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心被传染！
他们开展野火游戏

11 月 26 日，在湖南科技大学青春

健康同伴社（简称“湖科大青同社”）

的见面会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野火游戏

（“野火游戏”通过让参与者亲身体验

艾滋病病毒传播速度、传播途径、感

染者的内心感受等，增强对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的理解和关心，提高对艾滋

病病毒传播的警觉性）�在开��2��在开��2�

个社员都闭上眼睛，接着，主持人随机

抽取三人轻拍肩膀，然后，所有人睁开

眼互相握手，被拍肩膀的社员在与其

他社员握手�，都��一�对�的手心社员握手�，都��一�对�的手心

代表“传染”了对�。仅仅进行了两轮，

就�����社员�有被“传染”������社员�有被“传染”�

“被拍肩膀的社员即是‘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睁开眼互相握手模拟的是传

播过程，握手�手心动作模拟的是不安

全的性行为，被拍肩膀的社员内心��被拍肩膀的社员内心��拍肩膀的社员内心��

扎，而被�手心的社员则表现得�惊

讶。”湖科大青同社社长胡琦说，“这个

活动让新社员了解到艾滋病的传播是非

常危险与迅速的，也认识到艾滋病患者

和我们一样，�有什么特别的地�，就

在我们身边。”

 
唤起共鸣，
开启同伴教育模式

胡琦告诉记者，湖科大青同社成立

于 2�15 年，是湖南科技大学首个以同

伴教育的形式开�青少年生殖健康、艾

滋病预防知识、爱情观价值观等宣传教

育活动的公益性社团。“同伴教育是��

由年龄相仿的讲师对同学进行防艾知识同学进行防艾知识

宣传，互相分享对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

心得和感悟，以唤起彼此的共鸣。”胡

琦告诉记者，“这种�式的效果�不错，

因为同龄人有共同的话题，不会有代沟，

更能接受我们的宣传。”我们的宣传。”宣传。”

湖科大青同社的发起，离不开社团

�导老师李双。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

她发现学校�多师生对艾滋病的预防意

识薄弱，便想改变这个现状。于是，她

找来了同样有想法的同学，成立了学生

社团，致力于让全体师生了解艾滋病危

害和防治知识，构建健康的行为�式。

恐艾症是啥？看防艾活动墙
11月26日�午3点，中南大学升华餐饮楼前立着一道防艾活

动墙，红丝带明信片被贴在墙上，组合成爱心的形状，不�有人驻足，

仔细阅读参加活动的学生们在明信片上留给艾滋病患者的寄语。

“健康中南”活动��长���告诉记者，这是健康中南组�活动��长���告诉记者，这是健康中南组�告诉记者，这是健康中南组�

的线�防艾活动，参与者可以在明信片上写�对艾滋病患者的温暖

祝福，或者是对艾滋病治疗手段进�的美好�望，同��作人员会�作人员会

为大家详细讲解防艾知识，发放宣传手册，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艾

滋病。“接�来的一整个月，我们都会举办和艾滋病防治有关的活动，

包括邀请艾滋病预防领域的相关专家进行讲座，和有需�的班级

举办团日活动等。”

 “我今天负责宣讲的�分是恐艾症，主�是讲为什么会有恐艾

症，以及我们应该对艾滋病抱有的�确态度是什么。”宣讲团成员

刘芷珊是中南大学护理学院大一的学生，她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

一枚红丝带的徽章，“希望不论是患者还是其他人都学会自我保护，

也不�对艾滋病怀有过度的恐惧。”

宣讲团成员万佳告诉记者，在向参与活动的学生们讲解的过程

中，自己也对艾滋病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别害羞！志愿者发放安全套
“除了现场的宣讲、写明信片等环节外，我们还会向周围的学生

们发放安全套。”健康中南宣讲团�团长周��告诉记者，�年举健康中南宣讲团�团长周��告诉记者，�年举周��告诉记者，�年举

行活动�，�让男干事�发，而今年�求所有干事参与发放，“我

们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根本不是一个值得害羞或者羞耻的

事情”。

发放安全套的同�，周��也会向学生们讲述�确用法，“说

实话，�多人不会�确佩戴，发放�他们会�惊讶，男生会比女生

更害羞，有些还会躲开，�多人本来接过来了，一看是安全套就退

回我手里，我又会塞回�，然后告诉他们为什么一定�拿着”。

但还好，一大箱子�快就发完了。“就好像是接过一杯茶，然后

顺势喝�的感觉，也有许多同学表现得�平常，甚至还有人跟我说

可不可以再给一个”。周��告诉记者，�年还有�个同学看到发

放安全套直接跑掉，今年却�有出现这种情况，“学生们的接受能

力更强了，这是个好的兆头，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同�也能保护

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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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篇

