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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全科护理中的价值

邱玲娣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梅李人民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分析在全科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的价值。方法 选取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1月收治

的患者 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例，对照组采取基础护理，观察组采取加强健康教育，对比

效果。结果 观察组 ESCA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自身疾病认知程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遵医行为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满意度 96.00%高于对照组 80.00%（P<0.05）。结论 在

全科护理中采取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患者的遵医行为及自护能力，提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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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general nursing

Lingdi Qiu

Meili People's Hospital, Changshu, Suzhou,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general nursing. Methods 100 patients
admitted from December 2020 to Nov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took basic nursing car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ook intensive health education to compare the effects. Results The ESCA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self disease cogni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compliance behavi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96.0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8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in general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compliance behavior and self-care ability, and enhanc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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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健康意识的持续提高下，其对于医疗服

务质量存在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为了将患者的需

求满足，临床实施全科护理服务。此种服务方式是

指以患者病情为基础，将完善的护理方案提供给患

者，其中包含康复干预、疾病保健、临床管理、防

治疾病等[1]。有研究表示[2]，为了将全科护理质量提

高，需要对患者的健康教育高度重视，但是常规护

理过程中采取的健康教育并不能满足临床的护理要

求，很难获得理想的护理满意度，在同患者交流期

间，患者出现不良情绪会影响疾病治疗的效果。所

以，应该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且坚持以人文本的

理念。所以，本研究将 1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加强健康教育，获得理想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

100例患者（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1月），

随机分为观察组 50例，男 26例，女 24例，平均年

龄（41.33±2.03）岁；对照组 50 例，男 27 例，女

23 例，平均年龄（40.29±1.84）岁，两组资料对比

（P>0.05）。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加强健康教育，

包括：⑴护理人员在患者入院后需要带领其对病情

熟悉，告诉患者寻求帮助的方法。为患者介绍口服

期间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药物的服用方法和剂量，

采取集中健康教育和个人教育联合的方式将全面的

健康教育提供给患者。存在相同问题的患者集中在

一起，采取健康讲座、视频讲解等方式丰富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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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知识，将其错误的认知改正。结合各位患者的

性格特点，实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如：在对老年

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期间，需要为其分发健康手册或

进行反复的知识讲解，让其可以对疾病知识顺利掌

握。某些患者入院后易发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对于该类患者需要对其实施心理干预，特别是妇科

疾病患者、老年疾病患者，因为该类疾病对患者存

在严重影响，护理人员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期间，

需要结合患者的文化程度、并发症、病情特点、年

龄等分析后找到其内心的弱点，利用心理教育措施

而让患者存在疾病治疗的信心，提高其治疗以疾病

的依从性。⑵药物健康教育。护理人员将用药方法、

不良反应和处理措施均为患者讲明，让患者及家属

重视，结合其理解能力采取针对性分析，护理人员

在讲解期间需尽量不用专业术语，防止患者不能理

解，而是解释术语，让其对管理药物知识了解。⑶

集体教育。结合患者疾病，护理人员对其分组教育，

集中对相同疾病患者进行讲解，患者可提出问题，

对护理期间存在的相同问题进行筛选后集中解答。

⑷护理人员在多样化管理期间结合患者病情改变而

将健康手册对其进行分发，协助患者和家属查阅。

在指导期间，结合个性化健康教育，采取图文结合

的方式对有关知识讲解，定时组织那些身体条件允

许的患者跳操，完成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功能锻炼，

鼓励其走出病房而对人际关系进行拓展，合理进行

体育锻炼，将机体抵抗力和免疫力提高。

1.3观察指标

自护能力[3]：用 ESCA 评价，分数越高表示自

护能力越强；自身疾病认知程度，自制量表，包括

合理用药知识、日常预防知识等 4项，分数越高表

示认知程度越高；遵医行为：自制调查表，包括护

理配合、饮食等 4个方面，分数越高表示遵医行为

越好；满意度：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

1.4统计学处理

SPSS18.0分析数据，P＜0.05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两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比较

干预前：

观察组：健康知识评分（11.40±1.77）分、自我概

念评分（10.77±2.55）分、自护技能评分（13.13±4.30）
分、自护责任感评分（6.19±1.61）分。

对照组：健康知识评分（11.06±1.96）分、自我概

念评分（10.46±2.11）分、自护技能评分（12.78±4.59）
分、自护责任感评分（6.13±1.80）分。

两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组间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t=0.521、0.326、0.521、0.412，P>0.05）。

