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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的需求分析和干预模式

宁 佳

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密云区

【摘要】目的 对社区护理干预中健康教育的需求进行分析，同时对在社区护理中健康教育的干预模式

进行探讨。方法 通过对我院门诊近一年期间接收诊治的患者发放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的调查问卷表来对患者

的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进行收集，并根据患者健康教育的需求，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结果 本次研究一共

发放 420份问卷调查表，共收回 342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81.42%。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整理

后发现，其中有 32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对社区护理中的健康教育有需求，社区护理中健康教育的需

求为 93.57%。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得知，在社区护理中开展健康教育具有十分必要的意义，能够满

足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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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analysis and intervention model of community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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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eeds of health education in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model of health education in community nursing.Methods The needs of patients for health
education were collected by issuing questionnaires on community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to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in recent one year, and the corresponding health
education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patients for health educ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42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s study, and 34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81.42%. After sorting out the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it was found that 320 questionnaires showed that patients
had a demand for health education in community nursing,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education in community
nursing was 93.57%.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health education in community nursing, which can meet the needs of patients for health education.

【Key words】community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Demand analysis; Intervention mode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的同时，人们的健康观念也随之变

化[1]。在人们对自身健康愈发重视的今天，医院作

为人们获取医疗救助的重要场所，更应该发挥自身

的作用[2]。本文通过对我院近一年内接收诊治的患

者展开健康教育需求的问卷调查，从回收到的问卷

调查中，可以得知有 93.57%的患者对健康教育的开

展具有明确的需求[3]。因此本文就通过对健康教育

的方式以及实施途径进行探讨，满足了患者对健康

教育学习的需求。具体研究如下。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我院 2021年 1月至 2022年 12月这一年期间

接受诊治的患者当中，选择出 420例临床一般资料

完整的患者对其发放社区护理中开展健康教育的调

查问卷。其中 257 名男性患者，163 名女性患者。

患者年龄 18-62岁，平均年龄（49.57±6.34）岁。受

教育程度，小学文化 200例，高中文化 170例，大

专文化及以上 70例。通过对回收到的有效问卷进行



宁佳 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的需求分析和干预模式

- 170 -

分析整理后发现。从性别因素来看，女性患者健康

教育的需求程度明显高于男性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

求程度；从年龄阶段来看，中老年群体更加注重健

康教育的宣传；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教育程度越

高，患者的健康教育的需求越高。从回收到的 342
例有效问卷中，选择 240例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作

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对照

组和研究组。纳入标准：患者临床一般资料完整，

对健康教育的需求较高，知晓本次研究内容，同意

参与进一步的问卷调查；排除标准：无法同患者取

得有效的联系或者患者明确拒绝参与本次研究。患

者的临床一般资料：研究组，120例。男性 70例，

女性 50例。年龄 21-58岁，平均年龄（44.57±4.32）
岁。受教育程度：小学文化 51例，高中文化 46例，

大专文化及以上 23 例；对照组，120 例。男性 68
例，女性 52例。年龄 19-59岁，平均年龄（45.06±4.54）
岁。受教育程度小学文化 50 例，高中文化 49 例，

