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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 （下称全球基金） 于

2002 年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倡导下正式建立。全球基金致

力于吸纳和拨付各种额外的资源，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肺结核

和疟疾。全球基金由政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及受影响社团组

成，代表了一种国际卫生融资的新途径。

第三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是我国首次执行的全球基金

艾滋病项目，我省是 7个项目省之一。也是我省迄今为止执行的

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项目于 2004年开始执行，项目周期 5年。

项目的总目标是在艾滋病高发贫困县减轻由艾滋病造成的影响，

并控制艾滋病的传播。2008年我省又开始执行第六轮中国全球

基金艾滋病项目，项目周期 5年。该项目旨在加强中国民间组织

及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利用民间组织的独特优势弥补现有艾滋病

防治工作的不足，向最脆弱人群和难以接触的人群提供必要的预

防、治疗以及其他支持性服务。2010 年中国通过全球基金滚动

资金渠道申请到了整合滚动项目，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 执行。项目本着统一规划和整合资源的原则，在整合我国

原有的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和第八轮艾滋病项目的

基础上，将项目资源与我国所有艾滋病防治资源，包括中央转移

支付经费、省、市和县（区） 级投入，以及其他国际合作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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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进行整合。2004 年以来，我省先后有 90 个市 （州）、县

（市、区） 执行项目，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了 1548 个项目

活动，其中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参与项目活动 700 余个。2012 年

全球基金决定中国的整合滚动项目将于年底结束，不再执行

2013-2015年的二期项目。

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从 2004年开始在我省执行以来，大力

推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以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项目执行机构和

民间组织在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新机制、新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了总结工作，交流

经验，我们编辑了这本湖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工作实践。本

书从宣传教育、监测检测、预防干预、抗病毒治疗、关怀救助几

个方面选择了一些案例。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总结得不很全面，

甚至工作中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我们希望这本工作实践能对

我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和艾滋病社会管理起到一点作用。

感谢所有为湖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工作过的人，特别感

谢为本书提供案例的各位以及审核案例的专家。

湖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公室

2013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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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技能教育在中学生
防艾健教中的实践

一、背景

艾滋病既是一种传染病，更是一种行为病，它主要由人们的行

为习惯不规范而造成传播和流行。目前估计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约 70万人，在已发现的感染者中，20～39岁的占 70%。青少年将成

为我国艾滋病防治的主要人群之一。青少年以在校中学生为主,学生

是未来社会人群的主体，他们正处于性行为、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

形成时期，但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相关知识，尤其是对性的正确认

识，加之他们活泼好动，好奇心强，使他们成为艾滋病的主要受害

人群之一。因此，加强对青少年尤其是对中学生开展防治艾滋病的

健康教育，对培养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抵御艾滋病侵扰的能

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冶市现有在校

中学生约 7万人，2004年底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基线调查结果显示，

我市中学生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较低，近年我市已发现了不

少因中学毕业后外出打工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因此在我市中学生

中开展防治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工作已迫在眉睫，并将成为防艾工作

的重点。中学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主要以生活技能教育为主，通过

落实对学校领导进行政策开发、健教老师进行专业培训、完善和优

化健教网络结构、组织学生进行生活体验等措施和策略，达到在中

学生中营造良好的防治氛围，提高抵抗艾滋病侵害的能力，从而减

少艾滋病病毒在这个人群中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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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法

我市中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经历了两个价段：2004-2005年

主要为政策开发和营造氛围阶段；2006年至现在主要为提高技能和深

入实践阶段。

（一） 政策开发和营造氛围阶段
1. 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对防艾工作的深刻认识。2004年大冶市政

府与各乡镇及防艾委成员单位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2005年 4月市

防艾办组织了防艾工作专项督导，2005年下半年市教育局领导参加国

家教育部举办的防艾政策开发培训班，这些措施的落实让他们充分认

识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落实一些具体措施。除发文

要求各学校将防艾工作纳入健教课外，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 2004

年秋季入学即对初一、高一新生发放了近 6万册的 《艾滋病防治读

本》教材，这标志着教育系统防治艾滋病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2. 对中学校长和教务处主任进行政策开发。为了全面提高中学领

