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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南充两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的认知和防护行为情况，对比医学院与非医学院学

生对新冠病毒感染认知水平差异，为开展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抽样并利用问卷星平台在

南充川北医学院和西华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发放电子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305
份，有效率97.44%，调查对象以女性(71.1%)、年龄以 > 20岁(61.3%)、年级以大四及以上(44.6%)、
已在实习(69.5%)、川北医学院(73.1%)为主；南充两所高校大学生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基础知识和防护

知识平均得分分别为(4.69 ± 1.46)分和(6.57 ± 1.74)分，基础知识认知方面不同年龄组、年级和是否实

习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防护知识认知方面不同性别和答题所用时间和得分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多因素logistic 二元回归分析发现，是否实习与学生防护行为频率有关(P < 0.05)，
而答题时间、性别、就读学校与学生防护行为频率无关(P > 0.05)，川北医学院实习生更易采取高频率防

护行为，但西华师范大学实习生与防护行为频率关系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调查对象主要通过

新媒体或传统广电媒体渠道获取信息(82.0%)。结论：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的了解不够全面，认知水

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应继续加强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并促进健康行为的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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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on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on COVID-19 
infection in tw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anchong,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and non-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cognition of COVID-19 infection,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health education. The method used random sampling and distributed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on the Question Star platform to Nanchong Chuanbei Medical College 
and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analysis. A total of 30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7.44%. The survey subjects were mainly females (71.1%), 
those over 20 years old (61.3%), those in their senior year or above (44.6%), those who were al-
ready interning (69.5%), and those from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73.1%); The average 
scores of basic knowledge and protection knowledge related to COVID-19 infec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in Nanchong were (4.69 ± 1.46) points and (6.57 ± 1.74) points,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grades and whether to 
practice in basic knowledge cognition (P < 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in the cognitive aspects of protective knowledge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as well as in the 
time and score required to answer questions; Multivariate logistic binary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internship was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of student protective behavior (P < 0.05), while 
answering time, gender, and school of study were not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of student protec-
tive behavior (P > 0.05). Interns from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were more likely to adopt 
high-frequency protective behavior,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ns from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frequency of protective behavior (P > 0.05); 
The survey subjects mainly obtained information through new media or traditional radio and tel-
evision media channels (82.0%).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OVID-19 infec-
tion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their cognitive level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health education on relevant knowledge and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health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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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种呼吸道急性传染病(2023 年 1 月实行乙类乙管后更名为新冠病

毒感染)，我国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1]。
公众对防护知识的认知是预防传染病的首要措施之一[2]，因此防范新冠病毒感染传播重在预防，目前新

冠疫情波及全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伴随新冠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冠

病毒感染并回归乙类乙管，加之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后群众对于呼吸道传染病的关注度增加，因此调查了

解目前大学生对于新冠病毒感染防护现状、行为和影响因素及其重要[3] [4]。 
据国内外研究显示，在已有的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的认知调查中得出，大学生的新冠病毒感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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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认知处于中等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5]，对新冠病毒感染主要症状知晓率仅为 25.7%，反映出大部分

学生对国家出台的防控政策关注程度不够，对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知识掌握不全面[6]。 
学校是人员相对密集且接触频繁的场所，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后极易发生聚集性疫情[7]。因此，

本研究将对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防护知识认知差异进行调查，旨在增加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防护

知识的了解，为在大学生群体中实施精准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提升校园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效果。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 2023 年 4 月 6 日通过微信、QQ 二维码方式随机抽查川北医学院、西华师范大

学 313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川北医学院 230 人(占比 73.48%)，西华师范大学 83 人(占比 26.52%)。
纳入标准：1) 川北医学院在读大学生；2) 西华师范大学在读大学生；3) 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者。排

除标准：1) 川北医学院非医学专业在读大学生；2) 外国留学生；3) 休学、隔离者。 

2.2. 调查方法 

2.2.1. 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认知及行为调查》是根据对新冠冠状病毒感染途径、预防措施

及隔离等相关防护知识并查阅新冠病毒感染及认知行为相关文献[8] [9]、咨询相关专家讨论会后自行设

计的一份结构式自填问卷，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年级、实习情况、就读学校、获取新冠病毒感

染信息途径)；新冠病毒感染基础知识(新冠病毒感染早期主要症状、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发热的体

