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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家庭婴幼儿急救技能素养提升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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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婴幼儿的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由于社区家庭中家长对婴幼儿急

救技能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较低，增加了婴幼儿意外事故的风险。因此，提升社区家庭婴幼儿急救技能素养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通过探讨提升社区家庭婴幼儿急救技能素养的有效策略，加强急救知识的普及教育、技能培训、社区急救设施的优化

建设，提高家庭应对婴幼儿意外事故的能力，降低婴幼儿意外伤害的发生率。保障婴幼儿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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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hanges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safety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Due to the low level of par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infant first aid skills in community 
families, the risk of infant accidents is increased.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first aid skills and literacy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n community famil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first-aid skills and literacy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in community families, strengthen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education of first-aid knowledge, skills training, and optimize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irst-aid facilities,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families to cope with infant accidents, and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infant accidental injuries. Protect the live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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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初始阶段，即婴幼儿期，是人类早期发展的关

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自身危险意

识差、好奇，好模仿、活泼好动、骨骼皮肤薄、逃避能力差。

好奇心特强，通过直观感觉来认识世界，而不知道什么是危

险，容易发生意外；同时其运动系统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其

中平衡、协调及灵活性较差是最大缺点，自己不能完全自如

地控制自己的行动，往往在活动中发生危险 [1]。由于认知

与自我保护能力相对有限，故而更易遭受意外伤害的侵害。

此类伤害不仅可能严重影响婴幼儿的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导

致终身残疾或死亡。每年，众多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

这不仅给家庭带来深重痛苦，也造成了社会巨大的损失。因

此，婴幼儿的意外伤害问题已引起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

关注，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1 婴幼儿意外伤害的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范围每年有超过 100 万 14

岁以下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溺水、窒息、跌落、交通

事故等是引发婴幼儿意外伤害的主要因素。美国每年大约有

2300 名儿童因意外伤害丧生，其中超过半数由交通事故导

致。因意外伤害而需就医的人数高达 830 万，相当于每 10

名儿童中就有 1名因意外伤害而需入院治疗。欧洲每年则有

约 1500 名儿童因意外伤害死亡。而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

5 至 14 岁儿童的死亡原因中，意外伤害占比达 53.2%[2]。我

国在交通事故、跌倒、溺水等方面的意外伤害发生频率较高。

相比之下，美国在枪支意外伤害和运动伤害方面数据更为显

著。欧洲国家则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意外伤害上表现出较高

的比例。这些数据反映出不同国家在意外伤害防控方面的差

异，为各国制定针对性的预防策略提供了依据。

为降低儿童意外伤害，各国采取了多种策略。美国通

过制定严格的儿童安全法规，加强学校和家庭安全教育，推

广急救知识；加拿大则侧重于伤害监测和数据分析，及时

调整预防策略。澳大利亚注重儿童安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提升儿童生活环境的安全性。婴幼儿意外伤害的研究历经数

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套系统且成熟的研究架构。研究主要

围绕婴幼儿意外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预防策略及干预措施

进行深入探讨。在流行病学特征方面，研究成果揭示了婴幼

儿意外伤害的分布模式、成因及其对儿童健康的影响。针

对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研究致力于寻找高效的预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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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婴幼儿意外伤害的发生率。借助大数据分析和实地试

验等先进技术，提升了研究的精确性与科学性 [3]。

1.2 国内研究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起，意外伤害已成为我国儿童死亡的首

要原因，占比达儿童死亡总数的 26.1%，每年约有 16 万名

儿童因意外伤害丧生，另有约 64 万名儿童因此致残。儿童

意外伤害的死亡率已经超过肺炎、恶性肿瘤、先天畸形和心

脏病这四种常见儿童疾病死亡人数之和。不仅导致儿童伤亡

和残疾，还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正常发育及学习能力产生了

严重影响 [4]。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和全球儿童安全组织联合

发布《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儿童伤害

事件的发生地点，大多集中在家庭。家庭环境成为儿童伤害

发生的主要场所。我国儿童意外伤害的类型多样，其中以跌

落、道路交通伤害、烧伤最为常见。跌落伤害主要发生在家

庭和学校，道路交通伤害则与儿童出行安全相关，烧伤则以

家庭厨房为事故高发地。同时意外伤害存在季节差异，儿童

意外伤害发生的季节春季居多，气温升高，外出活动增加，

儿童遭受意外伤害的风险也相应增加。而男孩生性更顽皮好

动，探究欲更强，且情感上更易冲动，所以发生意外伤害的

几率明显高于女孩。城市儿童交通事故发生率高，农村儿童

溺水事故率高 [5]。

通过对婴幼儿意外伤害案例的深入剖析，发现这些伤

害往往与家庭环境、看护人疏忽、儿童行为习惯等多种因素

相关。因此应提升家长和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完善法规体

系、推广安全设备等，提升婴幼儿意外伤害研究的深度与广

度，跨学科研究和干预，更好地预防和减少婴幼儿意外伤害

的发生，为婴幼儿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安全保障 [6]。

2 社区家庭婴幼儿急救技能不足的原因

我国社区居民的急救科普宣传培训起步比较晚，公众

对急救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普遍较低。社区居民的急救知识

及技能的普及率仅有 1%。

2.1 社区急救技能知识普及率低

在当前的社区环境中，婴幼儿急救处理的现状不容乐

观。婴幼儿急救知识的教育普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社区

急救培训匮乏是导致家庭急救能力弱化的主要原因。许多

家长对急救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7]。社区在急救知识宣传和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缺乏系统

性的培训和指导，使得家长们难以获得有效的学习资源。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由于缺乏系统的急救培训，无法迅速、

