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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国ꎬ烟草流行形势十

分严峻[１] ꎬ且有研究发现ꎬ我国青少年吸烟率持续增

长ꎬ并呈现低龄化趋势[２] ꎮ 烟草使用严重影响青少年

身心健康[３] ꎬ因此开展有效的青少年控烟工作非常重

要ꎮ 学校是青少年主要的生活和学习场所ꎬ以学校为

基础的控烟工作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吸烟行为的一

项重要策略[４] ꎮ 此外ꎬ有关健康行为及行为改变的研

究表明ꎬ基于行为改变理论的干预能更有效改善人们

的行为[５] ꎬ也为研究人员设计、实施和评估干预计划

提供了指导[６] ꎮ 本文总结了目前学校控烟干预中常

用行为改变理论的应用和效果ꎬ并探讨了影响学校控

烟工作开展的相关因素ꎬ为今后我国青少年控烟工作

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ꎮ

１　 学校控烟干预常用行为改变理论

目前国内外用于指导学校控烟干预的行为改变

理论主要有个体层面的如理性行动理论、计划行为理

论、阶段变化理论等ꎬ也有人际水平的如社会认知理

论、社会支持理论等ꎬ以下介绍几项应用较为广泛的

理论ꎮ
１.１　 行为分阶段转变理论(跨理论模型) 　 吸烟行为

的发生和戒除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ꎬ所以其预

防和干预需要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ꎮ 行为

分阶段转变理论(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ＴＴＭ)的核心概念包括行为变化阶段、行为改

变过程、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等[７] ꎬ适用于慢性的、长

期的行为改变干预ꎮ 其中行为变化阶段包括前意向

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７] ꎮ
行为改变过程包括意识提高、痛苦减轻、自我再评价、
环境再评价、社会解放、自我解放、帮助关系、反条件

作用、权变处理和刺激控制[８] ꎮ 决策平衡包括行为的

正面和负面作用ꎬ或感知到变化产生的利益或障碍ꎮ
自我效能指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行为[９] ꎮ

ＴＴＭ 常应用于戒烟领域ꎬ美国[１０] 、英国[１１] 、土耳

其[１２]等开展基于 ＴＴＭ 的青少年戒烟干预均显示了良

好的效果ꎮ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等[１３] 对该理论在青少年戒烟干

预中的应用综述发现ꎬ干预组的戒烟率比对照组平均

高 ３％ ~ ７％ꎮ 有研究认为ꎬＴＴＭ 的最大特点是依据吸

烟者所处的阶段提供针对性的戒烟措施ꎬ从而使吸烟

者作出积极的阶段改变以提高戒烟率ꎻ对处于前意向

或意向阶段的吸烟者ꎬ以 ＴＴＭ 为基础的干预措施能将

参与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与阶段相适应的过程上ꎬ戒烟

效果往往优于传统干预措施[１１] ꎮ
然而ꎬ也有研究发现基于 ＴＴＭ 的干预效果并不显

著ꎬ其原因可能是研究者对阶段划分不清ꎬ削弱了干

预效果[１３] ꎻ或是青少年在戒烟阶段发展时改变了吸烟

模式ꎬ而干预措施未随之改变ꎮ 此外ꎬ大多数研究仅

评估了 ＴＴＭ 干预的短期效果ꎬ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延长

随访时间观察经历 ＴＴＭ 多个阶段改变后的长期效果ꎮ
１.２　 社会认知理论　 青少年吸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

和社会行为ꎬ而社会认知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ＳＣＴ)纳入了心理和社会等因素ꎬ是目前较为全面的行

为改变理论之一ꎬ它不仅能解释和预测人们的某些行

为模式[１４] ꎬ也可指导制定行为干预策略ꎮ 该理论模型

具体表现为 ３ 种作用机理:(１)个体对行为起主导作

用ꎬ同时行为结果的反馈也调节个体ꎻ(２)环境作为外

部条件影响行为的发生ꎬ同时个体有意识地改变环

境ꎻ(３)环境影响个体的认知ꎬ同时个体本身的认知也

作用于周围环境[１５] ꎮ 该理论包含了影响行为的重要

因素ꎬ如结果预期、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等[１６] ꎮ
在青少年控烟中ꎬ该理论也常被用来指导预防吸

烟和戒烟相关干预ꎮ 如约旦的一项研究[１７] 探讨了在

校学生开始吸烟的决定因素ꎬ发现低水平拒烟自我效

能增加开始吸烟的风险ꎻ对青少年戒烟干预的研究[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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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ꎬ在社会环境和压力下抵抗吸烟的自我效能是

