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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对儿童口腔治疗配合度的影响 

任 倩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重庆 

【摘要】目的 研究基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对儿童口腔治理配合度的影响。方法 选择从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于本医院口腔科接受治疗的 80 例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儿分

为实验组和常规组，各 40 例。实验组患儿给予基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常规组进行常规的护理

措施，不同的护理模式将贯穿于患者治疗的始终。通过对比两组患儿的配合度、恐惧情况、护理前、后负

性情绪测量表评分以及家属的满意度，分析此次重点研究护理方案的价值所在。结果 实验组患儿的总配合

度为 38 例（95%），明显高于常规组 31 例（77.5%），实验组患儿恐惧发生率仅有 2 例（5%），情绪评

分为 26.72±3.13 分，明显低于常规组，实验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组患儿家属，P<0.05
数据有统计学的研究价值。结论 基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方案应用于儿童口腔治疗中，其临床实

施效果明显，对提高患儿治疗配合度、减少患儿在治疗过程中的恐惧感，提高家属的满意度，具有较大的

临床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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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based on behavioral induction method on children's oral 

treatmen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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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care based on behavioral induction 
method on children's oral treatment cooper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children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of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routine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care based on behavioral induction, while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will be used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By comparing the 
cooperation degree, fear situation, negative emotion scale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value of the nursing program in this key study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cooperation degre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38 cases (9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of 31 cases (77.5%). The score was 3.13 point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The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families of the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amilies of the children in the routine group. P<0.05 
has statistical research value. Conclusion The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program based on behavioral 
induction method is applied in children's oral treatment, and its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effect is obvious. Greater 
clinical research value. 

【Keywords】Children; Oral Therapy; Behavior Induction Method; Psychological Nursing; Degree Of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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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腔是口腔科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儿童在

低龄期，有天然的具有向外探索事物的特征，而儿

童的牙体组织发育不完善、饮食习惯还未形成、口

腔卫生条件还有待改善等因素，导致儿童牙体组织

出现破坏，不仅影响进食还影响日后新牙的生长条

件。因此口腔疾病在儿童中很常见。由于儿童年龄

偏小，在面对与口腔治疗的环境极易产生恐惧、紧

张心理，这种紧张情绪不仅加深了患儿对口腔治疗

的恐惧，还会影响治疗进度，降低口腔治疗的效果，

并极大的影响了口腔治疗的整体效率，此外也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医疗纠纷的可能性。因此，在儿童口

腔治疗过程中利用行为诱导法对患儿进行个性化心

理护理是非常有必要的。行为诱导法主要是采用某

种方式，激发对方的兴趣，并顺利的引导对方按照

需求完成某件事的一种手段[1]。本项目以行为诱导

法作为创新依据，丰富研究方法。本项研究目的为

探究基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对儿童口腔

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经过系统研究，现得出如下结

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本院口

腔科接受治疗的 80 例患儿进行调查研究。被列入本

次课题研究口腔疾病有龋齿病、牙髓病、牙齿发育

异常等常见疾病，需要口腔外科治疗。由以上疾病

的患儿平均年龄为 11.72±2.13 岁。以下病况不被包

括在内：合并口腔炎症；伴有肝肾功能，血常规、

凝血功能异常；身体发育异常；视力、听力、智力

障碍；合并支气管哮喘、先天性心脏病等疾病。现

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儿分为常规组和实验组各 40
例。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经数据对比均未达到统计

学意义，因此具有比较的可能性，并得以开展以下

研究。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所有患

者家属知情并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1.2 护理方法 
常规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其中包括讲解

