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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联合心理护理在住院期间儿童青少年 

情绪障碍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陈康林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广东佛山 

【摘要】目的 探讨在住院期间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中采用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联合心理护理干预的

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 2023.10-2024.4 收治的 86 例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住院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组，

观察组（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心理护理，43 例），对照组（常规心理护理，43 例）。使用 SDS 量表、SAS 量

表、PHCSS 量表评估两组患者的抑郁情绪、焦虑情绪和自我意识。结果 观察组的 SDS 与 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

且 PHCSS 评分比对照组高（P＜0.05）。结论 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住院患者采取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和心

理护理干预，能够改善其心理状态，提高其自我意识水平。 
【关键词】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心理护理 
【收稿日期】2024 年 10 月 17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1 月 20 日    【DOI】10.12208/j.cn.20240565 

 

Observ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emotional disorder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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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motional disorder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Methods 86 hospitaliz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motional disorder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3 to April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virtual reality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psychological care, 43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psychological care, 43 cases). Use 
SDS scale, SAS scale, and PHCSS scale to evaluate th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elf-awarenes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SDS and SA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HCSS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Virtual reality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elf-awareness level of hospitaliz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motional disorders. 

【Keywords】Emotion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Virtual reality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mental nursing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学习压力的增大，儿

童青少年情绪障碍问题愈发凸显，这不仅影响了他们

的身心健康，还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社交能力造

成了显著影响。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这些症状，但受限于治疗环境、资源及患者的接

受度等因素，其效果往往有限。近年来，虚拟现实（VR）
技术的崛起为心理康复领域带来了新的突破[1]。通过模

拟真实场景，VR 技术能够创造沉浸式的治疗体验，使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更为投入和专注[2]。本研究旨在深入

探索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联合心理护理在住院期间

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4 月收治的儿童青

少年情绪障碍住院患者 86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组，

观察组采用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心理护理（4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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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比例 21 例：22 例，年龄 11～17 岁，平均 14.95±
2.17 岁），对照组采用常规心理护理（43 例，男女分

别为 20 例、23 例，年龄 12～17 岁，平均 15.07±2.26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及家长均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心理护理。护士通过倾听、理解和支

持，鼓励他们表达内心感受和需求，为患者提供常规情

感支持护理。 
观察组：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心理护理。 
（1）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①个性化场景设计：

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性格、社交关系等个体

差异，为其设计个性化的虚拟现实场景，尽可能模拟真

实生活中的各种轻松舒适的情境，如沙滩、树林、小溪、

微笑漂流、孔明灯、正念写字、曲水流灯等等，这些场

景可以放松患者紧张情绪，引起其参与兴趣。②情绪识

别与处理：在虚拟环境中设置各种情绪触发点，帮助患

者识别自己的情绪，并学习如何正确处理这些情绪，通

过反复练习逐渐掌握情绪管理的技巧。③交互式任务

训练：在虚拟场景中，设计各种交互式任务，如与虚拟

人物交流、完成特定任务等，帮助患者提高社交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信心。④实时数据监测：使用专

业软件实时监控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并根

据他们的表现提供及时的反馈，有助于护士了解患儿

的训练效果，及时调整训练方案。 
（2）心理护理。①建立信任关系：护士与儿童青

少年建立稳定、信任的关系，通过倾听、理解和支持，

帮助他们缓解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②情感支持：提

供情感支持，鼓励儿童青少年表达内心的感受和需求。

通过情感交流，增强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感。③

认知重构：帮助儿童青少年识别并改变不良的思维模

式和行为习惯，通过引导他们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减

少误解和偏见，建立更加积极、健康的认知体系。④行

为训练：结合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中的任务训练，进

行针对性的行为训练。如深呼吸、放松训练等，帮助儿

童青少年学会自我调节和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 
1.3 疗效标准 
（1）使用 SDS 抑郁自评量表（≥53 分有抑郁情

绪）、SAS 焦虑自评量表（≥50 分有焦虑情绪）评估

两组患者干预前和干预 3 个月后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

绪；（2）PHCSS 青少年自我意识量表评估两组患者干

预 3 个月后的自我意识水平，包含行为、智力与学校、

躯体外貌、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6 个评估维度，总

分＜30 分表示自我意识水平低，存在情绪障碍问题。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计量资料用 t 检验，

以（ sx ± ）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以（%）表示，

（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的心理状态 
干预前两组的 SDS 与 SA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的 SDS 与 SAS 评分均

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2.2 分析两组的自我意识水平 
干预后观察组的行为、智力与学校、躯体外貌、焦

虑、合群、幸福与满足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3 讨论 
儿童青少年住院通常是因为身体出现了某种疾病

或状况，疾病带来的疼痛、不适以及治疗过程中的副作

用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情绪状态，导致情绪障碍[3-4]的出

现。患者容易在住院期间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与抑郁等

症状，如过度担心、紧张不安、恐惧、悲伤、情绪低落、

兴趣丧失、疲劳无力等症状。有些孩子还可能出现自我

评价降低、自责和无助感等心理反应[5]。传统的心理护

理措施对此类患者的改善效果尚有不足之处，对此临

床上主张采取新颖、高效的护理方法进行干预。 
本研究中，观察组的 SDS 与 SAS 评分低于对照

组，且 PHCSS 评分比对照组高（P＜0.05）。 

表 1  对比两组的 SDS、SAS 评分（ sx ± ） 

组别 例数 
SDS（分） SAS（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65.26±10.76 39.69±5.61 62.03±9.87 38.36±5.14 

对照组 43 64.89±10.93 48.28±5.46 61.84±9.53 47.86±5.37 

t - 0.158 7.195 0.091 8.380 

P - 0.875 0.001 0.92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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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的 PHCSS 评分（ sx ± ） 

组别 观察组（n=43 例） 对照组（n=43 例） t P 

行为 10.25±1.24 9.25±1.18 3.831 0.001 

智力与学校 11.53±1.09 9.56±1.04 8.575 0.001 

躯体外貌 8.38±0.89 6.25±0.72 12.201 0.001 

焦虑 8.13±0.74 7.48±0.63 4.386 0.001 

合群 7.36±1.05 6.74±1.03 2.764 0.007 

幸福与满足 7.21±0.42 6.89±0.44 3.450 0.001 

总分 52.86±2.03 46.17±1.98 15.470 0.001 

 
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通过模拟现实场景，为儿

童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安全、可控的虚拟环境，在这个环

境中，患者能够逐步面对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学习应对

技巧，同时结合心理护理，医护人员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患者的内心世界，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教育，使得

患者能够在情感上得到支持和理解，增强治疗的信心

和动力[6-7]。这种联合治疗方法在改善儿童青少年抑郁、

焦虑情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以利于提高患者的

心理健康水平。此外，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联合心理

护理不仅关注患者的情绪问题，还注重提高患者的自

我意识水平。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患者能够在虚拟环境

中进行角色扮演和模拟练习，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自

己的情绪和行为，而心理护理的加入使得患者能够更

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8]。

这种提高自我意识水平的过程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

情绪障碍，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当患者能够更清

晰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时，他们就能更

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减少情绪障碍的发作。 
综上所述，在住院期间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中应

用虚拟现实心理康复训练联合心理护理，不仅能够改

善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还能够提高患者的自我意识

水平，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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