温界值、新冠病毒感染的传染病分类、新冠病毒感染的易感染人群、传播途径)，其中单选题 5 道，多

选题 1 道；新冠病毒感染防护知识(防护措施、洗手方法、佩戴口罩、选择口罩)，均为多选题；新冠病

毒感染防护行为(使用七步洗手法的频率、打喷嚏遮掩口鼻的频率、室内通风的频率、校外与他人保持

安全距离的频率)，均为单选题 4 道。且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9，KMO 值为 0.763，问卷

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2.2.2. 资料收集方法 
在调查前对各调查负责人进行相关培训。由各调查负责人告知调查对象此次调查目的、意义及问卷

填写注意事项。2023 年 4 月 6 日~10 日使用问卷星进行问卷发放，同一手机号或 IP 地址只能答题 1 次，

避免调查对象重复填写问卷。问卷共回收 313 份，删除填写时间过短(<40 s)的 3 份，时间过长(>5 min)
的 5 份，其中有效问卷 30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44%。 

2.3. 评判标准 

评价调查对象对新冠病毒感染的认知及行为时，用赋分法进行程度分类：1) 基础知识部分单选题答

对得 1 分，答错得 0 分，多选题答对得 2 分，多选或选错得 0 分，基础知识得分 1~4 分为低认知，5~7
分为高认知；2) 防护知识部分 4 道多选题全部答对为高认知，否则为低认知；3) 防护行为部分赋分，“从

不” = 0 分，“偶尔” = 1 分，“经常” = 2 分，“总是” = 3 分，防护行为得分 1~7 分为低频率，8~12
分为高频率[8]。 

2.4.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经查阅文献、预实验多次修改完成，问卷中规避暗示性语言，排除答题空项或答题时间过

长、过短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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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据过程与统计分析 

使用 excel软件进行双人数据录入，导入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 s± 描述；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相对数描述。计数资料的差异性检验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防护行

为频率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二元回归多因素分析。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评价调查对象对新冠病毒感染的不同基础认知及防护行为时，采用赋分法进行程度分类，同

时收集答题所用时间、性别、年级、是否实习、专业类别、基础知识认知程度 6 个因素，采用 χ2检验分

析出大学生防护知识认知的高低与变量是否有统计学意义。χ2 检验遵循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在建立零

假设基础上计算统计量 χ2 值，根据其统计量在其特定分布中的位置确定概率，并做出推断。χ2 统计量记

作式 ( )22 A T Tχ = −∑ ，四格表代入专用公式 ( ) ( )( )( )( )22 ad bc n a b c d a c b dχ = − + + + + 。 
本研究中将调查对象防护行为频率分为 2 个等级：低频率、高频率，同时收集答题所用时间、性别、

是否实习、专业类别、基础知识认知程度、防护知识认知程度 6 个因素，变量赋值见表 4，采用 logistics
二元回归多因素分析出大学生防护行为频率的高低与变量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共发放问卷 313 份，排除随意做答与规律做答的问卷，有效问卷率为 97.44% (305/313)。305 名研究对象

中答题时间以超过 100 s 者(56.1%)为主；性别以女性(71.1%)为主；年龄以 > 20 岁(61.3%)为主；年级以大四

及以上(44.6%)为主，专业类别以医学生(73.1%)为主，实习与非实习学生分别占比为 30.5%、69.5%，见表 1。 
 
Table 1.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on of knowledge about COVID-19 infection 
表 1. 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人数占比(%) 
基础知识认知程度(%) 防护知识认知程度(%) 

低认知 高认知 χ2/z 值 低认知 高认知 χ2/z 值 

答题情况 
≤100S 134 (43.9) 47.0 53.0 

0.732 
61.9 38.1 

7.288* 

>100S 171 (56.1) 42.1 57.9 45.6 54.4 

性别 
男 88 (28.9) 47.7 52.3 

0.795 
68.2 31.8 

11.510& 

女 217 (71.1) 42.9 57.1 46.5 53.5 

年龄 
≤20岁 118 (38.7) 51.7 48.3 

4.296* 
53.4 52.4 

0.067 
>20 岁 187 (61.3) 39.6 60.4 46.6 47.6 

年级 

大一 49 (16.1) 59.2 40.8 

12.545* 

55.1 44.9 

4.298 
大二 70 (23.0) 52.9 47.1 55.7 44.3 

大三 50 (16.4) 46.0 54.0 62.0 38.0 

大四及以上 136 (44.6) 33.8 66.2 47.1 52.9 

是否实习 
是 93 (30.5) 35.5 64.5 

4.179 
55.9 44.1 

0.304 
否 212 (69.5) 48.1 51.9 51.4 48.6 

专业类别 
医学生 224 (73.4) 42.4 57.6 

1.447 
51.3 48.7 

0.625 
非医学生 81 (26.6) 49.4 50.6 56.8 43.2 

注：&为 χ2 值，其 P < 0.05，*为 Z 值，其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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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冠病毒感染知识认知情况 