导对防艾工作的重视，2005年下半年市教育局分两期对全市所有的校

长和教务处主任进行了政策开发的培训。在这次培训班上学校的领导

对防艾工作达成了一致认识，培训班结束后各校将防艾工作正式全面

纳入到学校日常工作。

3. 各学校将防艾工作纳入教学计划。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初

中生每年不少于四节课，高中生每年不少于两节课的标准，各学校将

艾滋病防治的内容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并列入健康教育课中或班会中

进行教学，同时落实了相关的教师负责教学。有些学校也采取灵活的

方式，如在教育课、生物课或政治课中开展这方面的教学和宣传。

4. 将防艾知识纳入本地中考。2005年大冶市正式将防艾知识纳

入了中考考试试题中，共 10分，这极大地提高了初中学校对防艾教

学工作的认识，艾滋病防治知识在中学开始推广普及。这是政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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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很好实例。

（二） 提高技能和深入实践阶段
1. 开展中学教师的艾滋病生活技能培训。在 2005年底即对全市

所有 50家中学从事防艾工作的健康教育老师进行了防艾专业培训，

聘请省健康教育所胡晓云所长重点讲解了生活技能教育和同伴教育的

概念及做法，深受与会教师的欢迎，也让老师们大开眼界。培训班大

大提高了教师的防艾教育水平。

2. 开展中学生防治艾滋病知识竞赛活动。2005年 12月，教育局

组织开展了全市所有中学生参加的防治艾滋病知识专项竞赛活动。全

市共有 74 319名中学生参加了知识竞赛，其中 60名优胜者得到了表

彰。这次活动大大提高了中学生参与防艾的激情和能力，对普及艾滋

病防治知识，尤其是在提高知晓率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 各中学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活技能教育。为了将生活技能教育

工作做深做实，根据各校的特点，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直接资助

了一些学校开展特色活动。大冶一中开展同伴教育工作，以宿舍和

各兴趣小组为同伴教育单位，开展深入的同伴教育活动；大冶二中

开展以 《珍爱生命，告别不文明行为》为主题的主题班会活动；实

验中学通过班主任的培训，让班主任通过晨会或班会等进行防艾教

育及宣传；实验高中以生物、英语和体育课为载体，结合专业课一

同进行教学；东岳中学开展全校师生 《远离毒品、防治艾滋》大讨

论。通过这些活动的深入开展，中学师生的防艾知识水平和能力得

到了很大提高。

4. 建立艾滋病生活技能教育基地。由于大冶一中独特的资源环境

和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经验，市教育局于 2006年上半年在大冶一

中成立了“大冶市中学生防治艾滋病健康教育基地”，基地成立后，

大冶一中成为了全市各中学交流防治艾滋病工作的平台，也迎来了不

少外地同仁的参观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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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中学生“珍爱生命，预防艾滋”演讲比赛。2007 年 12

