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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回授法的健康教育模式在面瘫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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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在面瘫患者护理中应用基于回授法的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68 例

在我院就医的面瘫患者纳入研究，对其基本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确认符合实验参与条件。同时，将采取“随

机数表法”将 68 例患者分配为 2 组，即对照组、观察组，每组 34 例，分别在护理期间实施常规护理、基于

回授法的健康教育模式，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及住院时间。结果 从护理满

意度的评估结果看，观察组、对照组分别有 1 例、6 例“不满意”情况，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7.05%、82.35%，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较高（P＜0.05）；在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方面，观察组更优（P＜0.05）；并且

观察组、对照组的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14.02±4.14）天、（18.77±3.49）天，观察组住院时间相对较短（P
＜0.05）。结论 对面瘫患者实施基于回授法的健康教育模式可提高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同时可促进

康复、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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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feedback method in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facial par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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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feedback method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facial palsy.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facial paralysis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their basic data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o confirm that they met the 
condi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periment. At the same time, 68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2 groups,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4 cases in each group.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routine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mode based on feedback method were implemented respectively,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knowledge of the diseas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re were 1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6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97.05% and 82.35%, respectively.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knowledge of diseases (P < 0.05). The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14.02±4.14) days and (18.77±3.49) days, 
respectively.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elatively short (P < 0.05). Conclusion Th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feedback can improve the disease knowledge of patients with facial palsy, and 
promote rehabilita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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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瘫是一种常见的面部疾病，在其影响下患者

会伴有口眼歪斜症状，对患者的个人形象及正常生

活有较大影响。许多患者对面瘫并无明确认知，以

至于在治疗期间可能存在比较明显的焦虑、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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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情绪，不利于保障临床治疗的顺利进行。在护

理工作中，健康教育十分重要，能够基于患者情况

实施健康宣教，引导患者树立正确认知，纠正错误

观念。回授法是一种新型健康教育方法，可在对患

者及家属健康教育后引导其重复或落实，这有助于

患者和家属深入掌握先进的健康知识，对提高其健

康知识掌握程度有重要帮助[1]。基于此，在本次研究

中便重点探讨在面瘫患者护理中应用基于回授法的

健康教育模式的实际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的开展时间为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选取 68 例面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确认患者符合实

验参与条件。将 68 例患者随机分配为对照组、观察

组，每组 34 例。首先对对照组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

调查，其中包括 20 例男性、14 例女性，年龄范围

39-62 岁，平均（51.06±4.93）岁；其次，在观察组

中包括 19 例男性、15 例女性，年龄 37-65 岁，平均

（52.22±5.03）岁。两组的基本资料并无明显差异

（P＞0.05）。纳入条件：①经专科诊断确诊为面瘫；

②患者意识清晰，自愿参与研究；③家属知情。排除

条件：①合并全身疾病；②存在精神疾病；③临床资

料不完整。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将在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模式。对患者进行健

康宣教，指导在春、冬季节应注意面部保暖，预防受

凉，还应尽可能避免面部受风，尽量减少外出，若必

须外出则应佩戴口罩；指导患者每日做皱眉、闭眼

等动作，带动面部肌肉活动，同时每日对面部进行

2-3 次按摩；在饮食方面应禁止食用寒凉、辛辣的刺

激性食物。 
1.2.2 观察组 
本组实施基于回授法的健康教育模式。 
①解释：在对患者完成健康教育后，护士需主

动与患者沟通，避免使用比较专业的术语，应尽量

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讲解面瘫的病因、面部按摩方

法、日常注意事项等内容，对于患者、家属提出的疑

问应详细解答[2]，同时还可示范一些按摩及康复技能。 
②评估：指导患者、家属分别复述自身掌握的

健康内容，护士应对其作出评估，了解患者及家属

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并明确不足之处。 
③澄清：护士应整理、汇总患者对面瘫健康知