干预效果的中介因素ꎬ介导了 ５５. ６％ 的干预效果ꎮ
ＳＣＴ 还为减少吸烟行为提供了各种教育策略ꎬ如鼓励

动机、提高行为能力和技能等ꎬ瑞士[１９] 、黎巴嫩[２０] 等

应用 ＳＣＴ 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吸烟和戒烟干预项目ꎬ
不同程度地帮助青少年提高抵抗吸烟的技能和自我

效能、树立正确的结果期望、降低感知压力ꎬ从而减少

青少年的吸烟意愿和行为ꎮ 通过比较四川在职高生

中以 ＳＣＴ 和传统生物医学为基础的控烟干预效

果[２１] ꎬ发现 ＳＣＴ 组吸烟率和戒烟率较传统组下降ꎮ
由于 ＳＣＴ 的理论要素较多ꎬ在一项研究中往往无

法完全纳入ꎬ可能是某些研究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之

一ꎮ 此外ꎬ目前大多数干预研究仅测量了行为的改

变[２２] ꎬ而没有测量理论结构的变化ꎬ未来的研究需考

虑测量干预对 ＳＣＴ 组分的影响以帮助制定更有针对

性的干预方案ꎮ
１.３ 　 计 划 行 为 理 论 　 计划行为理论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ＴＰＢ)可用来解释青少年的吸烟意图

和行为ꎬ也常应用于吸烟行为的干预ꎮ 该理论的核心

要素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２３] ꎮ 行为

态度指个体对执行某行为喜恶程度的评估ꎻ主观规范

指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该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ꎻ
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感知到执行该行为难易的程

度[２４] ꎮ
广东一项研究[２５]发现ꎬＴＰＢ 所有变量均与吸烟行

为和意图显著相关ꎬ因此可用该理论预测未来青少年

吸烟者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ꎮ ＴＰＢ 变量可

通过行为意向影响现实行为ꎬ行为态度越积极、重要

他人支持(主观规范)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ꎬ行为

意向就越强ꎬ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２３－２４] ꎻ通过影

响和干预这些因素ꎬ可以达到改善甚至改变行为的目

的ꎮ 在西方ꎬ无烟运动( Ｓｍｏｋｅ Ｆｒｅｅ Ｓｐｏｒｔｓ) [２６] ꎬ法国 １
项干预项目(ＰＥＰＩＴＥＳ) [２７] 等干预项目均以 ＴＰＢ 为基

础ꎬ通过参与性、互动性和实践性的干预措施ꎬ对学生

的认知和吸烟意向产生积极的效应[２８] ꎬ有效降低了青

少年的开始吸烟率和经常吸烟率[２７] ꎮ
在应用 ＴＰＢ 变量进行青少年控烟干预时ꎬ可通过

加强学生对吸烟危害的理解ꎬ使其形成正确的行为态

度ꎻ通过发挥父母和老师的榜样、监督作用ꎬ加强主观

规范的影响[２４] ꎻ通过学校的技能培训ꎬ增强学生抵制

吸烟的能力ꎬ发挥知觉行为控制的作用ꎮ 尽管 ＴＰＢ 在

不断发展完善ꎬ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ꎬ如该

理论依据价值期望理论定义主要变量的内容[２３] ꎬ许多

研究在测量方法上存在问题ꎬ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信念

基础ꎬ导致干预不能达到预期效果ꎮ
１.４　 社会影响和社会能力理论　 社会影响和社会能

力理论认为青少年开始吸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同伴、
父母和媒体ꎬ强调青少年对各种环境因素的自我感知

作用[２９] ꎮ 同时该理论以个体为干预重点ꎬ既发展个体

一般生活技能ꎬ也提高其抵制吸烟的特定能力ꎬ包括

有效沟通技能ꎻ交谈、交往等社会技能ꎻ应对焦虑技

能ꎻ抵制环境诱惑、抵抗压力技能等ꎮ 该理论主张学

生运用这些技能以抵制吸烟的压力[３０] ꎮ
目前国内外有多项学生控烟项目基于此理论开

展ꎬ如欧洲的 ＥＵ－Ｄａｐ 项目[３１] 、丹麦的 Ｘ:ＩＴ 项目[２９]