大专文化及以上 21例。两组研究对象之间的年龄、

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对比，通过统计学软件

进行计算后，（p＞0.05），无明显差异，具有对比

的意义。

1.2研究方法

通过自制调查问卷对我院接收诊治的患者进行

健康教育开展的需求进行调查。同时对患者接受不

同形式的健康教育后对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收

集整理，并根据患者的改进意见对健康教育的实施

手段进行相应的调整，用来满足患者对健康教育的

需求。

1.2.1对照组

向对照组患者发放相关的健康教育宣传手册，

让患者自行学习健康知识。

1.2.2研究组

通过对研究组患者开展线上专家健康知识讲座

的形式对患者开展健康知识的讲座。具体实施方法

以及干预措施：线上健康知识教育。每周一次，通

过网络直播的形式，邀请相应的专家来对研究组患

者开展健康教育；创建相应的健康教育宣传群，通

过在群内定期发布相关的健康知识，满足患者对健

康教育的需求；开展线上解答通道。针对患者对健

康教育的需求以及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可以通

过建立相应解答通道来满足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求。

1.3判定标准

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对两组患者健

康教育后对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进行收集，患者知晓的健康知识越多，则表明患

者受到的健康教育越好；患者对本次研究的满意程

度：通过对两组患者发放调查问卷来对健康教育实

施的满意程度进行收集；线上健康教育的改进：通

过对研究组患者发放相关的改进意见调查表，收集

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改进意见，促进健康教育的实施。

1.4统计学分析

对收集到的问卷调查结果通过专人进行整理，

通过版本号为 SPSS17.0 的统计学软件对获得的数

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其中计量资料则使用（χ±s）
进行表示，并且 t 对计量资料分别进行检验；计数

资料使用百分率（%）进行表示，并且采取χ2对计

数资料进行检验。如果数据对比之间具有统计学意

义，则通过（p＜0.05）进行表示。

2 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的健康教育后的健康知识掌握

情况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收集整理后发现。实验组患

者的健康知识的掌握人数为 97人，健康知识掌握率

为 80.83%；对照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人数为 64
人，健康知识掌握率为 53.33%。两组之间的卡方（χ2）
为 20.549，p值为 0.001。两组患者健康知识的掌握

情况对比，差异对比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

意义；对两组患者对健康教育的实施方式的满意程

度通过调查问卷得知，研究组患者对线上直播进行

健康教育的满意人数为 100人，较为满意人数为 15
人，不满意人数为 5人，健康教育实施方式的满意

程度为 95.83%；而对照组患者对自主学习健康的教

育的满意人数为 40人，较为满意人数为 53例，不

满意人数为 27人，健康教育实施方式的满意程度为

77.5%。两组之间的卡方（χ2）为 17.452，p值为 0.001。
两组患者之间关于健康教育实施方式之间的满意程

度对比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通过对研究组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改进意见进行

收集整理后发现，研究组患者认为健康教育的宣传

未能针对患者的需求进行，因此在充分考虑患者的

改进意见以及对健康教育的需求，我院决定通过微

信小程序的形式，对健康教育知识进行分类，以视

频的形式来供患者选择符合自身需要的健康教育知

识。

3 讨论

针对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求以及结合当下新冠

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国家的管控需求。我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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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和线下自主学习的形式为患者

开展了健康教育[4]。通过对患者线上和线下的健康

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收集整理后发现，相较于线下自

主学习，患者线上学习效率以及对健康知识的掌握

情况明显更高[5]。且通过健康教育进行健康知识宣

传后，患者对疾病都有了相应的认知，能够降低患

者术后复发疾病的概率[6]。但是通过对研究患者发

放的健康教育学习情况调查问卷进行收集整理后发

现。健康教育无法满足患者针对性的需求，同时线

上健康教育也拉远了患者同护理人员的距离，导致

患者无法将所学的健康知识用于改善患者的日常生

活中[7]。因此针对线上直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

院考虑通过录制相关健康教育视频供患者针对性的

学习选择，满足不同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求[8]。

通过对本次研究收集到的调查问卷进行收集整

理后发现。患者的健康教育的需求同年龄、性别以

及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从 342份有效调查问卷中

可以得知，163 名女性患者中有 155 例患者对健康

教育有明确的需求，需求占比为 95.09%；而 257例
男性患者当中，只有 165例男性患者对健康教育有

明确的需求，需求占比为 64.20%；从年龄段来看，

中老年群体对健康教育的需求更加明确；从受教育

程度上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患者对健康教育的

需求就更明确[8]。而在两种健康教育方式的实施过

程中，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更高，且相较于线

上学习健康教育，年轻人更偏向线下自行学习[9]。

通过对年轻人选择线下健康教育的原因进行问卷调

查后发现，年轻人的时间观念相对薄弱；而老年人

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更加倾向于线上进行学习。

因此在开展社区护理健康教育时，应该考虑到不同

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人群的健康教育学习方式，针

对患者的学习意愿进行相应更改[10]。

综上所述，人们对社区护理中的健康教育的需

求明显，应该加强社区护理中健康教育的比重。同

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通过线上直播和短视频的形

式有助于满足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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