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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医学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中，而以系统、科学的方式来对公众开展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对提升大众

的急救能力和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急救知识和技能教

育已经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急救理念被人们所接受和学习。而对于急救来说，时间就是人

们的生命。现在我国大多数的院校已将把院前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纳入到学校的课程中，并将其作为学校教育的一方

面。同时也开始对公众开展院前急救知识的普及，通过使更多的人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并将所学的医学知识应用到

日常生活中，可以提高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现如今，在发生意外的伤害现场中，阻碍现场急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

（一）缺乏现场急救的自主意识

在意外发生的现场，会有很多人存在看热闹的心态，同时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作用。也有人认

为，救死扶伤不是自己的责任，这是医生的职责。因此，在意外发生的现场需要人进行紧急救援时，人们缺乏现场急

救的意识，也不会关心伤者的情况，所以并不愿意对伤者进行有效的急救>��。

（二）缺少现场急救的相关技能

在意外发生的现场，由于一部分的人并不具备急救的相关技能，如：心肺复苏、包扎、止血等技能，面对伤者就

会出现无法应对的情况发生，所以大部分的围观群众只能保持围观的姿态，从而耽误伤者的救援时间。导致伤者病情

加重。但其实，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并不繁杂，只要人们可以花时间花心思在这方面，就很容易了解和掌握>��。

（一）在校园的教学课程中�开设与急救知识相关的选修课

急救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心肺复苏，所以选修课中要有与心肺复苏相关的教学。我们要知道，心肺复苏是对心脏

骤停患者实施抢救的重要技能。

心肺复苏的相关内容：对于出现心脏骤停的患者，在脉搏停跳�到��秒后就会出现晕厥情况；在脉搏停跳��到��

秒后就会出现瞳孔扩散以及自主呼吸逐渐停止的情况；在脉搏停跳�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尿失禁、瞳孔固定等情况；在

脉搏停跳�分钟后就会出现脑水肿情况；在脉搏停跳�分钟就会产生脑细胞死亡的现象；而在脉搏停跳�分钟后，就会

造成不可逆的脑死亡现象>��。而就目前的医学研究表明，心脏骤停后的�分钟内是抢救患者的最佳时间段。而超过��分

钟后几乎没有生存可能。

大多数的猝死患者，一般都是发生在医院外。因此，对于心肺复苏的掌握，在心脏骤停患者的急救中是非常重要

的。教师在教导学生心肺复苏的相关急救知识时，可在条件允许的状态下，利用医学人体模型来进行现场演示教学，

并让学生自主操作，掌握心肺复苏的基本技能，并学会人工呼吸、心脏按压等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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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煤体课件通过视觉传达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们相互操作，如关节固定手法、人体不同关节的止血方法等，

让学生们以直观的方式来学习>��。这样学生们才可以对学习到的知识印象深刻，也更容易掌握。

除此之外，通过对往届学生对于急救知识选修课的问卷调查，如表�所示。发现有����％的学生认为应该通过学校

的选修课来普及学生的急救知识，����％的学生更希望以专题讲座的方式来学习急救知识。这也充分说明了将急救知

识以选修课的形式作为学校教育的一方面，对学生开展院前急救知识的普及，通过使更多的人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

并将所学的医学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可以提高学生们的自救互救能力。

人数 教学方式

���（通过对历届的���名学生进行的随机调查）
通过选修课的方式 采用专题讲座的方式

����％ ����％

（二）张贴急救知识的宣传画报

在医院、小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宣传栏中，张贴急救知识的宣传画报如�季节性易发病症、常见传染病以及流行

性病症的预防宣传海报，使公众既能了解一些常见病的预防措施，又能从宣传画报中学习到急救的知识和技能>��。做

到对疾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通过宣传关于急救的技能教育知识，让公众既能掌握自身的健康，又能起到帮助他人的

作用。在潜移默化之中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

（三）播放关于急救知识的视频

在地铁和公交车等地，通过广播或者是视频的形式播放关于急救知识的视频录像，例如关于心脏骤停、中暑、触

电、溺水、外伤出血以及食物中毒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处理等，以播放短片的形式让公众掌握急救知识。

（四）发放健康教育手册

针对公众的自学能力，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中暑、溺水、触电、食物中毒以及宠物咬伤等现象，可编成文字性的健

康教育手册，可供公众自学，还可把健康手册传阅给他人看，这种方法可以扩展学习急救知识的人群，同时也是普及

急救知识的宣传教育>��。目前我国的医学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中，而以系统、科学的方式来对公众开展急救知识和技

能教育，对提升大众的急救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五）社区定期开展教育知识讲座

社区要利用周末休闲时间给社区人们进行健康教育知识讲座，讲座对象普及所有公众，其中除了一些比较基础的

急救知识外，还要包括怎样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何克服水土不服等问題>��。让公众通过讲座可以掌握一些急救知

识和技能教育等。很受公众的欢迎，公众们反映效果良好。也因此，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已经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如今，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急救理念被人们所接受和学习。而对于急救来说，时间就是人们的生命。

（六）利用新媒体

在这个科技发达、信息发展快速的今天，我们可通过微信、杂志、44、微博以及电子邮件等形式来为公众发送

视频，以供人们对于急救知识的自学，即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现场的培训工作相辅相成>��。通过先自学，然后再

对公众进行现场实地培训的方式，使人们更容易接受。还可建议将急救知识编成画册，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读物。

现如今，有很多医院都对公众开展了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的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首先，由

专业的医护人员深入抢险救灾的专业单位进行专业的培训、对于一些急救知识进行讲解并进行现场模拟演习，要对公

众介绍一些急救的设备使用方法，并将急救知识教育划作重点，以专业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讲解，并对急教的重点知

识进行实践演习。其次，医护人员利用周末等业余时间以社区讲座的形式对社区人们讲解现场急救模拟训练，以此来

培养群众的自救与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与此同时可以提升群众救人的意识。之后由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一些特定的

医疗机构有医学背景的人利用休息时间对公众进行现场急救知识的普及教育。通过医护人员对公众讲解急救知识的宣

传效果，一方面可以使得医院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医疗机构的知名度，实现了双赢>���。

在患者发病或者是受伤之初，且在没有到医院就医之前，这个阶段中的急救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宝贵时间，同时这

一阶段的救护，也是医院医疗服务中的首要环节，但对于一些突发的疾病、或者是意外伤害，常常发生在行车、工作

的场所中，所以如果公众能够第一时间就可以发现患者，甚至是在第一时间内对患者进行急救，那么就是为患者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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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佳的抢救时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伤残概率以及死亡概率。由此可见，以公众为基础，对公众开展

院前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使社会公众在突发事件的现场中，可以起到正确运用急救知识和技能来帮助患者的目的，

为救治患者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从而对促进公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健康质量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我国只有医疗机构

的相关医护人员和极少数的大众具备简单的急救知识，而我国的医学技术正在不断的发展中，所以用系统、科学的方

式来对公众开展急救知识和技能教育，对提升大众的急救能力和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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