和意大利的 ＬｄＰ 项目[３２] 评估了该理论在预防青少年

吸烟中的作用ꎬ发现干预措施降低了青少年的吸烟风

险或减少了吸烟量ꎮ 德国的 ＥＡＴ 项目[３０] 则评估了该

理论应用于青少年戒烟的效果ꎬ发现干预组戒烟效果

优于对照组(ＯＲ ＝ ５.６３ꎬ９５％ＣＩ ＝ ２.０１ ~ １５.７０)ꎮ 我国

研究通过探索社会影响理论在学校控烟干预中的作

用[３３] ꎬ发现多次干预比单次干预更有效地保持了青少

年的积极态度ꎬ提示基于该理论的青少年控烟工作是

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ꎮ
有研究表明ꎬ社会影响和社会能力理论指导的干

预项目短期效果较好[２９] ꎬ但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ꎬ未
来的干预计划可以考虑联合家庭干预以强化效果ꎮ
此外ꎬ该理论在激发青少年运用抵制技能的动机上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ꎬ在遇到社会压力时ꎬ青少年往往不

能正确运用抵制技能ꎮ 另外由于该理论涉及的成分

较多ꎬ有时干预方案设计不够详尽易导致效果减弱ꎬ
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并发展此理论的应用ꎮ

除上述理论外ꎬ其他如学习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

在学校控烟干预中也有一定的应用ꎮ 如基于学习理

论的“无烟班级竞赛” [３４] 对延迟青少年吸烟行为发生

具有一定的效果[３５] ꎬ但不能完全预防青少年的吸烟行

为ꎬ长期效果欠佳[３６] ꎻ保护动机理论能预测青少年的

吸烟意图和吸烟行为[３７] ꎬ但并非所有的理论组分在预

测行为方面都具有相同的强度ꎮ 综上所述ꎬ行为改变

理论在指导学校控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结合理论组

分的干预在行为改变方面显示了显著的效果ꎮ

２　 学校控烟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吸烟作为一种影响健康行为ꎬ受多因素的综合影

响ꎬ包括个体(生理、心理)、个体间(社会、文化)、组
织、社区及政策环境等ꎮ 健康行为的生态学模型认

为[３８] ꎬ要指导个体形成健康行为ꎬ需要将个人、人际

(家人、同伴等)、组织(家庭、学校等)、社区、政策等层

面结合起来ꎬ开展有效的交互协作ꎮ 因此ꎬ青少年的

控烟工作不仅需要在行为改变理论的指导下进行ꎬ还
需考虑家庭、社区、学校、社会媒体等因素的影响ꎮ
２.１　 家庭与社区环境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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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学生每日吸烟比例较低[４] ꎬ其可能原因是

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对烟草有更正确的认知和态度ꎬ
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配合学校控烟工作ꎮ 家庭经济

情况也影响学校干预效果ꎬ有研究发现[３６] ꎬ不同干预

项目适用于不同经济地位的青少年ꎬ如荷兰通过以学

习理论指导的“班级竞赛”开展的控烟干预仅对社会

经济地位高的青少年有影响ꎬ而基于同伴教育的 ＡＳ￣
ＳＩＳＴ 干预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生中最有效ꎮ 在

学校的控烟干预中纳入青少年与家长的双向教育既

能使学生对家长进行行为指导ꎬ劝阻家长使用烟草ꎬ
又能通过家长影响孩子的吸烟态度和行为ꎬ增强控烟

效果[３９] ꎮ 社区的参与也是学校控烟教育的扩展ꎬ欧洲

的 ＥＳＦＡ 项目以社会学习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ꎬ纳
入了学校、父母和社区ꎬ发现干预组每周吸烟者的增

