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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委、后勤、校卫生机构等多部门各负其责、协同推进的健

康教育组织领导机构。要制定学校健康教育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确保健康教育工作的持续性、系统性、计划性和有序性。

要坚持“健康第一”，促进德育、智育、体育和健康教育在课程设

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课外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机融

合，做到文以载道、言以致行、创以致用，把学生的健康和全面

发展作为教育工作的评价指标，把健康融入高校工作的各个环

节。

二、加强课程建设，多渠道开展健康教育

各校要把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

育教学体系。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按照“指导纲要”

和《“健康江苏”2030规划纲要》要求，开设健康教育必修或选

修课，安排必要的课时、确定相应的学分，依据“问题导向与健

康需求相衔接、知识传授与行为养成相促进、课堂教学与课外

实践相协调、维护个体健康与增强社会责任相统一、总体要求

与地方实际相结合”五项原则，围绕“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

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五个知识领域开好

健康教育课、做好健康教育宣传。要充分发挥健康教育的育人

作用，创新形式、落实载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

能动性，发挥学生社团作用，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和责任意识，

全面提升学生维护健康、自身健康管理的综合技能。学生体质

健康测试达良好以上方可参加“三好学生”等评优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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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保障措施，提高健康教育水平

高校健康教育是中小学健康教育的延续和深化，是高等教育

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事关个人终身健康，事关国家和民族未

来。各校要加强教学能力建设，建立相对稳定的健康教育专兼职

师资队伍，开展教学研究，开发建设健康教育网络课程、慕课、

微课等教学资源，增强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大经费

投入，强化健康教育的条件保障，健全组织机构、配备好公共体

育和卫生设施，创设健康的校园环境。要加大教育宣传力度，积

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手段和途径，推广健康教育的

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健康教

育的良好氛围。省教育厅将依据教育部要求，对学校开展健康教

育的情况进行督查。

附件：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的通知

                               省教育厅

2017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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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