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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自然灾害的频发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扩大，提高公众对灾害风险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能力已成为应急管理的核心任务。

本研究以灾害风险认知与应急教育为切入点，探讨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分析公众风险认知对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影响，并研究教育

策略如何反向提升风险认知水平。本文采用文献回顾、案例研究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双向互动模型，并提出了优化教育策

略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认知与应急教育之间存在显著的动态交互作用，这为灾害管理与公众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

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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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自然灾害的频发和不确定性正对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

深远影响。近年来，重大灾害事件（如 2011 年的日本东日本大地

震、2020 年的澳大利亚山火）频繁发生，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还揭示了公众在灾害风险认知与应急准备方面

的不足。有效的灾害管理不仅需要科学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公众

对风险的清晰认知与正确反应。然而，现有应急教育通常以单向

信息传播为主，忽视了公众的认知差异和实际需求。

（二）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公众的灾害风险认知如何影响应急教育策略的制定？

应急教育如何反过来提升公众的灾害风险认知？

灾害风险认知与应急教育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如何运作？

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旨在为应急管理提供新思路，并

为应急教育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二、理论框架

（一） 风险认知理论

风险认知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潜在风险的主观评估，包括对灾

害发生概率、严重程度及其潜在影响的感知（徐东等，2020）。

这种感知受到灾害经历、媒体传播和社会信任等因素的影响。例如，

曾经历灾害的个体通常对风险的敏感性更高，而未经历灾害的个

体可能对风险的严重性低估（张慧敏，2019）。此外，社会信任

是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重要变量，高信任环境中的个体更倾向于

接受官方发布的信息，而低信任环境中非正式信息来源的影响显

著（Wachinger et al.，2013）。

媒体传播在塑造风险认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媒体如电

视广播因其权威性和覆盖面广，能够有效传递灾害信息；新媒体

如社交媒体则凭借实时互动的特点增强了公众对风险的警觉性（徐

东等，2020）。然而，过度信息曝光可能导致公众产生心理疲劳

或信息麻痹，影响其对风险的理性评估。

（二） 教育与风险沟通模型

教育是风险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知识传播与

行为塑造，提升公众的风险应对能力（李明阳等，2022）。针对

不同风险认知水平的群体，教育策略需要进行差异化设计。对于

低风险认知群体，基础知识普及是关键，例如灾害预警信号的识

别和基本应急技能的掌握；而对于高风险认知群体，更深入的技

能培训和情景模拟能够进一步增强其应对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教育效果。虚拟现实（VR）

技术通过重建灾害场景为公众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而社区教育

则通过公众参与活动和实践演练提升集体应对能力。李明阳等

（2022）的研究表明，社区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公众的风险认知，

还能促进协作意识，从而提升群体整体的应对效率。

（三） 双向互动机制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了风险认知与应急教育之间的双向

互动机制。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直接影响教育内容与形式的选择，

而教育策略通过信息传播和技能培训反过来提升公众的风险认知

水平。研究认为，这一机制能够形成动态的正向反馈循环，即风

险认知的提高促使教育内容不断优化，而教育内容的优化又反向

强化了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从而实现灾害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探讨灾害风险认知与应急教育之间的双向互动机

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围绕以下核心问题

展开：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如何影响其对教育内容和形式的需求？

应急教育如何通过信息传递和技能培训提升公众的风险认知水

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反馈的交互机制？为此，研究设计了

包括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和文献回顾在内的三部分内容，通过多

角度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构建并验证理论模型。本研究的整体目

标是揭示风险认知与教育策略的动态关系，从而为灾害管理和教

育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二）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分为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和文献回顾三个部分。首先，

问卷调查是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用于定量分析公众的风险认

知水平及其教育需求。问卷分为三个模块，分别测量公众对灾害

发生概率、严重程度及自身脆弱性的主观评估；对教育内容与形

式的偏好；以及其参与教育活动的动机和行为意愿。问卷采用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覆盖城乡不同背景的受访者，共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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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 份有效样本。其次，案例分析选取了三个典型灾害事件，即