治疗的注意事项、检查治疗器械的消菌杀毒、给患

儿做基本的口腔护理操作、安抚患儿情绪、指导其

配合治疗等。对实验组患儿给予基于行为诱导法的

个性化心理护理方案：个性化的心理护理主要体现

采取行为诱导法，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示

范诱导法：利用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利用动

画片的形式向患儿讲解具体的流程和注意事项，以

及在治疗过程中耐心、温柔的引导患儿不可以随意

摆动，需要全程保持张口，有疼痛时可以随时示意

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大声喊叫等。（2）循序渐

进诱导法：治疗医生可在操作时同步为患儿讲解操

作步骤，口镜、探针等器具，讲解用途，使患儿进

入“听故事”的状态，减少其对于医疗器械的恐惧

感，分散患儿的注意力，以消除患儿恐惧感，卸下

对医生和陌生环境的防备心，并让患儿先熟悉口腔

治疗的牙钻和喷水的声音。3.威逼利诱诱导法：对于

情绪波动较大的患儿，可以先行让家长利用其在孩

子面前的权威让患儿配合治疗，倘若没有效果，那

么家长用患儿喜好的方式迫使其配合治疗过程，例

如乖巧的配合治疗可以买一个喜欢的玩具，表现不

好就不买，诸如此类。（4）家属诱导法：孩童时期

的孩子人格尚未独立，对于家长有天然的依赖感，

因此基于行为诱导法提出让家属在患儿治疗过程中

全程陪护，让患儿有被父母陪伴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舒缓其紧张的情绪。（5）心理护理：心理护理作为

一门以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心理学基础知识为

依托的科学的护理干预措施。心理护理即在临床过

程中通过行为或人际关系的影响，以改善病人的心

理状态和行为，促使病人更快恢复的干预方法。心

理护理在现当代的医疗过程中被广泛的应用。心理

护理在儿童口腔治疗中的发生作用机制原理如下：

首先了解患儿的不同性格特点，多和患儿进行交流，

沟通中要有耐心且声音舒缓，或者利用电子产品以

分散其注意力，降低患儿对护理者的心理防备状态，

有效拉近与患儿的关系[2]。其次可以通过家长了解患

儿平日的喜好，也可以让家长积极鼓励患儿配合治

疗，给与患儿称赞，患儿会形成积极的心理，即“我

可以！我被夸了我要做的更好！我要做妈妈的乖孩

子！”诸如此类的积极的心理暗示，有助于患儿提

高治疗配合度。除此之外在治疗过程中密切关注患

儿情绪变化，及时发觉患儿的恐惧等不良情绪，在

情绪发酵到更高顶点之前稳定患儿的情绪，如若配

合治疗可以给予夸赞和奖励[3]。对资源进行合理配

置，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一方面能够有效以缓

解不良情绪，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治疗的效率，以

上对两组患儿治疗过程的观察均持续到护理结束。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指标主要为患儿的配合度。通过观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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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治疗的配合度，可以将患儿分为三类。具体

分为完全配合、较配合和完全不配合三类。完全配

合的患儿可以主动接受治疗，全程配合无哭闹、挣

扎等现象；其次是较配合的患儿，有轻微的哭闹和

不配合，但经过护理人员和家长的安抚后可以顺利

的完成治疗；完全不配合的患儿指整个治疗过程较

难完成治疗，整个过程有较大程度的反抗、挣扎，

配合度极低。②采取儿童牙科畏惧调查表-牙科分量

表评价两组患儿治疗过程中各自的恐惧情况。③根

据医院焦虑抑郁情绪测量表评价患儿的负面情绪。

④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程度，主要分为十分

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总体满意率=十分满意

率+一般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调研中所有数据资料均运用 SPSS20.0 系统实

行专业分析，当中计量数据计均数±标准差，两组

差别比照运用 T、X2检测。计数数据运用百分率（%）

代替，若两组对照结果表明 P＜0.05，则说明实验

价值显现。 
2 结果 
①将两组的患儿的配合度进行调查，根据两组

患儿的配合度调查数据得出实验组的患儿的治疗配

合度远大于常规组的患儿的治疗配合度，其数据显

现：实验组患儿的总配合度为 38 例（95%），明显

高于常规组 31 例（77.5%）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②两组患儿在治疗过程的恐惧情绪发生也具有

明显差异。根据两组患儿的配合调查都数据得出实

验组的患儿恐惧的发生率仅有 2 例（5%），常规组

的恐惧率为 12 例（30%），由此得出实验组的实验

数据明显低于常规组，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③将两组患儿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比较，两组

患儿在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作比较，实验组护理前

的负面情绪评分为 56.24±2.76，护理后负面情绪评

分 26.72±3.13，常规组护理前的负面情绪评分为

56.32±2.73，护理后负面情绪评分为 38.24±2.32，
将其相比较，护理后评分均明显低于护理前，且实

验组患儿护理后负面情绪评分明显低于常规组，此

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④在患儿治疗结束之后对患儿家属进行了护理

满意度调查，将两组家属的满意度进行比对，实验

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高达 40 例（100%），常规组

的满意度为 33 例（82.5%），由数据得出，实验组

患儿家属满意明显高于常规组家属的满意度，该数

据显现实验组护理效果得到患儿家属高度认可，具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牙齿在儿童时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其中包括

