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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在儿童骨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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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并探讨儿童骨科护理中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的实施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骨科收治的 84
例患儿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遵循随机分配的原则，将这些患儿分为对照组（包含 42 例，接受常规健康教育）

和试验组（包含 42 例，实施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对两组患儿的护理效果进行全面的数据收集、分析及对比

评估。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试验组在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上更为优越，并且在遵循医嘱用药、饮食调控以及功

能恢复训练等多个方面的依从性也显著更高。两组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 多元化

健康教育模式有助于骨科患儿及其家长获取更为丰富的疾病信息，增强患儿的医嘱遵循意愿，取得了显著的应用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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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diversified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pediatric orthopedic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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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diversified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 pediatric orthopedic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84 children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s of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allocation, thes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42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ing 42 cases, 
Implement a diversified health education model). Comprehensive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evaluation 
were conducted on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a superior level of health knowledge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liance in terms of medication, 
diet regulation,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diversified health education model can help orthopedic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obtain more 
abundant disease information, enhance the children's willingness to follow the doctor's orders,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applic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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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天生活泼好动，往往容易引发骨折等意外事

件的发生。儿童相较于成年人，在理解能力及康复意识

方面存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儿童骨科护理

工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1]。优质的健康宣教对于手术的

顺利实施、并发症的有效预防及术后顺利康复均存在

着至关重要的关联[2]。当前，多数医疗机构针对住院患

者及其陪护人员所采用的健康教育手段，主要依赖于

口头传达以及利用纸质提示卡、宣传栏等形式，这就要

求患者及其家属需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鉴于儿童这

一特殊群体往往接受的文化教育有限，难以有效识别

文字信息，导致遵医行为难以达成，进而影响了康复进

程。因此，采用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模式对于骨科患儿而

言，显得尤为重要[3]。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对儿童骨

科护理中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成效进行了深入

探讨，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 2024 年 1 月-10 月期间，在我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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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骨科接受治疗的 84 例患儿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患儿

的监护人已全面理解本研究内容，并签署了知情同意

书。依据随机分配原则，将患儿分为对照组（含 42 例，

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为 6.43±3.14
岁）与试验组（含 42 例，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21 例，

平均年龄 6.85±3.36 岁）。两组患儿的基线资料在统

计学上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接受的是常规的健康教育方案，而试

验组患儿则在对照组护理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

了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模式，具体措施概述如下： 
（1）视频宣教。在科室主任与护士长的指导监督