干预后：

观察组：健康知识评分（22.56±2.76）分、自我概

念评分（20.79±5.40）分、自护技能评分（28.53±5.59）
分、自护责任感评分（15.96±3.62）分。

对照组：健康知识评分（17.62±2.14）分、自我概

念评分（17.52±5.61）分、自护技能评分（12.76±4.57）
分、自护责任感评分（13.04±3.15）分。

两组患者自护能力评分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t=5.114、6.254、5.714、4.952，P<0.05）。

2.2两组患者自身疾病知识知晓度比较

观察组：合理用药知识（4.39±0.56）分、日常预防

知识（4.34±0.53）分、自我护理知识（4.52±0.09）分、

疾病相关知识（4.66±0.44）分。

对照组：合理用药知识（3.98±0.12）分、日常预防

知识（4.00±0.57）分、自我护理知识（3.97±0.31）分、

疾病相关知识（3.85±0.22）分。

两组患者自身疾病知识知晓度组间对比有统计学

意义（t=5.201、6.302、5.201、8.201，P<0.05）。

2.3两组患者遵医行为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理配合（21.19±1.98）分、治疗依从性

（20.55±2.70）分、饮食（22.53±2.12）分、用药（21.31±
2.48）分。

对照组：护理配合（18.04±1.20）分、治疗依从性

（18.13±1.64）分、饮食（19.55±1.77）分、用药（18.
73±1.22）分。

两组遵医行为评分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t=5.3
20、6.325、5.401、8.211，P<0.05）。

2.4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满意度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n,%）

分组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37（74.00） 10（20.00） 2（4.00） 96.00%（48/50）

对照组 50 25（50.00） 15（30.00） 10（20.00） 80.00%（40/50）

χ2值 13.502

P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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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全科护理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将照护服

务提供给患者和家属，将家庭为中心，达到全体、

个体健康教育的融合[4]。医院为了对人们健康护理

意识适应，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满足，重视建设

高质量的护理队伍，进而顺利的发展卫生健康事业
[5]。护理人员的职业素质、能力是全科护理期间的

重点，对于，将护理工作质量提高具有重要作用[6]。

我国在 1980年以后将全科护理技术引入，医疗人员

对于全科护理的意义存在明确的认识，每个地区的

医务人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对患者采取健康教

育[7]。在有关研究中[8]，在救灾中采取全科护理模式，

综合培训护理人员，在抢救期间，护理人员获得良

好的干预效果。在全科护理期间，需要加强培训护

理人员，在常见病、多发病的管理中让护理人员积

累到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护理人员积极的同患者

技术了解，不但重视身体护理，也要对其心理护理

关注，将患者存在的焦虑感、紧张感减轻，对于患

者的疑难问题积极解答，让患者具有轻松的心理，

进而缩短其康复所需时间。对于患者也要加强健康

教育，较多学者表示，大部分患者不够了解医学知

识，护理人员需要积极的对知识进行普及，发挥其

宣传教育的作用，使得其不良生活习惯改善，促使

其免疫能力的提高。

在组成护理的部分中，健康教育为其中重要的

一个，健康教育质量较高对于患者和家属对临床治

疗方法、疾病知识的掌握非常有利，健康教育可以

将患者心态改善，让其具有好的生活习惯，促使治

疗依从性的提高。传统的健康教育过程中，护理人

员只是采取单一的方式，对于文化水平、年龄等差

异未全面考虑，单一的将知识输出，患者处在被动

接受中，影响治疗依从性[9]。加强健康教育主要是

对自我护理知识、保健知识等进行讲解，让其对知

识的了解程度提高，使遵医行为有效改善，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工作，使得诊疗效果有效提高，促进预

后的改善。在护理学发展期间，过去以疾病为中心

的护理模式已经变成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方式，在临

床护理工作的每个环节落实以人为本理念，使患者

具有健康的生活理念[10]。本研究结果证实，健康教

育存在良好的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在全科护理期间，坚持以人为本的

理念，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其遵医行为，

增加其知识认知度，提高满意度，改善自护能力，

价值较高，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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