汶川地震、澳大利亚山火和 2021 年河南暴雨。汶川地震案例重点

分析了灾害经历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澳大利亚山火案例探讨

了媒体传播对公众认知的作用；河南暴雨事件则关注社区教育策

略在提高公众应对能力方面的实践效果。最后，通过文献回顾系

统整理了国内外在风险认知与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收集了近五

年内的 60 篇核心文献，为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理

论支撑。

（三）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验证风险认知与

应急教育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在定量分析方面，首先通过描述

性统计分析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及其对不同教育形式的偏好；其

次，运用回归分析探讨风险认知对教育策略选择的影响；最后，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以验证风险认知与教育策略之间的

双向互动路径及其正向反馈机制。在定性分析方面，利用案例研

究提取关键影响因素，并结合问卷的开放性问题数据，进行主题

分析以深化对风险认知和教育实践的理解。此外，模型的拟合优

度指标（如 CFI 和 RMSEA）被用于评估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性，

从而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四、 研究结果

（一） 风险认知影响教育需求的路径

本研究发现，风险认知水平显著影响公众对教育内容和形式

的需求。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高风险认知群体表现出对高级教育

形式的强烈偏好，包括灾害情境模拟、技能培训和实地演练等。

他们倾向于参与互动性强、情景化突出的教育活动，例如利用虚

拟现实（VR）技术的模拟训练。这些群体认为，此类教育形式能

够更直观地帮助他们理解灾害风险及其应对措施。相比之下，低

风险认知群体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基础知识普及和风险意识启发教

育上。他们更容易接受传统的教育形式，如宣传手册、视频教程

和公共讲座等。此外，这些群体对互动式学习的兴趣较低，普遍

表现出风险认知不足和行动意愿较弱的特点。这一结果表明，教

育策略需要根据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进行分层设计，以满足不同

人群的需求。

（二） 教育策略对风险认知的反向作用

教育不仅是提升公众风险认知的关键途径，还能通过增强公

众的灾害经验感知和应对能力，反向影响其风险认知水平（李明

阳等，2022）。研究表明，社区层面的教育策略在低风险认知群

体中具有显著的效果。通过演练和互动式讲解，这些群体能够更

加直观地理解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应对措施。

此外，媒体在教育传播中的辅助作用不可忽视（徐东等，

2020）。例如，通过短视频和新闻报道，公众能够快速获取灾

害信息，并在灾害发生前做好准备。然而，信息传播的精准性

和适度性尤为重要，过度渲染可能导致公众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情绪。未来的教育策略应在教育内容的优化和传播形式的创新

上寻求平衡。

（三）双向互动机制的验证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风险认知与应急

教育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风险认知水平对教育策略的影响路径

系数为 0.68（p < 0.001），说明认知水平越高，公众对复杂教育

内容的需求越显著。另一方面，教育策略对风险认知的提升路径

系数为 0.72（p < 0.001），表明教育在强化公众风险感知和行为

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显示良好的适配性

（CFI = 0.91，RMSEA = 0.04），进一步验证了风险认知与教育策

略之间存在动态交互关系。这一正向反馈机制表明，随着教育内

容的优化，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将进一步提升，而更高的认知水

平又会推动教育形式的进步。

五、 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围绕灾害风险认知与应急教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展

开，提出并验证了风险认知与教育策略之间的动态交互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对教育内容和形式的选择具有

重要影响，而针对性强的教育策略则能够反向提升风险认知，形

成正向反馈循环。具体而言，高风险认知群体倾向于接受复杂的

互动式教育，而低风险认知群体更需要基础知识普及和情景引导。

此外，案例分析揭示了灾害经历、媒体传播和社区教育策略在风

险认知塑造中的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本研究进一步

证明了风险认知与教育策略的动态关系及其在灾害管理中的实践

价值。

（二）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风险认知与应急教育的双向互动关系，但

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解决。一方面，数据主

要集中于特定地区，无法完全反映跨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差异；另

一方面，随着灾害种类和复杂程度的增加，本研究模型在多灾种

场景下的适用性尚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应关注跨文化和多灾

种背景下的风险认知与教育互动，同时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教育内容的精准化与个性化。

通过本研究，希望能够为应急教育策略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和发展方向的探讨，同时为提升公众的灾害应对能力和社会韧性

贡献新的视角。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灾害风险管理的复杂化，风险

认知与教育策略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灾害管理领域的发展，为人

类社会面对灾害挑战时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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