无牙期、乳牙期、混合牙期、恒牙期[4]。在不同阶

段的牙齿口腔问题发生情况均较高，口腔创伤往往

会带来生活上较多困难，例如：牙龈疼痛、肿胀、

饮食不方便等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若口腔疾病影响

到患儿的口语表达能力，不利于其语言功能的发展

和社交，甚至造成脱离于社会群体的严重后果。 
由于口腔医学的病理和设备仪器的特殊性和操

作环境的独特性，除此之外还会伴随口腔器械的机

械声音等，这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患儿对牙科治疗

的恐惧心理，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牙科治疗的进展[5]。

这使得患儿在口腔治疗诊室普遍存在哭闹、反抗等

情况，不配合治疗的患儿极大的影响了治疗的顺利

进行。为了进一步保证治疗效果，在特定时刻需要

对患儿进行强迫手段以完成相关口腔治疗操作，这

会更大程度上加重患儿对于牙科诊室的恐惧心理，

不利于患儿日后口腔疾病的恢复[6]。强迫性的后果

不仅极大的增加了误伤患儿的几率同时还大大降低

了治疗效果[7]。由心理学常识得知当有一次产生了

恐惧、害怕情绪，那么患儿心理会不自觉地形成心

理阴影，不利于后续治疗过程的跟进。近些年，有

较多的研究结果显示，采取有效的儿童口腔治疗方

式的同时，在其过程中配合有效的护理方案对提升

患儿配合度有重要价值[8]。行为诱导法被认为是一

种综合性的护理方案，主要用于培养患儿和医生之

间的关系，以降低患儿对口腔护理的恐惧程度，使

其积极配合治疗，目前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显示，

基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对儿童口腔治疗

配合度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接受口腔治疗的患儿中采用基于行为诱

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方案，结果显示，使用该护

理方案的患儿整体配合度更高，总配合度达 38 例

（95%），且治疗过程中恐惧感较少的出现，经过

行为诱导法护理之后负性情绪评分为 26.7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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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也明显降低，患儿家属也对护理更加认可，

充分体现该行为模式下对患儿的有效性。在整个沟

通过程中以沟通为主，以行为诱导法为主要方式，

循序渐进的与患儿沟通。行为诱导法第一步帮助患

儿降低缓解对未知治疗的紧张以及恐惧感，并通过

这种方式取得与患儿的信任[9]。除此之外该行为模

式下有助于提高患儿在口腔治疗的配合度，进而提

升其治疗有效性。尤为重要的是行为诱导法在儿童

口腔诊疗的应用中可以有效减少相关诊疗风险，该

护理模式还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意蕴，当下的

医学模式为“生理、心理、社会”等[10]。据调查显

示，一些疾病在民间存在不正确的社会常识，这导

致还有此类疾病的患者即使在大病初愈之后不能融

入社会生活，具有严重的病耻感[11]。该护理模式基

本释义为当代医学以解决患者的生理痛苦为基本目

标，兼顾患者的心理建设，更注重患者病情恢复后

的社会生存状态。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是

医学技术的进步，更是医学道德的进步[12]。因此基

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对儿童口腔治疗中

的应用效果具有医学、社会的进步意义。该护理模

式一方面可以舒缓患儿的情绪，排解患儿恐惧情绪

使其配合治疗，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获得患儿家属的

配合和理解，还有助于加强医患关系[13]。但本研究

也存在着客观不足，且仍处于起步阶段，所纳入样

本量较少，数据分析目前不具有广泛性和适用性，

未能深入分析患儿配合度和相关疾病治疗效果的关

联性，针对此缺陷将会在日后进行持续研究[14]。 
综上所述，基于行为诱导法的个性化心理护理

在儿童口腔治疗中应用效果明显，对提高患儿的配

合度、缓解患儿的心里紧张程度和不良情绪的产生

有重要意义，因此该行为模式在临床上具有较大的

研究实践价值，可以投入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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