有效地进行急救，从而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严重影响婴

幼儿的生命健康安全。

2.2 社区急救医疗设施不完善

尽管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大部分社区的急

救设施配置不足，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尤其是在婴幼儿急

救设备方面，普遍存在配备不足的问题 [8]。急救基础设施

的配置在部分社区存在显著的不平衡现象。个别区域未能设

置必要的急救站点，从而在紧急医疗事件中，居民难以快速

获得专业救援。此外，关键急救设备如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的配备水平低下，且未能得到恰当的维护与操作培训，导致

其实际效能的削弱。在急救资源的分布上，虽然一些城市已

实现公共场所 AED 的全面覆盖，例如深圳万科物业管理的社

区中，每10万名居民配置有153台AED，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AED 的配备率普遍偏低，每 10 万人口中 AED 的平均配备量

仅为 0.2 台。特别是在偏远农村地区，急救基础设施的普及

程度明显不足，存在较大的设施缺口。部分社区缺乏急救设

施，如急救箱、自动体外除颤器等，这种现状使得许多社区

在面临突发状况时，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急救服务 [9]。

2.3 社区工作人员急救专业素质不高

婴幼儿急救需求特殊，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急救专业素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社区工作人员在婴幼儿急救

方面存在以下困境：一是急救知识缺乏，对婴幼儿生理特点

了解不足；二是急救技能不熟练，操作过程中易导致二次伤

害；三是急救意识淡薄，对突发状况反应不够敏锐。

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意外伤害事故日益增多，社

区工作人员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急救专业素养成为社区工作人员必备的能力。当前我国社区

工作者的急救能力状况不尽人意。急救技能在社区工作者中

普遍不足，难以应对实际应急需求。当前很多社区工作人员

基本围绕着社区正常的管理工作开展。对急救工作的重要性

认识不够，没有受过系统的医疗护理教育，急救专业素质

普遍较低，往往缺乏系统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特别是在

婴幼儿急救这一特殊领域，社区工作者面临的专业素质要求

更为严格。在婴幼儿急救处理方面，社区工作者面对的主要

难题包括：急救知识的缺失以及对婴幼儿生理特性的认识不

充分；急救操作的熟练度不足，易于在施救过程中造成二次

伤害；急救意识的薄弱，导致对突发状况的敏感度和反应能

力不足。这种情况下，他们在面对家庭婴幼儿急救需求时，

往往难以胜任，无法为婴幼儿提供专业、准确的急救处理[10]。

3 社区家庭婴幼儿急救技能素养的提升策略

3.1 扩展培训公益策略和途径

针对社区家庭急救技能现状，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

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间等。丰富培训内容，培

训内容应包括常见婴幼儿疾病急救、意外伤害急救、心肺复

苏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急救知识设计为通俗易懂, 

选择容易接受 , 容易掌握的模式进行培训 , 可以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线上可通过网络课程、直播等形

式进行，线下可组织现场培训、实操演练等。通过举办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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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知识讲座、宣传活动等形式，提高家长对急救知识的重

视程度 [11]。定期下发相关的调查问卷，了解社区家庭学习

急救知识技能的壁垒,加强对其重难点的培训, 因材施教，

提升培训效率。还可以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

交媒体平台，推送急救知识文章、视频等，扩大急救知识普

及范围。与社区医疗机构、幼儿园等合作，共同推进急救

知识普及工作。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走进社区，

为家长提供免费急救培训，提高社区家庭急救技能。

3.2 完善社区急救设备配置

建议完善急救设备配置，政府应加大投入，完善社区

急救设备配置，合理调配急救资源，增大社区基层急救设备

的投入，确保每个社区都有急救设备。进一步优化急救设

备布局，合理规划急救设备分布，提高急救设备的利用率。

首先，应基于社区的地貌特征与居民分布状况，采取科学的

方法对紧急医疗设备的布置进行系统规划。其次，需对急救

设备的分布进行优化调整，以防止设备部署的过度集中或分

散，确保各个社区均衡配备紧急医疗资源。最后，完善相关

辅助设施，诸如在紧急医疗设备周边设置醒目的指示标识，

并提供必需的通讯及运输工具，以增强应急响应能力。进一

步优化急救设备布局，合理规划急救设备分布，提高急救设

备的利用率。加强急救设备维护，定期对急救设备进行检查、

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12]。社区急救设备投入与家

庭急救技能培训对提高社区家庭婴幼儿急救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只有通过加大社区急救设备投入，提高家庭急救技能，

才能有效降低婴幼儿急救事故的发生率，保障社区居民的生

命安全。

3.3 提升社区工作人员急救专业素养

我国社区居民的急救培训呈现增长趋势，但是系统规

范的培训体系仍是目前培训的薄弱环节。为了提升社区服务

人员急救知识的专业水平，首先要完善培训体系。构建系统

的社区工作人员急救培训体系，包括基础急救知识、急救

技能、急救法律法规等内容，确保培训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如开设急救知识讲座、发放急救手册、

开展线上培训等，普及急救知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急救

意识。通过模拟急救场景、组织实战演练等方式，为社区工

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提高其急救操作能力。对表现

突出的社区工作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激发其学习

和实践急救知识的积极性 [13]。

4 小结

综上所述，婴幼儿意外伤害的发生率逐年增高，而家

庭作为实施救护的关键单位，也是确保婴幼儿安全的关键策

略。目前社区家庭中婴幼儿急救技能不足的原因主要集中在

社区急救技能知识普及率低、社区急救医疗设施不完善、社

区工作人员急救专业素质不高。因此，应通过普及急救知识、

提升急救意识、拓宽急救公益普及途径，有效提升家长急救

知识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完善社区急救设备，增加社区工

作人员急救技能培训的机会，推进社区家庭急救技能的普及

工作。更好地降低婴幼儿意外伤害死亡率，保障婴幼儿的生

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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