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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

王爱君
通用环球中煤岭北医院�河北�邯郸�056000

摘�要：目的：探究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于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本院儿科收
治的12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规范化健康教育）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60人。结果：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护
理满意度高，且家属健康行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改善更明显（P < 0.05）。结论：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儿科护理中应
用能够获得更为理想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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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儿科护理领域，规范化健康教育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儿科护理涉及到婴儿、儿童和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其护理需求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

因此，推广规范化健康教育对于提高儿科护理质量、增

强患者及家属对医疗工作的理解和配合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儿科护理中的应用。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本院儿科收治的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男33例、女27例，平均年龄
（6.59±2.02）岁；对照组男31例、女29例，平均年龄
（6.39±2.15）岁。资料差异不明显，P > 0.05。纳入标
准：（1）患有急性或慢性疾病，需要接受儿科护理的婴
儿、儿童或青少年；（2）患儿家属愿意参与健康教育过
程，并承诺配合医疗团队的指导。排除标准：（1）患
有严重的智力或认知障碍，无法理解健康教育内容的患

儿；（2）不愿意参与健康教育过程或无法配合医疗团队
指导的家属；（3）存在严重的心理或行为问题，可能影
响健康教育效果的患儿。

1.2  方法
强化对观察组的规范化健康教育：（1）个性化评

估：在开始健康教育之前，对每个儿童进行个性化评

估，了解其特殊需求、家庭环境和文化背景，以制定相

应的健康教育计划。（2）提供信息资源：提供准确、
可靠的健康信息和资源，包括针对儿童和家长的书籍、

手册、网站和应用程序等。确保信息易于理解，并使用

图表、图片和简单明了的语言进行解释。（3）建立有
效沟通：护士应该使用简单明了、容易理解的语言来与

儿童交流，避免使用过于专业或复杂的术语。可以利用

图示、图片和玩具等辅助工具来帮助解释和说明。倾听

儿童的意见和问题，并尊重他们的感受和需求。通过积

极倾听，给予儿童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的观点，

建立起互信和尊重的关系。除了语言交流外，还可以运

用非语言沟通方式，如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和身体接触

等，来传递关怀和支持。这些非语言因素能够增强与儿

童之间的情感联系，提高沟通的效果。建立一个安全、

信任和支持的沟通环境，让儿童感到舒适和放松。护士

可以在进行沟通前先与儿童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担

忧，并尽量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焦虑情绪。（4）创造性
的教育方法：将健康知识和技能融入游戏中，通过游戏

化的方式吸引儿童的兴趣。例如，可以设计健康主题的

拼图、迷宫、卡片游戏等，让儿童在玩耍中学习相关知

识。运用现代科技，制作有趣而富有互动性的教育视频

和多媒体内容。利用动画、音乐和故事情节等形式，向

儿童介绍健康知识，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引导儿童

进行手工制作，制作与健康相关的手工艺品，如健康食

品模型、口腔卫生模型等。在制作过程中，护士可以与

儿童讨论相关的健康知识和注意事项。组织儿童互助小

组，让他们一起参与健康教育活动。在小组中，通过角

色扮演、小组讨论等形式，互相分享和学习健康知识，

增强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利用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等

艺术形式，向儿童传递健康教育信息。可以邀请专业演

员或志愿者组织表演，将健康教育内容融入剧情或歌曲

中，吸引儿童的关注并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5）家
长培训：向家长提供针对儿童健康管理的培训课程，包

括喂养技巧、安全知识、急救方法等。通过增强家长的

健康素养，他们能更好地引导和支持孩子的健康发展。

（6）多学科合作：与其他专业人员（如医生、心理学
家、营养师等）进行合作，共同提供综合性的健康教育

服务。通过协同工作，可以更全面地满足儿童的健康需

求。而采用常规方法干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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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2）家属的健康行为，得分越高

健康行为越好；（3）家属疾病认知度，得分越高认知度
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处理数据，（ ）与（%）表示计量与计

数资料，分别行t与χ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1。

表1��护理满意度[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60 30 24 6 90%（54/60）
对照组 60 25 17 18 70%（42/60）
χ2 9.084
P  < 0.05