之下，护理人员负责完成了视频的制作工作。该视频内

容全面，包括了术前的探访交流、各项准备工作、术后

的注意事项、饮食方面的建议、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详细

讲解，以及康复性功能训练等多个关键环节。同时，鉴

于儿童的独特性质，着重阐述了康复训练的具体执行

流程，并指出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风险要素，并提供了若

干实例，这些实例均展示了因未遵从医嘱而导致的患

儿病情加剧的情况。视频内容的制作需确保浅显易懂，

便于患儿及其家长轻松接纳与理解。 
（2）集中授课。科室应精心规划集中健康教育授

课活动，明确指定授课讲师、详细安排授课内容及确定

授课的具体时间安排。根据时间安排，授课内容被划分

为以下几个部分：疾病的基础知识、科学的饮食指导、

需要注意的事项、疼痛的有效管理、常见的并发症预防、

陪护的相关管理以及康复锻炼的重要意义等。通过视

频媒介，详细介绍康复锻炼的注意事项、实施方法及其

具体操作步骤等相关内容。授课的护理人员需为资深

护士，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以及

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每周安排 1 至 2 次集中教学活

动，面向患儿及其家长，并倡导授课中的护理人员主动

与患儿及家长展开积极互动，共同分享与交流学习心

得。 
（3）建立网络平台。通过构建公众号，将罹患不

同疾病的患儿及其家长汇聚一堂，借助网络媒介推送

科普资讯、健康教育视频、儿童骨科护理指南、温馨提

醒以及医院相关资讯。医护人员可以在线提供咨询服

务，针对患儿及其家长的问题给予解答，同时，向他们

提供与治疗及护理紧密相关的专业指导服务。 
1.3 观察指标 
自主编制了一份健康教育知识调查问卷，旨在评

估患儿及其家长对健康知识的了解与掌握程度，问卷

满分为 100 分，得分愈高，则表明对健康教育的知识

掌握得越充分。 
自主开发了一份依从性评估问卷，涵盖了遵医嘱

用药、饮食管理、功能康复训练等多个方面，每项评估

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儿的依从性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收集的所有数据均被导入 SPSS 23.0 统计

软件包进行详尽分析，计量资料通过 t 检验进行比较，

并采用 进行表达。若 P 值小于 0.05，则判定该差

异在统计层面上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健康知识掌握度对比 
相较于对照组，试验组在健康知识调查问卷中的

得分显著更高，该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P＜
0.05），详细数据请参见表 1。 

2.2 两组患儿依从性对比 
相较于对照组，试验组的依从性均展现出更高的

水平，两组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上呈现出显著性（P＜
0.05），相关数据详情请参阅表 2。 

3 讨论 
在治疗儿童骨科患儿的过程中，手术是非常重要

的治疗方案，然而由于患儿自控能力不足，一旦患儿感

受到疼痛，便会哭闹不止，从而拒绝配合常规的治疗与

护理措施，进而妨碍了术后的康复训练，最终对治疗效

果产生了不利影响[4]。故而，在儿童骨科患儿的临床治

疗实践中，提升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对于优化临床治疗

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表 1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健康知识掌握度对比（ ，分） 

组别 例数 健康知识调查问卷 

试验组 42 94.29±3.11 

对照组 42 82.72±4.23 

t - 14.282 

P - 0.001 

sx ±

sx ±



李娜，金娟，张永灵，刘娟，刘芳                               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在儿童骨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65 - 

表 2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依从性对比（ ，分） 

组别 例数 遵医嘱用药 饮食管理 功能康复训练 

试验组 42 97.30±1.61 93.22±3.13 96.34±2.45 

对照组 42 88.66±2.57 80.69±3.72 87.53±2.85 

t - 18.464 16.703 15.192 

P - 0.001 0.001 0.001 

 
健康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借助信息传播及行

为引导的方法，帮助个体获取与疾病有关的知识，培养

健康意识，并促使个体主动采取对健康有益的行为[5]。

实施多元化的健康教育策略，能够借助多样化的途径，

使患儿及其家长全面认识骨科手术的相关知识，进而

增强患儿的治疗遵从性[6]。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与对照

组相比，试验组在健康知识问卷调查中的得分呈现出

明显的提升（P＜0.05），由此表明，采用多元化健康

教育模式能够有效增进患儿及其家长对疾病相关知识

的认知。分析原因为多元化健康教育方式以其宣教视

频的高清晰度、易于浏览性、形式的创新性、内容的可

重复观看性以及强大的吸引力等特点，从细微之处全

面提升了患儿及其家长对疾病护理的认知度与参与度，

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转变。此外，他们还能

通过跟随视频进行练习，进一步深化理解与记忆，从而

显著提高了患儿及其家长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7]。本

研究的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表现出了更为

出色的依从性（P＜0.05），这一发现证实了多元化健

康教育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患儿对治疗及护理过程的遵

从程度。 
分析原因为多元化健康宣教方式使患儿及其家长

在住院期间乃至出院后，均能随时查阅宣教资料以解

决问题，参考相关知识，持续提升患儿及其家长的相关

知识掌握水平，进而增强患儿及家长的医嘱遵从行为

与护理配合程度[8]。 
综上所述，采用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方式，能够为骨

科患儿及其监护人提供更加全面的疾病相关知识，有

效提升患儿遵循医疗建议的意愿，在临床上具有广泛

的推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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