识的不足之处，综合分析后明确原因及相关影响因

素，同时再次对患者进行宣教，并以解决其不足之

处为目的，引导患者纠正错误观念，加深认知。此

外，还应在宣教后再次进行评估，继续了解患者是

否还存在健康知识掌握的不足之处并给予解决，以

便于持续提高其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④理解：在护理后期，护士应对患者进行开放

式提问，患者可基于自身对面瘫健康知识的掌握情

况进行回答或完成操作，便于护士从综合角度检验

患者对健康知识的综合掌握情况。 
1.3 观察指标 
1.3.1 护理满意度 
评估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可使用自行设计的

满意度调查问卷，具体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

“不满意”。 
1.3.2 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评估、比较两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用药知识”

“心理健康”“面部护理”“饮食指导”等知识的掌

握情况。 
1.3.3 住院时间 
统计比较两组的住院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对于本次研究中的所有数据信息均需进行统计

学处理，对此可选择 SPSS23.0 软件作为统计学处理

工具。在具体统计学处理过程中会涉及到计数资料、

计量资料，可分别使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同时还需分别通过“χ2”、“t”进行检验，确认

存在明显统计学意义后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情况 
经评估，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2.2 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据评估、比较，观察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

掌握更优（P＜0.05）。 
2.3 住院时间 
据统计，观察组的住院时间为（14.02±4.14）天，

对照组为（18.77±3.49）天，对比可见观察组住院时

间明显较短（P＜0.05）（t=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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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4 20 13 1 97.05% 

对照组 34 17 11 6 82.35% 

χ2值     16.041 

P 值     ＜0.05 

表 2  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疾病知识 用药知识 心理健康 面部护理 饮食指导 

观察组 34 33（97.05） 32（94.11） 32（94.11） 33（97.05） 32（94.11） 

对照组 34 30（88.23） 29（85.29） 28（82.35） 29（85.29） 28（82.35） 

χ2值  7.528 7.414 7.369 7.052 7.441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面瘫的发生不仅对患者生理上有影响，更会引

发心理问题，甚至引起心理障碍。近年来，面瘫发病

率明显升高，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口眼歪斜症状，

对其面部形象的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

影响患者的社交生活。随着临床医学技术的发展，

对于面瘫的治疗方法也较多，但在治疗期间需要患

者掌握面瘫的相关健康知识，减轻心理压力并提高

依从性，这对提高临床疗效有重要意义。护理作为

临床工作的重要组成内容，应基于患者个人情况实

施针对性护理干预。据悉在面瘫患者护理中，护理

模式比较滞后，局限性大，无法真正有效满足患者

的护理需求。 
对于面瘫患者，在护理中应将重点放在健康教

育方面。以往常规护理模式虽然健康教育内容较为

全面，但教育方法比较滞后、单一，很多患者未能全

面掌握面瘫护理的相关健康内容[3]。本次在研究中

探讨了基于回授法的健康教育模式，该方法比较新

颖，具体实施时护士、患者及家属均有较高的参与

度。在回授法具体实施时，对患者、家属进行健康宣

教，涉及面部保暖、面部按摩、健康饮食等方面，同

时护士注重主动与患者沟通，并尽量使用简单易懂

的语言介绍各类健康知识，便于患者和家属更容易

理解。同时，在回授法实施时，护士可指导患者复述

健康内容，护士可根据患者的复述情况评估其健康

内容掌握情况，可了解不足之处，并根据不足之处

再次宣教，使患者可在不断地重复学习下深入牢固

掌握健康内容。此外，在护理末期，护士注重实施开

放式提问，患者则可根据对健康内容的掌握情况进

行回答，这有助于患者进一步加深对健康内容的记

忆，还能够学以致用[4]。如本次结果中表 2 可见，观

察组患者各方面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均高于对照组（P
＜0.05）。 

基于回授法对面瘫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是一种健

康教育模式的优化创新，整个过程中护士全程参与，

能够严格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宣教，真正将健康

教育、人文关怀理念贯穿于护理全过程。如表 1 所

示，观察组、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7.05%、

82.3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另外，本次研究中也统计比较了两组患者的

平均住院时间，结果显示观察组的住院时间更短（P
＜0.05）。 

面瘫患者情况复杂，护理中的健康教育实施十

分关键，经本次研究综合分析看，实施基于回授法

的健康教育模式有助于提高患者对健康内容的掌握

程度，同时可促进康复、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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