健康素养量表(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ＴＯＦＨＬＡ) [１０] ꎬ
属于成人理解类健康素养测试ꎻ成人医学素养快速评

估量表( Ｒａｐｉ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ＲＥＡＬＭ) [１１] ꎬ属于成人视读类健康素养测试ꎮ 我国健

康素养评价研究起步较晚ꎬ２００８ 年我国卫生健康委员

会出台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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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ꎬ并印发«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６６ 条»读本ꎬ共
６６ 个条款ꎬ将健康素养分为基本知识与理念、健康生

活方式与行为、健康基本技能等方面内容ꎬ用于国人

健康素养培养及测评[１２] ꎮ ２００９ 年国家开发设计了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ꎬ问卷包含 ７１ 条

健康素养指标ꎬ将健康素养分为传染病预防、慢性病

预防、安全与急救、科学健康观以及基本医疗等 ５
类[１３] ꎮ 成人健康素养评价工具也适合青少年中已经

成年的青年人群ꎬ如大学生等ꎮ

２　 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

青少年健康素养的定义与成人基本相同ꎬ由于青

少年期是培养健康素养的关键时期ꎬ所以青少年健康

素养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１４－１６] ꎬ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

工具应符合青少年人群的特点ꎮ
２.１　 国外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　 国外青少年健

康素养评价工具多数来自于成人工具ꎬ并结合青少年

特点开发ꎮ 如青少年医学素养快速评估量表( Ｒａｐｉ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ＲＥＡＬＭ￣
ＴＥＥＮ) [１７] 、青少年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短版(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ꎬ
ｓＴＯＦＨＬＡｄ) [１８] ꎻ 最新重要标识 ( Ｎｅｗｅｓｔ Ｖ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ꎬ
ＮＶＳ) [１９] 、评判性健康素养测量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ꎬＣＨＣ) [２０] 、基于健康教育项目评估青少年

健 康 素 养 (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ＨＥＡＰ) [２１]等ꎮ ＲＥＡＬＭ－ＴＥＥＮ 罗列了 ６６ 个医学词汇ꎬ
以难度递增的顺序排列ꎬ要求青少年在规定时间内朗

读ꎬ通过词汇的正确率测试医学素养ꎬ此量表操作简

单ꎬ主要测试视读技能ꎬ对健康素养的其他内容未有

测试ꎮ ｓＴＯＦＨＬＡｄ 主要测试青少年对医疗环境的阅读

理解技能ꎬ同样对健康素养的内容涵盖不全ꎮ ＮＶＳ 让

儿童青少年阅读一个标签(如食品营养成分标签)ꎬ并
要求回答相关问题ꎬ从而测试阅读理解、计算、应用信

息的技能ꎬ对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及其他一些技能无

法测试ꎮ ＣＨＣ 主要测试青少年评判性健康素养ꎬ有 ７２
个题项ꎬ包括医学概念、信息检索、基本统计、实验设

计等方面ꎬ内容较多且倾向于医学专业性ꎬ健康生活、
健康行为等方面未有涉及ꎮ ＨＥＡＰ 共 ３０ 个条目ꎬ测评

青少年健康概念、健康生活及健康技能ꎬ内容来自于

教育部门的健康教育课程ꎬ对健康素养相关内容基本

都有涉及ꎮ 另外ꎬ在当今互联网广泛应用的时代ꎬ青
少年常会利用互联网获得健康知识指导健康行为ꎬ国
外学者开发了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素养评价工具ꎮ 如

Ｎｏｒｍａｎ 等[２２]设计了首个与网络、数字有关的健康素

养的评估工具ꎬ即电子健康素养量表( ｅ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ｅＨＥＡＬＳ)ꎬ主要测试包括青少年为主的网民在

线上检索和运用有关健康知识时的自我感觉ꎬ之后也

有多种电子或信息健康素养问卷被开发ꎮ
２.２　 国内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　 国内青少年健

康素养评价工具相关研究较多[２３] ꎬ总结起来包括政府

部门发布的青少年健康素养纲要ꎬ国外问卷汉化ꎬ部
分学者根据理论模型自行制定问卷ꎬ还有学者参考政

府部门的标准设计问卷等ꎮ 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发布青少年健康素养的纲要ꎬ如 ２００８ 年我国教

育部出台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ꎬ规定了青少

年学生在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
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与避险等 ５ 个方面

健康素养目标[２４] ꎬ但是没有配套具体评估工具及培训

方案ꎮ 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６６ 条»推出了学生版本ꎬ用于青

少年健康素养评估和培养ꎬ有待于全国推广ꎮ 从国外

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估工具汉化用于中国青少年ꎬ如
Ｃｈａｎｇ 等[２５] 汉化和修订青少年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

