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行为概述



• 主动性健康行为:人们为了维持或提
高目前良好得身体状况与避免疾病
而采取得任何活动。

• 被动性健康行为:人们在出现某些症
状时作出得求助与治疗等活动。

• 病人角色行为:人们在确定自己病情
以后,采取得各种获得健康得行动。 



三级预防中得健康行为 

• 一级预防一级预防::由避免疾病与伤害得行动组成。由避免疾病与伤害得行动组成。

––健康知识与自身相关信息得及时获取健康知识与自身相关信息得及时获取

• 二级预防二级预防::旨在阻止或消除问题旨在阻止或消除问题,,以实现疾以实现疾

病得早期识别与早期治疗得行动。病得早期识别与早期治疗得行动。

––①①建立在症状基础上得行为建立在症状基础上得行为;②;②病人角色行为。病人角色行为。

• 三级预防三级预防::旨在控制或阻止严重得身心伤害旨在控制或阻止严重得身心伤害

,,预防残疾或复发预防残疾或复发,,促进患者康复。促进患者康复。

––服用药物、使用理疗、训练使用假肢等服用药物、使用理疗、训练使用假肢等



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得制约因素

• 个人因素:动机冲突得解决、动机得
激活、行为习惯得改变、认知资源
得获取、自我效能感得水平等。

• 人与人得关系:模仿、社会支持、社
会学习、利益冲突等。

• 社区因素:社区得宣传、鼓励、环境
建设、物质条件得完善等。



健康与生活方式

• 生活方式中对健康有危险得行为因
素:

–吸烟、饮酒、吸毒、高脂肪饮食、暴饮吸烟、饮酒、吸毒、高脂肪饮食、暴饮
暴食、缺少运动、不安全驾驶暴食、缺少运动、不安全驾驶



二、健康行为选择得制约因素



学习:行为主义得原理 

• 强化机制
• 惩罚机制
• 社会学习机制



心理社会因素

• 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社会强化得程
度影响健康行为得选择与维持。

• 个性与情感:拥有谨慎得个性特征得
人更倾向于采取预防行为;压力较大
得人更倾向于表现较多得不健康行为
(吸烟、饮酒、使用药物等)。

• 感觉与认知:人们感觉到得症状会影
响其健康相关行为。 



信念 

• 健康信念模式:强调人们得健康行为
受其相关信念得支配;而信念得形成
来自一组认知评估过程。

–其一其一,,对特定健康问题感觉到得威胁之对特定健康问题感觉到得威胁之
评估评估;;

–其二其二,,采取行动得好处与不利之处得衡采取行动得好处与不利之处得衡
量。量。  



评    估感觉和改变的因素

人人口口统统计计学学变变量量：：年年龄龄、、性性别别、、种种
族等族等

社社会会心心理理学学变变量量：：个个性性、、社社会会分分层层、、
同龄人的压力等同龄人的压力等

结结构构变变量量：：对对疾疾病病的的了了解解、、先先前前与与
疾病的联系等疾病的联系等

感觉到的严重性和易感性感觉到的严重性和易感性

行动的暗示行动的暗示：：
大大众众媒媒体体信信息息、、来来自自他他人人的的建建议议、、来来
自医生的提醒、亲友的疾病等自医生的提醒、亲友的疾病等

（被评估的）感觉到的好处
减去

（对预防行动）感觉到的障碍

（对疾病或伤害）
感觉到的威胁

预防行
动的可
能性

行动的可能性

图：健康信念模式：预防行动前的两种评估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图：健康信念模式：预防行动前的两种评估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adaped from Becker & Rosenstock, 1984, picture-2adaped from Becker & Rosenstock, 1984, pictur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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