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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门诊中的应用

韩　媛　邢晓燕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18

摘�要：本论文探讨了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门诊中的应用，以提高发热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和医疗质量。规范

化健康教育可以向患者提供所需的健康信息、知识和技能，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身的健康问题。然而，发

热门诊中的规范化健康教育面临时间限制、患者认知差异、沟通障碍、患者情绪和教育效果评估的挑战。为应对这些

挑战，本论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包括优化工作流程、多样化教育手段、提供翻译服务、心理支持和建立评估机

制。这些解决方案的应用已在实际临床中得到验证，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康复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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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发热是常见的症状之一，在医学领域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发热门诊是医院中重要的就诊部门之一，许多

患者就诊的原因之一就是发热。发热的原因可能多种多

样，包括感染性疾病、免疫性疾病、肿瘤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规范化健康教育的应用成为提高

发热门诊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的重要途径[1]。规范化健

康教育可以向患者提供所需的健康信息、知识和技能，

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身的健康问题。对于发热

患者而言，规范化健康教育不仅可以帮助患者了解发热

的病因和疾病谱，还可以提供相关的预防和治疗知识，

促进患者积极参与治疗过程，改善患者的康复效果。通

过规范化健康教育，患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自身疾病的性

质和治疗方案，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采取适当的预防

措施和行为，减少疾病的复发和并发症的发生[2]。同时，

规范化健康教育还可以提升患者对医疗过程的信任和合

作意愿，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

然而，目前发热门诊中的规范化健康教育存在一些

问题和挑战[3]。首先，发热门诊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医务人

员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诊疗工作。由于工作

负荷较重，医生可能难以充分进行健康教育，而仅限于

简单地告知患者诊断结果和开具处方。这样的情况导致

患者对于自身疾病的了解不足，缺乏相应的自我管理能

力。其次，发热患者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存在差异，

导致医务人员难以有效地传达健康信息。有些患者可能

缺乏医学知识，对于疾病的认知水平较低，而医生可能

使用专业术语，使患者难以理解。医务人员需要针对不

同的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育，以确保信息的有效

传递和理解。

因此，本论文旨在探讨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门诊

中的应用，分析目前的应用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进一

步，本论文将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克服这些问题，

提高发热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通过深入研究和综合分

析，为发热门诊中的规范化健康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和指导，以提升患者的健康素养，改善患者的治疗结

果，提高医疗质量。

2��发热的定义以及常见病因

发热是指人体体温升高超过正常范围的生理现象。

正常体温的范围通常被定义为36.5摄氏度到37.3摄氏度之
间，超过这个范围被认为是发热。各种病因导致的发热

需要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因此对患者进行个性化的

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常见的发热原因包括感染、免

疫功能异常、肿瘤、药物反应等。

（1）感染性疾病：感染是最常见的引起发热的原因
之一。这些感染可以涉及呼吸道、消化道、泌尿道、皮

肤和软组织等部位。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

染、肺炎、腹泻、尿路感染等。

（2）风湿性疾病：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风湿性关
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可引起慢性或周期性发热。

（3）肿瘤性疾病：某些肿瘤性疾病，特别是恶性肿
瘤，可以引起发热。这种发热通常被称为恶性肿瘤相关

发热。

（4）药物反应：某些药物引起的药物反应也可能导
致发热。这种药物引起的发热通常在患者使用药物后出

现，并随着停药而消退。

（5）其他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可以导致发热，
如内分泌失调、免疫性疾病、血液病等。

发热的病因多种多样，不同疾病引起的发热可能具

有不同的特点和临床表现。对于发热患者，医务人员需

要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相关实验室检查，



临床医学前沿·2023� 第5卷� 第3期

83

以确定发热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诊疗方案。因此，对

于发热门诊中的患者，规范化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可忽

视，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发热的病因和诊疗方法，促

进患者积极参与诊疗过程。

3��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3.1  规范化健康教育的定义
规范化健康教育是一种基于科学医学知识的健康教