3.2.1. 基础知识 
调查对象基础知识总得分为(4.69 ± 1.46)分，不同年龄组、年级和是否实习的基础知识得分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且年龄 > 20 岁和已在实习者高认知占比高于年龄 < 20 岁和未实习者，高认知的

占比随着年级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答题所用时间、性别和专业的大学生认知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新冠病毒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期”知晓率最高(93.1%)，“新冠病毒感染的传染

病分类”知晓率最低(41.0%)，见表 2。 
 
Table 2. The awareness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about COVID-19 infection 
表 2. 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相关知识 知晓人数(n) 知晓率(%) 

新冠基础知识   

基础认知   

新冠病毒感染早期主要症状 282 92.5 

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 284 93.1 

发热的体温界值 169 55.4 

新冠病毒感染的传染病分类 125 41.0 

新冠病毒感染的易感染人群 253 83.0 

传播途径   

呼吸道飞沫 303 99.3 

接触患者体液 269 88.2 

接触共同使用的公用物品 235 77.0 

蚊虫叮咬 243 79.7 

新冠防护知识   

防护措施   

戴口罩 304 99.7 

勤洗手 303 99.2 

少外出 301 98.7 

适度运动 281 92.1 

打喷嚏或咳嗽时遮掩口鼻 291 95.4 

洗手方法   

取下手上饰物，并在干净流水下淋湿 289 94.8 

使用肥皂或洗手液 301 98.7 

认真揉搓双手至少 20 秒 298 97.7 

注意清洁双手所有皮肤，清洗指尖、指背和指缝 296 97.0 

洗后用流动水冲洗干净双手、擦干双手 294 96.4 

佩戴口罩   

洗净并消毒双手 2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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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浅色向内，朝向面部 295 96.7 

有金属条一侧向上 290 95.1 

调节金属条弧度，使口罩与面部贴合 293 96.1 

每隔 4 小时更换一次 289 94.8 

选择口罩   

棉布口罩 236 77.4 

防雾霾口罩 229 75.1 

一次性医用口罩 269 88.2 

医用外科口罩 294 96.4 

N95 防护口罩 294 96.4 

3.2.2. 防护知识 
调查对象防护知识总得分为(6.57 ± 1.74)分，不同性别、答题所用时间、基础知识认知程度的防护知

识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女性、答题时间 > 100 s、基础知识认知较高者，其防护知识的高

认知占比高于男性、答题时间 < 100 s、基础知识认知较低者；不同年龄组、年级、专业以及是否在实习

的大学生认知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表 3。防护知识的知晓率均较高，“勤洗手”

的知晓率最高(99.3%)，“防雾霾口罩不能防范新冠病毒感染病毒”知晓率最低(75.1%)，见表 2。 
 
Table 3. Cognitive status of protective knowledg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basic knowledge (n = 
305, %) 
表 3. 大学生不同基础知识认知程度的防护知识认知情况(n = 305, %) 

基础知识认知程度 防护知识低认知 防护知识低认知 合计 χ2 值 

低认知 81 (60.0) 54 (40.0) 135 (100.00) 

5.056& 高认知 80 (47.1) 90 (52.9) 170 (100.00) 

合计 161 (52.8) 144 (47.2) 305 (100.00) 

注：&为 P < 0.05。 

3.3. 防护行为频率多影响因素分析 

将调查对象采取防护行为频率的得分赋分(低频率 = 0，高频率 = 1)，排除匹配变量，将调查对象的

答题时间、性别、是否实习、学历、专业、基础知识认知水平、防护知识认知水平纳入 logistic 二元回归

分析，自变量的赋值见表 4。结果显示，实习学生(OR = 1.941, 95%CI: 1.136~3.317, P < 0.05)更易采取高

频率的防护行为；答题时间、性别、学校、基础知识认知水平、防护知识认知水与防护行为频率关系相

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5。通过进一步分析显示，医学生实习生采取高频率防护行为是非实