短版ꎬ共有 ３６ 个条目ꎬ问卷可在健康素养培养前进行

评估ꎮ 国内学者自行编制问卷用于青少年健康素养

评测ꎬ如张诗晨等[２６] 将跨理论模型引入评定问卷ꎬ编
制了“中国青少年互动性健康素养评定问卷”ꎬ包括健

康意识、营养、体力、压力、精神成长和人际关系等内

容ꎬ在中学生中使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ꎮ 参

考政府部门的标准设计问卷ꎬ这些问卷框架内容大体

一致ꎬ主要包含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及健

康技能 ３ 个方面ꎬ题项各有不等ꎮ 冷艳等[２７] 以 «中小

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

知识与技能 (试行) »及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

问卷为基础ꎬ设计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共 ３１ 题ꎬ问卷得

分达到总分的 ８０％ 及以上为具有健康素养ꎮ 曾锐

等[２８]对 ３０ 篇相关的硕博论文进行分析ꎬ主要在«中国

居民健康素养 ６６ 条»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ꎬ包括健康

知识与理念、行为及技能等方面ꎮ
２.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

工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传染病疫情、食品安

全和职业危害、灾害事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ꎬ以及

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２９] ꎮ 青少

年人群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发人群[３０] ꎬ应加强对

青少年健康素养的评价和教育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视域下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ꎬ与一般的健康素养

评价工具相比较ꎬ主要针对青少年人群ꎬ考察指标主

要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视角有关ꎬ评估更具有针对

性和特异性ꎮ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青少年健

康素养工具开发研究总体较少ꎬ有的来自于一般居民

或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ꎬ有的来自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视域下公民健康素养评价工具ꎬ有的为自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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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ꎬ亟待完善ꎮ 部分学者直接使用居民健康素养问

卷[３１－３２] ꎬ但并没有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ꎮ 有的学者针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某一方面视角制定问卷ꎬ李远

骋等[３３]开发了中学生传染病预防健康素养评价量表ꎬ
通过专家征询及学生专题讨论ꎬ最终修改形成 ５３ 个题

项ꎬ主要从传染病知识、态度、行为、技能、信息、认知

等方面评测传染病健康素养ꎮ 有的学者针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设计问卷ꎬ但没有提出健康素养

的概念及评价ꎬ如张雯等[３４]自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能力问卷ꎬ对山东省 ６ 所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ꎬ贾乘

一等[３５]使用新冠疫情知识知晓情况问卷对香格里拉

市在校学生进行了调查ꎬ也没有提出健康素养的概念

及评价ꎮ

３　 展望

从健康素养的内涵及目前的评价工具可以看出ꎬ
健康素养是一种认知和社会技能ꎬ包含健康知识、健
康信念、健康行为及应对技能等ꎬ其本身就体现了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ꎮ 青少年时期将面临

生理发育、情绪多变、学业压力、人际矛盾等ꎬ健康知

识较少和心理发展不平衡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能力不足ꎬ容易出现心理问题ꎮ 疫情早期ꎬ学校停课ꎬ
青少年学生居家学习ꎬ容易出现交流减少、缺乏体育

锻炼、亲子矛盾、沉迷电子产品等ꎬ导致抑郁、社交恐

惧、游戏成瘾及近视等身心健康问题ꎮ 到了新冠肺炎

疫情中后期ꎬ学校逐步复学ꎬ学习节奏和压力陡增ꎬ容
易导致焦虑、厌学情绪及适应障碍等ꎮ ２０２１ 年 Ｌａｎｃｅｔ
发文提示疫情下全球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急剧上

升ꎬ其中青少年或年轻人受影响较大[３６] ꎮ 健康素养的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心理健康素养ꎬ国外心理健

康素养评价工具的研究相对较早[３７] ꎬ而国内才刚刚

起步ꎮ
２０１６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ꎬ提出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健康素质ꎬ特别

是针对青少年等重点人群ꎮ 一方面要加强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视域下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的编制开

发ꎬ从而了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青少年健康

素养水平及应对能力ꎮ 结合目前国内研究现状ꎬ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青少年健康素养评价工具研究

处于起步阶段ꎬ存在较多问题ꎬ如直接使用成人健康

素养问卷ꎬ没有考虑到青少年的健康需求和年龄特

点ꎻ评价工具开发标准不一ꎬ评价内容视角单一ꎬ评价

结果缺乏可比性ꎻ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的青

少年电子健康素养工具及心理健康素养工具ꎮ 今后

开发工具的研究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工具的评测背

景ꎬ评价工具的指标应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ꎮ

二是工具适合人群ꎬ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有不同的特

点ꎬ如初中、高中及大学阶段青少年有着不同的生长

发育、知识水平及行为等ꎬ可参考国内青少年不同学

段的规范性文件及健康纲要ꎬ分学段设计评价工具ꎮ
三是工具评测的目的ꎬ以健康素养的评估为目的ꎬ界
定健康素养的内涵和外延ꎬ应包涵知识信念和行为技

能等维度ꎮ 四是工具评测的领域ꎬ应侧重于公共卫生

和健康教育领域ꎬ兼顾功能性、交互性及评判性健康

素养指标ꎻ另外也要对一些特殊领域进行开发ꎬ如电

子健康素养及心理健康素养方面ꎮ 五是工具的编制

和测评技术ꎬ运用科学的编制和测评技术提高工具的

有效性、稳定性及可操作性ꎮ 另一方面应加强学校健

康教育ꎬ目前学校普遍以文化课学习为主ꎬ健康素养

教育偏少ꎬ即使学校开展健康教育也是偏重于理论学

习ꎬ实践操作的培养少见ꎬ可以通过医教联合ꎬ医务人

员进入校园ꎬ根据健康素养的评测水平因需施教ꎬ通
过健康教育的方式让青少年获得健康知识和健康技

能ꎬ以及心理调适技能ꎬ帮助其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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