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2 年第 4 卷第 6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s://ijnr.oajrc.org 

- 82 - 

叙事护理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老年患者孤独感及自我效能的影响 

闻海梅 

南京市佑安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 目的 针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老年患者实施叙事护理，进缓解老年患者的孤独感，提升自我效能。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我院老年精神科 80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分为 2 组。对照

组为基础护理，观察组则为叙事护理，对比护理成果。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孤独感及一般自我效能指标

上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针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老年患者实施叙事护理效果显著，有助

于改善患者的孤独情绪，提升自我效能，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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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loneliness and self-efficacy in long-term hospit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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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narrative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to relieve the 
loneliness of elderly patients and improve self - efficacy. Methods: From October 2020 to March 2021, 8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geriatric psychiat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ized digital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is basic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narrative nursing, 
comparing the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loneliness and general self - efficacy index,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narrative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helps improve loneliness, and self - efficacy, and has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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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型优质心理护理模

式，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的故事倾听、分析和反馈，

帮助患者进行对生活、疾病故事意义的重塑，并发现

护理的出发点和要点，继而对患者实施干预的护理实

践[1]。而针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老年患者的孤独感开

展叙事护理鲜有报道，本研究将叙事护理引入到对长

期住院精神分裂症老年患者孤独感干预中，探索应用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我院老年精

神科 8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按随机数字法纳入观察组与

对照组，各 40 名。入组标准：（1）符合 ICD-10 精神

分裂症的诊断标准；（2）年龄 65 周岁以上；（3）病

程≧5 年，住院≧1 年（4）患者病情稳定，知情同意

愿意完成研究；（5）具有基本交流沟通、阅读及理解

能力。排除标准：（1）躯体有严重疾病；（2）伴有

心境障碍或者其他严重精神障碍；（3）中途退出或者

无法完成者。观察组年龄（65.3±2.17）岁，对照组年

龄（65.35±2.14），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差距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干预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责任护士给予常规护理措施，包

括心理护理，饮食护理，睡眠护理及健康教育等。观

察组在常规护理上实施叙事教育法护理干预，具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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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①成立叙事教育干预小组 
由 10 名护士组成叙事教育干预小组并接受培训，

由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进行授课，全员学习叙事

教育法的概念、干预方法、沟通技巧等，通过查阅文

献，掌握叙事教育的方法，经过考核后成为干预小组。 
②激发患者叙事欲望 
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要以阴性症状为主，

表现为思维贫乏情感淡漠 、愉快感缺乏、社会退缩 、 
意志缺乏 、注意障碍[2] ，干预小组成员通过了解患者

兴趣爱好、日常喜好，反复沟通，与患者建立良好护

患关系，激发患者沟通欲望。 
③聆听患者故事 
倾听患者的经历，对于患者的孤独情感予以理解，

询问患者孤独的原因，包括对家人的思念、长期住院

社交技能减退、对自己疾病的异常体验等，站在患者

角度理解患者，安抚患者，鼓励患者宣泄自己的情感。 
④给予正性引导 
与患者共同分析自己的故事，对于正性观念及行

为予以肯定，对于患者的积极乐观的态度给予肯定，

启发患者新的思考问题方法，鼓励患者遇到问题来动

寻求帮助。通过倾听、尊重患者，用文字及视频记录

患者积极言行，帮助患者寻找自我变化。 
⑤总结与指导 
通过整理总结患者故事，干预人员了解患者叙事

时的情景、情感、遇到的问题，例如：患者感觉自己

生病住院，就是在熬光阴。通过患者叙述，了解到患

者女儿近期无探视，干预人员给予安慰，联系家属，

给予视频探视，消除患者孤独情感。在叙事护理过程

中，根据患者言行变化，分析患者现存及潜在护理问

题，给予冥想、正念为导向的心理护理措施，帮助患

者回顾生命历程，思考成长历程中及现在的自己有什

么令自己欣赏及满意的部分，希望以后达成什么梦想，

从而使老年人以平和的心态来进行自我认知，改善患

者孤独感。 
（2）评价方法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均使用①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UCLA）孤独量表[3]自量表，主要评价 由于

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孤独感。 
由 20 个项目组成，项目采用 4 级评分法，分级为“从

未”“很少”“有时”“一直”，分别计 1-4 分，得

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烈。王登峰[4]对该量表信度进行

检验，系数为 0.92，表明具有良好信度。②一般自我

效能量表（GSES）[5]量表有 10 个条目，答案分为“完

全不正确”“有点正确”“多数正确”“完全正确”

分别记计 1- 4 分，总得分为 10 - 40 分，得分越高，一

般自我效能越高。 
（3）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 x s± ）表示，计数资料用例（%）表示，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ꭓ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孤独感及一般自我效能指

标上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 UCLA、GSCS 评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例数 
UCLA GSE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0 43.75±8.13 42.65±6.13 10.2±3.5 13.7±2.6 

对照组 40 43.78±7.64 37.76±6.15 10.1±4.0 11.9±3.1 

t 值  0.965 4.568 0.524 1.471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社会关系、经济能力等

会不同程度丧失，必然会给老年人带来一定的心理冲

击，从而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孤独感则

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6]。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

症老年患者由于自己思维、情感和行为多方面的障碍

及长期生活在封闭的住院环境中，更容易产生孤独感。

Giacco 等[7]对精神分裂症和心境障碍患者的调查研究

中发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 43.3%的患者反映

感到非常孤独，20%的患者感到中度孤独。而孤独感

可以显著的负向预测老年人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低自

我效能感的个体会感知到更多的压力事件，对自己的

成就和个人发展存在消极的思想，同时采用更消极的

行为，影响其康复预后导致其社会功能及工作能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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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生活质量下降[8-9]。 
在叙事护理时，护士倾听患者叙述自己的经历和

故事，将患者的讲述内容进行分析帮助其对疾病和生

活故事完成意义重构。在患者讲述的过程中，护士通

过精神状态、身体表现、心理变化等多个层面，切身

感受患者的经历，以便实现整体护理[10]。通过 6 个月

叙事护理的临床干预，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老年患者

感受到被理解及关怀，孤独感减少，逐渐接受长期住

院的事实。护士通过尊重、理解、共情等拉近与患者

距离，促进护患和谐。在护士重构患者故事过程中启

发患者思考自己潜力，引导患者参加集体活动，减少

衰退症状，提高自己应对问题能力。 
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孤独感及低自我

效能状态，如何将叙事护理普遍运用于其他精神分裂

症患者，以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好恢复病情，促进康

复，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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