习医学生的 2.494 倍(OR = 2.494, 95%CI: 1.338~4.648, P < 0.05)，但非医学生实习生与防护行为频率关系

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6。 

3.4. 调查对象获取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 

调查对象的信息来源主要为“新媒体或传统广电媒体”占 82.0%，“学校、政府等机构宣传”占 18.0%。

医学院和非医学院学生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知识获取途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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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nalysis of multipl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requency of protectiv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assign-
ment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4. 大学生防护行为频率多影响因素分析自变量赋值表 

自变量 赋值方式 

答题所用时间 <100 s = 1; >100 s = 0 

性别 男 = 0；女 = 1 

是否实习 是 = 1；否 = 0 

专业类别 医学生 = 0；非医学生 = 1 

基础知识认知程度 低认知 = 0；高认知 = 1 

防护知识认知程度 低认知 = 0；高认知 = 1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ultipl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requency of protectiv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 = 305) 
表 5. 大学生防护行为频率多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n = 305) 

自变量 B SE Wald P Exp(B) 
95%CI 

下限 上限 

性别 −0.021 0.269 0.017 0.895 0.965 0.570 1.634 

是否实习 0.663 0.274 5.887 <0.05 1.941 1.136 3.317 

专业类别 0.341 0.276 1.694 0.193 1.431 0.834 2.454 

基础知识认知程度 0.255 0.243 1.125 0.289 1.293 0.804 2.081 

防护知识认知程度 0.013 0.014 0.838 0.360 1.013 0.986 1.041 

常量 −0.686 0.690 0.987 0.320   
 
Table 6.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omparison of multipl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requency of protective behavior 
between medical and non medical students 
表 6.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防护行为频率多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 

专业(n) 自变量 B SE Wald Ｐ Exp(B) 
95%CI 

下限 上限 

医学生(224) 

性别 −0.154 0.310 0.246 0.620 0.858 0.467 1.575 

是否实习 0.914 0.318 8.282 <0.05 2.494 1.338 4.648 

基础知识认知程度 0.093 0.287 0.104 0.747 1.097 0.625 1.924 

防护知识认知程度 0.010 0.016 0.392 0.531 1.010 0.979 1.042 

常量 −0.006 0.698 <0.001 0.993   

非医学生(81) 

性别 0.128 0.567 0.051 0.822 1.136 0.374 3.452 

是否实习 0.135 0.576 0.055 0.815 1.145 0.370 3.537 

基础知识认知程度 0.740 0.489 2.290 0.130 2.096 0.804 5.465 

防护知识认知程度 0.019 0.030 0.414 0.520 1.020 0.961 1.081 

常量 −0.566 1.187 0.228 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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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Main ways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to acquire knowledge (n/%) 
表 7. 不同学校大学生获取知识主要途径情况(n/%) 

学校 新媒体或传统广电媒体 学校、政府等机构 合计 χ2 值 

川北医学院 192 (85.7) 32 (14.3) 224 (100.00) 
8.012& 

西华师范大学 58 (71.6) 23 (28.4) 81 (100.00) 

合计 250 (81.97) 55 (18.03) 305 (100.00)  

注：&为 P < 0.05。 

4. 讨论 

4.1. 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知现状 

4.1.1. 整体认知现状 
本研究显示，川北医学院和西华师范大学两所学校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整体认知水平较低，与

刘冰[10]、黄永真[11]等调查相似。其中防护知识平均知晓率(94.16%)高于基础知识平均知晓率(78.8%)。
在基础知识方面，体温界值(55.4%)和新冠病毒感染的传染病分类(41.0%)知晓率较低，这可能会造成在体

温高于正常体温时，不能及时就医和隔离而引发校园聚集性传染，同时反映出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出台的

防疫政策关注度不够，对新冠病毒感染知识掌握不全面[6]。在防护知识方面，防雾霾口罩不能防范新冠

病毒感染病毒知晓率最低(75.1%)，这可能是大学生未认知到口罩正确选择的重要性，也可能是更重视口

罩样式的多样性。针对这些问题，学校应在宣传方面，有针对性的强调重要的知识点，严防不正当信息

的散布对大学生的疫情防控行为产生误导作用，学校可以通过网络、线下讲座等途径对大学生开展新冠

病毒感染基础知识对教育。其他基础知识和防护知识的知晓率均较高，与朱琳[12]、聂胜南[13]等研究结

果类似，在基础知识认知中医学观察期时长的知晓率最高(93.1%)，一方面与政府、社会、学校等积极宣

传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知识有关，如 2020 年 2 月 6 日教育部发表了《致全国大学生的一封信》，各高校也