 如果评选世界上最令人恐惧

的疾病，艾滋病绝对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种几乎无法治愈的疾病，艾

滋病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无可逆转

的结果，更在于病情不断发展的

漫长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重

心理压力。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不少艾滋

病患者的自传体文章在网上流传，

每次看到那些向死而生的文字，总

是令人格外心悸。家长里短的琐

碎日常，在艾滋病患者眼里，都是

弥足珍贵的精彩画面，但他们往

往无力面对那些异样的目光，不得

不小心翼翼地与世界保持着距离。

所以，如何破除艾滋病歧视，既

是艾滋病患者的心结，也是公共

安全的时代之问。

艾滋病是人类面临

的共同挑战，我们需要

对艾滋病的传播保持警

惕，但绝不应该放大对

艾滋病的恐惧。一个或

许需要重申的常识是：

艾滋病在本质上也是各

类疾病的一种，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其传播

途径已然明晰，预防与治疗已经有

了较为成熟的方案，可防可控。太

多的“谈艾色变”，根源在于对艾

滋病的了解不够准确、认知存在偏

差。

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共同的

敌人都是艾滋病毒，而不是那些

抗艾活动���������心�？���������心�？�����心�？？
 

困惑篇篇 我们共同的敌�是艾滋病毒，不是病�

在社团活动开�过程中，

并非胡琦想象中一帆风顺。“目

前，我们主�的问题是资金、

人力、物力等�面的不足。防

艾宣传的直播，经常会因为涉

及到性教育的词汇而被平台不

断提示甚至直接禁言。在学

校的宣传也�有到普及日常化

的程度。我们大的宣讲�有在

新生开学�举办，其����举办，其���，其���

的活动影响范围有限，且都是

碎片化的知识，不利于系统学

习。”

赵文静坦言，在三�乡进行

防艾宣传�也遇到过困难。“我

们给孩子讲月经知识，并发放

女性卫生巾，但她们大�分�

害羞，把卫生巾藏进包里。”赵

文静说，“�多家庭�有告诉她

们女孩子到了年龄�用卫生巾，

许多人还有偏见，我感觉�心

疼，希望当地的学校能开�性

教育，让防艾成为生活中的一

�分。”

刘湘面临的则是家里人的

不理解。“我的家人对这个不太

感兴趣，更不清楚我具体做什

么。我曾经尝试过给我弟弟讲

防艾知识，但他总是逃避，不

想听。”

 编后

创作社歌，展示生命之舞
艾滋病防治知识�枯燥，�容易听了就忘记，面临着

深入传播的难题。为此，湖科大青同社社干赵文静找到了

趣味性强、师生更能接受、生动贴�的宣传�式。“我们会师生更能接受、生动贴�的宣传�式。“我们会能接受、生动贴�的宣传�式。“我们会

放社团成员王华年作曲演唱的社歌，描述的是一个艾滋病

人从感染到痊愈的过程，�快就把大家吸引到了主题上。”

赵文静说，“我们也会跟�个学院合作�示生���。这�个学院合作�示生���。这学院合作�示生���。这

个�蹈，有�多拍腿打手鼓掌的动作，让大家感受到艾滋

病患者�间的互相鼓励。”

在防艾宣讲结束后，胡琦每次都会留�官� QQ、�信�信

公众号�便同学们咨询。“这些官�账号会由一批心理学专

业的同学来回复。”胡琦说�“有同学不好意�问，会�表�“有同学不好意�问，会�表“有同学不好意�问，会�表

白墙上发帖，我们的志愿者就会在墙�解答。”

湖科大青同社还开�了卫生巾互助盒、HIV自测等活动。

“卫生巾互助盒活动是把卫生巾放置在女厕比较显眼的地

�，�便女大学生应急使用卫生巾，并宣传拒绝月经羞耻

的理念。”胡琦告诉记者�“HIV自测活动我们每年都会组�“HIV自测活动我们每年都会组“HIV自测活动我们每年都会组

�一次，平�也会有检测机器，投放在校医院等地，供同

学们自行取用。”

帮扶遭遇过不幸的女孩

赵文静还���出学校，�中�学和社�进行防艾宣还���出学校，�中�学和社�进行防艾宣���出学校，�中�学和社�进行防艾宣

传。“在一次进�学的宣讲中，我通过让孩子画姜饼人来了

解青春期男女生应有的变化。我发现他们对于青春期的知

识非常匮乏，甚至对于�多东西都闭口不谈。”赵文静告

诉记者，“对于中�学生我们主�是讲基础知识，但对于大

学生则会讲更高阶段的知识，会灵活地安排讲课内容。”

刘湘也是湖科大青同社的一员，在听了李双老师的一

堂卫生保健课�后，她就决定�加入。她参加了青同社的

�多志愿活动，并帮扶过遭到性侵的女孩。

在一次进社�组�防艾讲座�，她跟往常一样，留�

了自己的联系�式。后来，在跟一个女孩聊天�，她发现

了不对劲，通过耐心的沟通了解到女孩被性侵的经历。“我

及�跟社团�导老师和负责人联系，并了解了她的生存环

境后，决定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对她进行心理�助，并定期他志愿者一起对她进行心理�助，并定期志愿者一起对她进行心理�助，并定期

进行 HIV 检测。”最终，经过持续四年的志愿活动，�女

孩�出了阴影，回归�常的生活。健康中南宣讲团成员正在为同学们讲解艾滋病防治知识。

湖南科技大学青春健康同伴社��防艾��������防艾������防艾������

一位参与防艾��的学生正在为
艾滋病患者留下自己的寄语�

不幸感染病毒的人。只有让他们

感受到全方位的保护和照顾，才

能集整体之力构筑起防控艾滋

病毒的坚固屏障。在医学不断进

步的同时，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贯

穿于艾滋病防治工作始终。我们

共同期待着，天下无“艾”的那

一天。

大学生的花式防艾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