月，市教育局组织了此次演讲比赛，这次活动得到了各学校的大力支

持。先是分地区进行预赛、复赛，最后进行决赛，充分调动了各校参

与积极性。全市各中学共有 45名选手参加了决赛。这次比赛充分展

示了中学生的风采。

6. 举办中学教师防艾课件汇讲。为了提高中学教师教授防艾知识

的水平和能力，教育局在大冶一中防艾健康教育基地举办了防艾课件

汇讲活动，来自全市 36所中学的 38 个课件参加了比赛。这次比赛既

是对教师教学水平的一次检阅，也是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的一个好方

法，深受与会教师欢迎。

7. 各中学制作防治艾滋病宣传专栏。2008年 3-4月，在全市 42

所中学中建制了艾滋病宣传专栏。宣传栏以各校方便学生观看的实际

情况设计，一般约 6个平方米，内容主要是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主，

形式力求做到图文并茂。

8. 重织生活技能教育网络。2008年 9月，教育局举办了中学健

康教育老师防治艾滋病生活技能培训班，来自全市 46所中学的 97名

教务处主任和健康教育老师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班对近几年学校防

艾工作进行了回顾，重温了生活技能教育，对工作资料的收集、整理

与分析进行了详细说明，特别是对下步各学校健教老师的网络建设进

行了重新设置和安排，并重新落实了职责，要求每校必须固定一名防

艾专业人员，负责全校防艾工作的落实。

9. 组织健教专业老师外出学习考察。为了提高专业教师的生活技

能教育水平和能力，在全球基金项目办的支持下，在玛丽斯特普国际

组织的推荐下，市教育局组织部分教师去陕西商洛或广西桂平等地实

地考察，学习他们的生活技能教育经验，这对进一步提高中学教师的

专业水平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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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零”艾滋迈进
湖北省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工作实践

XIANG LING AIZI MAIJIN

三、效果

1. 教育系统初步建立起了以生活技能教育为主的防艾网络。在教育

局领导的重视下，各学校的领导对防艾工作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

识，防艾教育不仅纳入了教学计划、防艾知识进入了中考试卷，而且各

学校落实了专门的健康教育老师，并明确了相应的职责。学校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建立宣传栏、广播宣传、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在中

学生中赢造了较好的防艾氛围，中学生不再谈艾色变、谈性羞涩。

2. 中学教师的防艾能力得到显著加强。通过举办中学健教老师的

防治艾滋病知识培训班，组织防艾生活技能教育课件汇讲，以及组织

部分教师外出考察学习等活动，大大提高了教师教授防治艾滋病知识

的水平。防艾师资队伍的建设始终是我们项目所重点关注和支持的。

3. 中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从近 3年专题调查结

果分析，2005—2007 年 3 年防治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 20.93%

（180/860）、50.91%（362/821）、60.62%（602/993）。知晓率呈现明显

的增长趋势。

4. 中学生生活技能水平显著提高。到目前为止，我市共有 35所

学校开展了生活技能教育课，完成项目全部任务的 97.22%（35/36）；

有 26 819 名中学生接受了生活技能教育，完成项目全部任务的

99.13%。对中学生的个人和小组访谈结果显示：中学生生活技能水平

有了明显的提高，许多中学生通过参与生活技能教育培训及活动，其

“学会拒绝”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决策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压

力缓解及情感控制能力等，都有了明显提高。

四、经验

1.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是做好本项工作的基础。艾滋病

防治工作离不开领导的支持，尤其是在中学开展带有性教育内容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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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

艾教育更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只有领导重视

了、开会发文了，各学校才敢认真抓落实。所以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

做好本项工作的基本保证。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项目办采取了一系

列政策开发的措施。

2. 健教老师的态度和责任心是做好本项工作的关键。教师是具体

组织实施的人员，上面的政策和要求需要教师去认真落实，因此教师

的态度和责任心就成为了做好本项工作的关键。通过项目工作，我们

发现越是年轻的老师，越愿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越容易做出新意，

越有成果。

3. 良好的资金来源是做好本项工作的保证。在目前学校全部实行

全额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要将项目工作做深做实，没有必需的专项经

费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为了做好学校的生活技能教育工作，全球基金

项目办先后投入了近 10万的专项经费。

4. 卫生与教育的良好合作是做好本项工作的前提。教育有生源和

教学的优势，卫生有防病的专业和技术优势，只有两家良好的合作，

才能将防艾知识在中学生中得到普及与推广。我们的思路是两家共同

进行工作计划或方案的设计，教育部门负责组织和具体实施，卫生部

门负责效果评估及必要的技术支持，项目办提供部门活动经费。

五、挑战

中学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是个长期的过程，以后的工作将面

临着更大的挑战：

1. 中学生的防艾工作还需要向广度和深度进展。广度方面要求所

有的在校生都能得到有效的教育；深度方面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基本

知识，还要他们树立正确的态度和观念，更要达到养成良好、健康、

卫生的行为习惯，这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2. 教师生活技能教育的能力还需要加强和培训。作为一种新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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