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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糖尿病教育策略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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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优化糖尿病教育策略，以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方法 选取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在

我院就诊的 2 型糖尿病的成年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抽样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管理。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基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糖尿病教育策略优化方案，

对比分析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患者的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优化后的教育策略能显著

提高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
过优化糖尿病教育策略，有效提升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为改善糖尿病治疗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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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diabetes educ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patient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Yanxia Guo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971 Hospital of PLA Nav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Objective Optimize diabetes educa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patients'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Methods 100 adult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2 to Febr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earch team adop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of diabetes education strategy based on patient self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healing tim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optimized education 
strate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blood sugar control of patient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By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 strategy of diabetes, it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patient's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and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s of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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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

呈现出日益严重的流行趋势[1]。其慢性病程、多系统损

害以及复杂的治疗方案，使得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

能力成为疾病控制的关键因素。自我管理能力，不仅关

系到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更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与

疾病进展。因此，优化糖尿病教育策略，提升患者的自

我管理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和深远的社会影

响。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不再仅仅是治疗的被动

接受者，而是成为疾病管理的积极参与者。糖尿病教育

作为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其重要性日

益凸显。然而，传统的糖尿病教育策略往往过于注重知

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患者的个体差异、心理需求以及行

为改变的动力机制，导致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近年

来，随着健康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实践经验的积累，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与

提升[3-5]。 
他们尝试从多个维度出发，构建更为全面、系统的

糖尿病教育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注重知识的普及，更强

调技能的培养、态度的转变以及环境的优化，旨在帮助

患者建立起自我管理的信心与能力。然而，尽管这些研

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例

如，如何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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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发患者自我管理的动力，促进其行为的持久改

变，如何评估教育策略的有效性，以便及时调整和优

化，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因

此，本研究旨在基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视角，对糖尿

病教育策略进行优化研究。我们将通过文献回顾、实证

研究等方法，深入探讨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因素、

提升途径以及教育策略的优化方向。 
我们期望通过本研究，能够为糖尿病教育提供更

为科学、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帮助患者更好地

掌握自我管理的技能和方法，提高生活质量，延缓疾病

进展[6]。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糖尿病教育将

不断优化和完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这将为糖尿病的防治工作注入新的动力，为构

建健康中国贡献我们的力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在我院泌

尿外科就诊的 2 型糖尿病的成年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取样法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50 例。 
研究组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 27～ 61 岁，平

均（43.44±1.78）岁；对照组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28～62 岁，平均（45.52±1.12）岁。2 组基线资料对比

无明显差（P＞0.05），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的糖尿病教育，包括糖尿病

基础知识讲解、饮食指导、运动建议等。教育内容主要

遵循现有的糖尿病教育指南，以确保对照组患者接受

到的是标准的糖尿病教育。实验组患者接受优化后的

糖尿病教育策略。该策略在常规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了

个性化教育方案：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病情

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以满足不同患者的需

求。通过模拟场景、角色扮演等方式，对患者进行技能

培训和演练，帮助患者掌握自我管理的实际操作技能。

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提供心理支持，同时采用行为干

预技术，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对

患者进行定期随访，了解他们的自我管理情况，提供反

馈和建议，及时调整教育策略。采用问卷调查和血糖监

测等方法，对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评估。评估

指标包括糖尿病知识掌握程度，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患

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实际操作测试，

评估患者在饮食管理、运动锻炼、血糖监测等方面的技

能水平。通过定期监测患者的血糖水平，评估其血糖控

制情况。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身

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功能等方面。 
1.3 统计学处理 
本文对所测数据使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实施统

计学的计算分析。使用 χ2 检验用代表计量资料，用百

分比（%）表示计数资料。将 P<0.05 作为差异指标。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以及餐后 2 小时血糖

水平比较  
研究组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比对照组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以及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比较 

  管理前 管理后 

组别 n 空腹 餐后 2H 空腹 餐后 2H 

研究组 50 9. 41±1.39 12.57±2.41 6.41±1.19 8.57±1. 41 

对照组 50 9. 51±1.49 12.47±2.31 8.71±1.39 11.57±1.51 

χ2     4.231 

P 值     0.012 

 
3 讨论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其管理和控制

往往依赖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本研究旨在探讨如

何基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优化糖尿病教育策略，以

期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而改善糖尿病的治疗

效果。我们关注到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在糖尿病治疗中

的核心地位。研究发现，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与其血糖

控制水平、并发症发生率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因

此，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对于糖尿病的治疗至关

重要。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优化糖尿病教育策

略，如增加患者参与性、提供个性化教育内容、强化实

践技能培训等，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一发现为今后的糖尿病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

依据和实践指导。本研究发现，优化后的糖尿病教育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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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不仅提高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还改善了患者的

治疗效果。具体而言，患者在接受优化后的糖尿病教育

后，其血糖控制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并发症的发生率

也有所降低。这表明，通过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可以有效地改善糖尿病的治疗效果。这一发现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它提示我们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应

更加注重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培养，以达到更好的治

疗效果。 
此外，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与其心理状态、社会支

持等因素密切相关[7-9]。在优化糖尿病教育策略的过程

中，我们积极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提供必要的心理支

持和疏导，同时加强患者与家人、社会的联系，为患者

营造一个良好的康复环境。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助

于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还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态和生活质量。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相对

较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情况。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规模，以更全面地评估糖尿病

教育策略的优化效果。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了患者自

我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治疗效果的改善，但并未深入

探讨其他可能影响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因素，未来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因素对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

响，以便为糖尿病教育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的参

考。 
综上所述，基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糖尿病教育

策略优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优化

糖尿病教育策略，我们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

能力，进而改善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同时，我们还需关

注患者的心理需求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为患者提供一

个全面的康复环境。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和深化，为糖尿病的治疗和管理提供更加有效的

策略和方法。在未来的糖尿病教育工作中，我们应继续

关注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培养，不断探索和优化教育

策略。同时，我们还应加强跨学科合作，整合多方资源，

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个性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相信

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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