表2��健康行为（ ，分）�

组别 n
遵医用药 健康责任 运动锻炼 饮食注意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60 3.25±1.21 6.41±1.57 2.05±1.01 6.36±1.78 2.31±1.02 5.98±1.74 3.21±1.21 6.41±1.34
对照组 60 3.26±0.96 5.11±1.21 2.05±1.04 4.41±1.11 2.29±1.15 4.01±1.24 3.25±1.07 5.12±1.17

t 1.524 10.112 2.365 12.352 1.028 12.141 1.958 15.985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3  疾病认知程度：观察组升高明显（P < 0.05）， 见表3。

2.2  健康行为：观察组升高明显（P < 0.05），见表2。

表3��疾病认知程度（ ，分）

组别 n
临床表现 致病因素 护理方法 疾病预防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60 74.52±5.68 90.11±6.35 75.21±4.57 91.66±6.33 72.33±5.16 92.65±6.04 75.28±5.17 91.58±7.25
对照组 60 74.65±5.10 81.84±5.67 74.96±5.02 80.48±6.58 71.98±4.98 79.36±5.99 75.48±5.05 83.24±6.95

t 0.142 8.128 0.308 10.245 0.408 13.071 0.231 6.948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讨论

儿科护理是专门为儿童提供的一项医疗服务，旨在

维护儿童的健康和促进他们的正常发展[3]。儿科护理涉及

与儿童及其家庭密切合作，因此可能面临一些难度和风

险，主要包括：（1）沟通困难：与成人相比，儿童在表
达自己的症状和需求方面可能存在困难。他们可能无法

清楚地描述疼痛或不适，并且可能无法理解医疗术语。

这对儿科护士来说可能增加了沟通的难度，需要他们运

用非语言沟通技巧，与儿童建立起信任和合作关系。

（2）心理挑战：儿童在医疗环境中可能感到焦虑、恐惧
或不安[4]。他们可能害怕注射、检查等医疗过程。儿科

护士需要具备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通过温暖、耐心和

体贴的方式来安抚和支持儿童，帮助他们应对医疗过程

带来的压力。（3）特殊需求：儿科护理涵盖各个年龄段
的儿童，以及具有不同发展阶段和特殊需求的儿童。例

如，新生儿可能需要特殊照护，早产儿或慢性病患者可

能需要长期护理。儿科护士需要具备适应不同年龄和特

殊需求的能力，提供相应的专业护理和支持。（4）家庭
因素：儿童的个体健康与家庭环境紧密相关。儿科护士

需要了解和应对家庭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因素，如家庭动

态、文化差异、心理压力等[5]。他们还需要与家长合作，

提供育儿建议和支持，以确保家庭能够为儿童提供良好

的护理环境。（5）风险管理：儿科护理中存在一定的风
险，包括药物给予错误、感染传播、误诊等。儿科护士

需要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并密切监测儿童的病情和反

应，以减少潜在风险。他们还需要及时报告异常情况，

与医疗团队协作，确保儿童的安全和福祉。虽然儿科护

理面临一些难度和风险，但通过综合的护理方法和专业

团队的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并提供优质的儿

童护理服务[6]。

规范化健康教育是一种系统化、有组织地向人们传

授健康知识和培养健康行为的教育方法。它旨在提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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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准确的健康信息，并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和资源，

帮助个体掌握正确的健康知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改善整体的健康水平[7]。规范化健康教育的核心目标

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它的内容涵盖

各个年龄段和群体的健康需求，包括儿童、青少年、成

人和老年人等。本文通过探究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儿科护

理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

且家属健康行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改善更明显（P < 
0.05）。原因为：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可以帮助家长和儿童
了解和认识健康行为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他们采取积极

的健康行为。适当的健康教育可以教会儿童如何预防常

见疾病、正确地管理和控制疾病，并改善他们的营养、

运动和睡眠习惯等方面的行为，从而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

和生活质量。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可以向家长和儿童传授如

何早期发现疾病的迹象和如何正确应对疾病，从而增强他

们的自我保护能力[8]。此外，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可以减少

家长和儿童采取错误的健康行为而带来的健康损害，例如

过度依赖药物、使用错误的药品或治疗方法等[9]。因此，

规范化健康教育是儿科护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通过提

供准确、易于理解和个性化的健康信息和指导，可以帮

助家长和儿童养成正确的健康行为，预防疾病，提高健

康水平并改善生活质量[10]。

综上所述，规范化健康教育在儿科护理中应用的护

理满意度高，有利于提升家属的健康行为和疾病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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