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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与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评价的对比分析 

沈 娜，李红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70 医院  山东烟台 

【摘要】目的 分析住院患者和护士关于护理关怀行为的不同评价，从护患双方两种角度了解护士护理关怀

行为的具体实施情况。方法 选取 2022.1-2022.12 本院的 50 名护士和 50 名住院患者纳入研究，对护士采用护士

人文执业能力测评工具自行评价护理关怀行为，对住院患者采用关怀行为评价量表（CBI 量表）评价护士的护理

关怀行为。结果 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平均评分为（4.21±0.43 分），护士自评分数最低的维度是自我管理能力，

分数为（3.85±0.73 分）。住院患者对护士护理关怀行为的平均评分为（3.51±0.88 分），其中评分最低的维度

是沟通与尊重，分数为（3.44±0.68 分）。此外，护患双方均认为护士在护理关怀行为中的基础护理、心理支持、

健康宣教方面的人文关怀护理效果较好，但在情感呵护、护理方案制定方面，护患双方均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护理关怀。结论 护士的护理关怀行为评价基本处于中上水平，表示护士具有一定的临床护理关怀能力，且患者

也认可，但护士在实际护理关怀行为实施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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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nursing care behavior between hospitalized patients 
and nurs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care behavior by nurses from both perspectives. 
Method: 50 nurses and 50 inpatients from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Nurses were evaluated for their nursing care behavior using the Nurse Humanities Professional Ability Assessment Tool, 
while inpatients were evaluated for their nursing care behavior using the Care Behavior Evaluation Scale (CBI). Result: The 
average score of nurses on nursing care behavior was (4.21 ± 0.43 points), and the dimension with the lowest self-
evaluation score of nurses wa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with a score of (3.85 ± 0.73 points). The average score of 
inpatients on nurse care behavior is (3.51 ± 0.88 points), with the lowest scoring dimension being communication and 
respect, with a score of (3.44 ± 0.68 points). In addition, both nurses and patients believe that the basic care,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humanistic care in health education are effective in nursing care behavior. However, in terms of emotional care 
and nursing plan development, both nurses and patients believe that further improvement of nursing care is needed.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of nursing care behavior among nurses is basically at an above average level, indicating that 
nurses have certain clinical nursing care abilities, and patients also recognize them.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care behavior among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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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作为医疗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患

者进行护理和关怀的重要责任。在患者住院期间，护士

是患者最直接的照顾者，他们的护理关怀行为对患者

的康复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住院患者和护士对于护

理关怀行为的评价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住院患者更

多地从自身的感受和需求出发评价护理关怀行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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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更多地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评价自己的护理行为。

因此，通过比较住院患者和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

价，可以更好地了解护士护理关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提高护理质量[1]。本文

将对住院患者与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价进行对比

分析，以期为医疗护理质量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和

建议。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1-2022.12 期间，本院的 50 名护士和 50

名住院患者纳入研究。 
（1）护士：通过随机分层抽样法选择本院内科、

外科、儿科、妇产科、重症监护室共 50 名护士（其中

男 7 名，女 43 名；年龄 22～35 岁，平均 28.34±2.16
岁；参加工作 2～13 年，平均 6.35±2.14 年；学历：

大专以下 18 名，大专及本科 26 名，本科以上 6 名；

职称：高级职称者 7 名，中级职称者 15 名，初级职称

者 28 名），排除中途进修、外出工作学习、实习生等

群体。本次研究共对护士发放调查问卷 50 份，有效回

收 50 份，有效回收率 100%。 
（2）住院患者：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从本院内科、

外科、儿科、妇产科、重症监护室选取 50 名住院患者

（其中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28～69 岁，平均 42.38
±4.56 岁；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下 25 名，大专及本科