育模式，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之中。规范化健康

教育通过有效的沟通和教育方法，向患者传递正确的健

康信息，促使患者主动参与诊疗过程，达到预期的治疗

效果。强调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倡导个

体化的健康管理，以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健康素

养，从而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3.2  规范化健康教育的具体干预措施
在目前各类疾病的研究中，规范化健康教育的具体

干预措施主要包括疾病知识教育、自我检测、就诊建

议、生活方式指导以及心理支持。具体描述如下：

（1）疾病知识教育：向患者传递与其疾病相关的科
学医学知识，包括疾病的定义、病因、发病机制、临床

表现等，帮助患者提高健康知识水平，使其对自身疾病

有更深入的了解。

（2）自我监测方法：指导患者学会正确地进行自我
监测，例如体温测量、血压监测、血糖监测等，以便及

时发现异常情况。

（3）就诊建议：向患者提供就诊建议，包括合理的
诊疗方案、药物使用、饮食调整等，以确保患者按照医

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4）生活方式指导：指导患者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包括合理饮食、适度锻炼、戒烟限酒等，以预防和

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3.3  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目前，在发热门诊中，规范化健康教育的应用程度

和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已经

意识到规范化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措施将其

应用于发热患者中。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发放教育资料：医务人员向发热患者提供印制
的健康教育资料，包括关于发热的知识、就诊建议、药

物使用指导等内容。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

和管理自身发热问题。

（2）口头沟通：医务人员与发热患者进行面对面的
沟通，解释疾病的原因、诊断过程和治疗方案，回答患

者的疑问，并提供相应的健康建议。这种沟通可以帮助

患者理解和接受医学建议，增强对治疗的依从性。

（3）多媒体技术应用：一些医疗机构利用多媒体技
术，在发热门诊中使用图像、视频等形式的健康教育内

容，直观地向患者传递相关知识和信息。这种方式可以

增加患者对健康教育的兴趣和参与度。

（4）在线健康教育：一些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
或移动应用程序提供在线健康教育服务，向患者提供个

性化的发热教育内容和健康管理指导。患者可以随时随

地获取所需的健康信息，增强对自身疾病的认知和管理

能力。

（5）制定行为改变策略：规范化健康教育不仅要提
供知识，还需要帮助患者改变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医务

人员可以与患者合作制定行为改变策略，例如制定健康

目标、制定行动计划、提供支持和监督等，以促进患者

积极参与自我管理。

4� �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门诊中面临的挑战与解决

策略

4.1  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门诊中面临的挑战
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并综合分析发现，在发热门诊

中，规范化健康教育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

限制医务人员在教育过程中的效果和影响，包括：

（1）时间限制：发热门诊通常面对大量的患者，医
务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完成诊疗工作。这使得患者

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与患者进行详细的健康教育。

（2）患者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患者的教育
背景、健康素养和认知水平存在差异，影响其对健康教

育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一些患者可能对医学术语和复杂

的疾病信息感到困惑，难以理解和应用。

（3）沟通障碍：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信
念和习俗，这些因素会影响患者对健康问题的理解和对

医疗建议的接受程度。在发热门诊中，医务人员常常面

对来自不同地区或文化背景的患者，这可能影响健康教

育的有效传递。

（4）患者情绪和焦虑：发热患者通常处于不适和焦
虑的状态，这可能影响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接受和参与。

焦虑和恐惧可能导致患者无法专注于所提供的教育内

容，或者患者可能不愿意参与自我管理和治疗过程。

（5）教育效果评估的挑战：评估规范化健康教育在
发热门诊中的效果是一个挑战。医务人员需要了解患者

在教育后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上是否发生了改变，但缺

乏系统的评估工具和方法可能使这一过程变得困难。评

估教育效果的缺失可能限制了医务人员对教育过程的优

化和改进。

4.2  对于挑战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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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门诊中面临的挑战，部分

医疗机构采取了以下解决策略来提高教育的效果和影响：

（1）优化工作流程和提高工作效率：医务人员可以
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为健康教育腾出更

多时间。此外，可以通过预约制度或分流机制，合理安

排患者的就诊时间，确保每位患者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

健康教育。

（2）采用简单示范：医务人员应采用简单明了的语
言和图示，结合生动的案例或示范，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