幅下降了 ６％[２９] ꎮ 总之ꎬ家庭和社区的介入有助于在

校外形成良好的控烟氛围ꎬ强化学生的控烟意识ꎬ同
时也加强无烟家庭和无烟社会的建设ꎮ
２.２　 青少年基本特征及同伴的影响　 学校开展控烟

项目时ꎬ需考虑青少年的年龄和性别差异ꎮ 意大利的

ＬｄＰ 项目基于社会影响和社会能力理论开展[３２] ꎬ发现

干预对降低女生每日吸烟风险的效果更显著ꎻ综合多

项理论的 ＳＦＳ 项目[２８]也发现在吸烟意向和认知方面ꎬ
女生的短期效应更明显ꎮ 学校控烟干预中的性别差

异可能与男女吸烟原因及社会对男女吸烟行为的接

受度不同有关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学生年龄越小干预效

果越好ꎬ如基于社会影响和社会能力理论的 ＥＡＴ 项

目[３０]发现年龄每增加 １ 岁(１１ ~ １５ 岁)ꎬ将减少 ６１％
的戒烟可能性ꎬ其原因可能是低年龄学生往往处于烟

草尝试阶段ꎬ而高年龄学生更可能规律吸烟ꎬ因此青

少年吸烟预防及戒烟干预应越早进行越好ꎮ
此外ꎬ同伴的吸烟行为和态度对青少年起重要作

用ꎬ吸烟的青少年会增加同伴吸烟的风险ꎬ而不吸烟

的青少年则能减少同伴吸烟的可能性[４０] ꎮ 在英格兰

和威尔士开展的 ＡＳＳＩＳＴ 项目[４１] 就运用了同伴教育ꎬ
通过训练学生在非正式交流中担任支持者ꎬ鼓励同伴

不吸烟ꎬ降低了干预组的吸烟风险ꎮ 在控烟干预中ꎬ
充分利用同伴的影响力ꎬ调动学生的积极性ꎬ不仅可

弥补学校健康教育的不足ꎬ也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ꎬ
提高其社会实践能力和自身素质ꎬ还能增强青少年抵

御同伴递烟的能力ꎮ
２.３　 媒体传播方式的影响　 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对青少年的态度和行为有重要影响ꎮ 随

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ꎬ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青

少年中被广泛使用[４２] ꎬ为青少年的健康促进提供了一

种新颖的工具ꎮ 与面对面的干预相比ꎬ通过互联网和

短信提供咨询更经济ꎬ也更符合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

交流习惯ꎮ
目前ꎬ多项研究显示了新媒体在预防青少年吸烟

和引导青少年戒烟方面的巨大潜力ꎬ如“ Ｔｈ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Ｚｉｎｅ”互动网站[４３] 对美国印第安青少年进行干预ꎬ显
著降低了学生的吸烟意愿ꎮ 瑞士职业学校中开展的

一项基于手机的生活技能培训项目“ ｒｅａｄｙ ４ ｌｉｆｅ” [１９] ꎬ
通过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和互动活动ꎬ降低了参与者的

感知压力ꎬ提高了自我管理技能ꎬ并减少了物质使用

(如饮酒、吸烟)的风险ꎮ 未来的学校控烟干预可充分

利用新媒体互动性和娱乐性强、形式丰富、传播速度

快、传播内容多样化的特点ꎬ加强控烟信息的传播ꎬ营
造良好的社会媒体宣传环境ꎮ
２.４　 学校相关因素的影响　 学校控烟干预计划的执

行度也是影响干预效果的重要因素ꎮ 一般而言ꎬ执行

度越高ꎬ即计划按照预期执行的程度越高ꎬ干预效果

越好ꎮ 丹麦开展的基于社会影响理论的 Ｘ:ＩＴ 项目[４４]

发现ꎬ学校干预执行度越高ꎬ学生吸烟率越低ꎮ 但学

校的执行度往往会随着时间增加而逐渐降低ꎬ干预效

果也随之减弱ꎮ 因此ꎬ为了维持干预效果ꎬ必须保证

学校的执行力度ꎮ
此外ꎬ研究证实[４]学校的控烟政策能减少校园烟

草的流行ꎬ学生对学校控烟政策的感知可能与其吸烟

行为有直接关系ꎬ严格的学校禁烟规定可降低学生吸

烟的可能性ꎮ 因此ꎬ制定强有力的学校控烟政策有助

于辅助控烟干预计划的实施ꎬ达到更好的预防吸烟的

效果ꎮ

３　 结论及建议

青少年吸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ꎬ世
界各国在数十年的控烟干预中不断探索和实践适用

于青少年的控烟模式ꎬ多项研究证实[２９ꎬ３５] ꎬ以学校为

基础的控烟干预可有效降低青少年的吸烟率ꎬ提高戒

烟率ꎬ而行为改变理论为控烟干预提供了指导框架和

思路ꎬ提高了干预的有效性ꎮ
我国未来的学校控烟工作可借鉴国内外已有的

研究ꎬ充分发挥各项行为改变理论的优势ꎬ并注意其

适用情境ꎬ同时可将各理论的核心要素有机结合、取
长补短ꎬ进行综合干预ꎮ 学校、家庭和社区的结合ꎬ通
过充分发挥其联动作用有助于维持干预的长期效果ꎮ
在学校中开展控烟工作时既要确保执行度[４４] ꎬ还应将

学生的不同特征如年龄和性别纳入设计以制定个性

化的控烟方案ꎬ并且可开展适当同伴教育增强干预效

果ꎮ 近年来互联网和手机在青少年中的流行为预防

吸烟和戒烟干预提供了新的媒介ꎬ结合新媒体的控烟

干预是具有发展前景且行之有效的措施ꎮ 此外ꎬ对青

少年的干预离不开社会环境ꎬ无烟环境的建设也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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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ꎬ通过彻底禁止烟草广告、废除自动烟草贩卖机

等措施使无烟成为一种常态ꎬ吸烟预防措施才能长期

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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