18 名，本科以上 7 名）。 
1.2 方法 
由本课题研究员亲自向符合研究的护士及住院患

者发放相关调查问卷，并向护士、住院患者、患者家属

详细告知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取得相关人员的主

动配合，以匿名方式填写问卷。对于存在不便于自行填

写者，可由研究院将调查问卷中的各评价项目读给患

者听，根据患者的意见代为填写。 
1.3 疗效标准 
（1）护士：采用护士人文执业能力测评工具[2]让

护士自行评价护理关怀行为的质量，总共包含 26 个调

查项目，分为 5 个调查方向，分别是人文关怀实践（10
个项目）、人际沟通能力（6 个项目）、心理护理能力

（4 个项目）、自我管理能力（3 个项目）、伦理与法

律实践能力（3 个项目）。该量表的 Cronbachα信度系

数为 0.913，内容效度指数 CVI 是 0.908，整体的信度

和内容效度良好。量表每个项目的提问均应用 5 级评

分法，1 分表示不符合，2 分表示部分符合，3 分表示

一般，4 分表示基本符合，5 分表示完全符合。护士自

评分数越高表示护士的护理人文关怀能力越强。 
（2）住院患者：采用关怀行为评价量表（CBI 量

表）[3]来让住院患者评价护士的护理关怀行为。此量表

的总调查项目有 24 项，分为了 3 个调查方向，分别是

沟通与尊重（10 个项目）、支持与保障（9 个项目）、

知识与技能（5 个项目）。量表 Cronbachα信度系数是 
0.959，卡方数值和自由度比值为 1.25，整体信效度良

好。该量表采用的是 6 级评分法，被调查者根据问卷

提问问题给出选择，其中 1 分表示从未，2 分表示几乎

不，3 分表示偶尔，4 分表示经常，5 分表示几乎总是，

6 分表示总是。每个项目的评分相加，分数越高表示患

者认为护士的护理关怀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用 t 检验，以（ sx ± ）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

以率（%）表示，（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士的护理关怀自评分数 
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所有评价项目的总分平均评

分为（4.21±0.43 分），其调查维度评分由高及低依次

为：人文关怀实践（4.29±0.67 分）、人际沟通能力（4.27
±0.59 分）、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4.23±0.56 分）、

心理护理能力（4.18±0.45 分）、自我管理能力（3.85
±0.73 分）。 

2.2 住院患者对护士护理关怀行为的评分 
住院患者对护士护理关怀行为的总平均评分为

（3.51±0.88 分），其调查问卷中 3 个调查方向的评分

分别为：沟通与尊重（3.44±0.68 分）、支持与保障（3.49
±0.88 分）、知识与技能（3.62±0.89 分）。 

2.3 住院患者与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评价的共同

点比较 
护患双方均认为护士在护理关怀行为中的基础护

理、心理支持、健康宣教方面的人文关怀护理效果较好，

但在情感呵护、护理方案制定方面，护患双方均认为还

需要进一步提高护理关怀。 
3 讨论 
在医疗保健领域，护理关怀一直被认为是对患者

最重要的一环。护理关怀是指在患者生病期间提供给

患者的综合性照顾和支持，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

的关心。护理关怀的质量对患者的康复和健康状况有

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价和改进是

非常重要的。 
3.1 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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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平均评分为

（4.21±0.43 分），护士自评分数最低的维度是自我管

理能力（3.85±0.73 分）。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价

往往是从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方面出发的。他们会关

注自己在护理过程中的护理技能水平，包括护理操作

的熟练程度、对药物的正确使用和监管等方面。此外，

护士还会评价自己在护理过程中对患者的关心和支持

程度，包括是否能够给予患者充分的关心和支持，是否

能够在护理过程中给予患者安全感和信任感。另外，护

士还会评价自己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能力，包括是否

能够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是否能够理解患

者的需求和意愿等。 
3.2 患者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价 
本研究中，住院患者对护士护理关怀行为的平均

评分为（3.51±0.88 分），其中评分最低的维度是沟通

与尊重（3.44±0.68 分）。患者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价

往往是从情感和体验角度出发的。他们会关注护士是

否能够提供充分的关心和支持，是否能够倾听自己的

疾病和治疗方面的问题，是否能够在护理过程中给予

他们安全感和信任感[4-5]。此外，患者还会对护士的护

理技能水平进行评价，包括护理操作的熟练程度、对药

物的正确使用和监管等方面。另外，患者还会对护士的

沟通和交流能力进行评价，包括护士是否能够与患者

进行有效地沟通和交流，是否能够理解患者的需求和

意愿等[6]。 
3.3 患者与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评价差异分析 
本研究中，护患双方都认为护士在护理关怀行为

中的基础护理（如满足患者的基本临床护理需求、为患

者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等）、心理支持（关注患者的情

绪状态，为患者及时提供情绪疏导和心理护理等）、健

康宣教（向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等）方面的人文关怀

护理效果较好。这表明护士在住院患者的临床护理关

怀实践中存在较好的人文关怀护理能力，且患者也认

可护士在这些方面的护理能力。这可能与医院始终坚

持“以患者中心”的护理理念相关，并对护士进行定期

的人文关怀培训，让护士对医院及护理工作产生认可

感和归属，促使护士主动积极提高护理水平[7]。但在对

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情感呵护、护理方案制定方面，护

患双方均认为护士的护理关怀程度不足，这与医院在

人员配置安排上有一定关系，护士工作量繁杂，没有足

够的时间来对患者进行关怀和照顾，导致住院患者对

护士产生不满的情绪[8]。 
综上，通过对住院患者与护士对护理关怀行为的

评价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护理关怀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为医疗护理质量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参

考和建议。我们需要充分重视患者对护理关怀行为的

评价，尊重患者的意见和需求，增强护士的服务意识和

护理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关怀。同时，也需要

加强护士的专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护士的专业素

养和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专业和有效的护

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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