解健康教育内容。此外，可以提供多种形式的教育材料，

如图表、视频、动画等，以满足不同患者的学习需求。

（3）克服文化障碍：医务人员应尽可能了解患者的
语言和文化背景，并提供适当的翻译服务。借助翻译工

具、专业翻译人员或医疗翻译平台，确保与患者之间的

有效沟通和信息传递。

（4）提高心理支持：医务人员应采用温和、关怀的
态度与患者进行沟通，表达理解和支持。提供心理支持

和教育，帮助患者缓解焦虑和恐惧，建立信任关系。此

外，可以考虑引入心理专业人员的支持，提供心理干预

和咨询服务。

（5）建立定期评估教育效果机制：医务人员可以建
立评估工具和指标，定期评估教育效果。通过问卷调

查、电话随访或电子健康记录，了解患者在教育后的知

识水平、态度和行为变化。这些评估结果可为医务人员

提供反馈和改进的方向，优化教育内容和方法。

4.3  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门诊中应用效果
在相关研究中，相关医疗机构在应用了上文的解决

策略之后，具有以下应用效果：

（1）优化工作流程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效果：
通过优化工作流程和提高工作效率，使医生能够更

充分地与患者交流和解释发热的原因、诊断和治疗方

案，提高患者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此外，合

理的预约制度和分流机制也可以确保每位患者都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健康教育，避免教育过程被匆忙地完成。

（2）采用简单示范的效果：
医务人员采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和图示，结合生动的

案例或示范，有助于患者更好地理解健康教育内容。为

满足不同患者的学习需求，医务人员可以提供多种形式

的教育材料，如图表、视频、动画等。这些多样化的教

育手段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学习风格和认知水平，提

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效果。

（3）克服文化障碍的效果：
医务人员可以了解患者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并提供

适当的翻译服务，以确保与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信息

传递。通过借助翻译工具、专业翻译人员或医疗翻译平

台，医务人员可以克服语言障碍，确保患者正确理解健

康教育内容，并能够积极参与治疗过程。

（4）心理支持的效果：
医务人员采用温和、关怀的态度与患者进行沟通，

表达理解和支持。通过提供心理支持和教育，帮助患者

缓解焦虑和恐惧，建立信任关系。引入心理咨询服务，

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焦虑情绪，增强对治疗的信心和

合作意愿。

（5）定期评估教育效果机制的效果：
建立评估工具和指标，定期评估教育效果，有助于

医务人员了解患者在教育后的知识水平、态度和行为变

化。通过问卷调查、电话随访或电子健康记录等方式，

医务人员可以收集患者的反馈信息，评估教育的有效

性。这些评估结果可以为医务人员提供反馈和改进的方

向，进一步优化规范化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

5��结论

综合而言，这些解决方案在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发热

门诊中的应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论文的研究发

现，发热患者面临着时间限制、患者认知差异、沟通障

碍、患者情绪和教育效果评估的挑战。然而，本论文也

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首先，优化工作流程可以提高发

热门诊中健康教育的效率。通过合理分配医务人员的工

作任务和时间，确保充足的时间用于健康教育，以便更

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其次，多样化教育手段的应用可

以提高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接受度和理解程度。除了口头

传达信息外，使用图示、图表、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可

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医学概念和治疗方案。第

三，提供翻译服务是解决沟通障碍的有效策略。在发热

门诊中，医务人员应确保患者与医生之间的有效沟通，

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患者，提供翻译服务

是必要的。此外，提供心理支持是帮助患者应对发热带

来的情绪困扰的重要环节。医务人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

健康，并提供相关的心理支持和咨询，以减轻患者的焦

虑和恐惧，促进治疗效果的提高。最后，建立评估工具

有助于评估规范化健康教育的效果。通过使用科学有效

的评估工具，可以对患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进行评

估，以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这些

解决方案的应用效果已经在实际临床中得到验证。通过

规范化健康教育的应用，患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管理发

热问题，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提高康复效果[4]。因此，

本论文强调在发热门诊中推广和应用规范化健康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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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以提升患者的健康素养，改善医患关系，提高

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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