及时对本校学生作出防控疫情对呼吁并采取延期开学的措施[14]，另一方面，信息化的高度发达为大学生

提供了更多的获取信息的途径，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相比其他群体来说，更愿意主动的去接收

新信息。 

4.1.2. 基础知识差异分析 
根据知信行模式，掌握知识是建立行为的基础[15]。本研究中低年级及未实习的调查对象基础知识较

低，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基础知识的高认知的占比随年级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与高年级学生具有更

多的知识储备和更高的学习主动性，这有助于学生主动关注疫情进展和学习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知识，与

许丽雅、左慧君等[16]的研究一致。 

4.1.3. 防护知识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基础知识高认知水平的大学生，其防护知识也更易处于较高的认知水平，与王硕等[9]的

研究结果相近。有关部门应加强基础知识和防护知识的联合宣传，使得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知识相互串联，

使得更易理解记忆，增强采取健康行为的信念。在防护知识认知中女性对新冠病毒感染防护知识的高认

知比率高于男性，这一调查结果符合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即一般认为女生具有语言优势，做事谨

慎细心[17]，也可能与女生更关注社会健康问题，并且具有更强的自我防护意识有关。答题所用时间也存

在显著性的差异，结果表明答题者答题所用时间越长，低认知者就越少，与张钰怡等[18]的研究结果类似，

这可能是所用时间长的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防护知识更加了解，对新冠病毒感染防护知识的学习更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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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但也不排除答题者在答题时网上进行搜索或咨询他人的可能。 

4.1.4. 大学生新冠病毒感染认知途径分析 
本研究显示，医学院和非医学院获取主要途径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绝大部分的

大学生获取疫情相关知识途径为新媒体或传统广电媒体，与其他研究相似[19] [20]，这与新媒体和广电媒

体信息更新快，信息量丰富，传播广且快有莫大的关系。大学生以学校、政府等机构宣传为主要了解途

径的占比较低，且此占比中非医学院大学生略高于医学院大学生。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加强相关教育

活动宣传和落地落实相关政策，鼓励院校开展科普、防疫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制定方案并予以实施；

医院和高校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在校大学生和实习学生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培训和定时考核，并在健康科

普传播中，可增设互动模式的讲座，增添健康科普内容的趣味性。 

4.2. 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知识和学习是基础，信念和态度是动力，健康行为是目标[2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医学院实习

学生较非医学院实习学生更易采取高频率的防护行为，可能是因为已实习医学生对新冠相关知识掌握程

度明显高于在校大学生，分析原因系已实习医学生目前正处于国家规范化培训教育阶段，全面接触临床，

有较好的防护意识[22]。而非医学院实习生防护行为水平不高，所以今后在新冠病毒感染健康教育方面应

加强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基础知识的培训教育，加大非医学院实习学生人群的知识传播力度，提升非医学

专业实习生对新冠病毒感染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非医学专业实习生战胜新冠病毒感染的信念和态度，从

而促进有效的防控和防护行为。除此之外，新冠病毒感染基础知识和防护知识认知程度与防护行为频率

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新冠病毒感染基础知识与防护知识转变为实际防护行为的转化率不高，相关部门

应在宣传新冠病毒感染基本知识与防护知识时，应使宣传内容更直观，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健康科普传

播中，可尝试将难以理解的知识与个人行为相联系，便于理解记忆，加强其采取新冠病毒感染健康防护

行为的意识。 

4.3. 小结 

综上所述，大学生对新冠病毒感染认知知晓率较高，但认识不全面，认知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建

议有关主管部门及学校应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加强相关防疫知识和防护行为的宣传教育，同时要充分考虑

大学生不同专业背景的差异性，分别对不同专业大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引导他们更加积极的践

行疫情防控措施。但本次调查存在一定局限：调查样本量相对较小，且利用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无法

保证调查对象是否认真且准确的填写问卷，且抽样方法属于方便抽样，所获样本不能完全代表全体大学

生，研究结果在进行外推时受到一定限制，但可以对疫情的防控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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