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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护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探讨健康教育规范化的对策。［方法］抽取荆门市市直5所医院 

的206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和座谈，了解临床护士在实施护理健康教育中自身的教育能力以及对病人实施健康教

育的效果。［结果］护理健康教育深化了整体护理内涵，体现了护理专业的价值，但同时存在知识结构不合理、

观念陈旧、教育内容局限等问题。［结论］从转变观念着眼，护士应多渠道接受正规培训，提高健康教育能力；

从理论教育入手，建立健康教育规范化程序，为病人提供真正有健康教育意义的服务。 

  随着整体护理内涵的拓展，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医疗卫生机构的关注和重视。荆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1970个，开放病床8164张。其中医院36个（综合医院27个，中医医院5个，专科医院4个），卫生院54个，村

卫生室1387个，医疗门诊473个，卫生机构20个。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共有人员13166人，其中注册护士4057人。各

综合医院在实施整体护理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但我市健康教育工作起步较

晚，在临床实践中，健康教育教材短缺、人员培训不足、教育形式和方法单一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

从荆门市市直5所医院206名护士的整体护理现状调查中，展开对健康教育规范化的分析和思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0年1—3月，选自荆门市市直5所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石化医院、荆襄

医院、宏图医院）的护理骨干206人，其中主管护师28人，占14%；护师120人，占58%；护士58人，占28%。具有

本科学历22人，占11%；大专学历56人，占27%;中专学历128人，占62%。 

  1.2 方法 采用问卷、单项及多项选择问答、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共发放问卷206份，收回有效问卷201份，

有效率达98%。调查内容为：获取健康教育知识途径、健康教育是否纳入护士职责、有无标准健康教育计划、护

士对住院病人健康教育需求的认知、健康教育评估、方法、形式及评价、实施健康教育存在的困难等18个问题。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调查的5所医院均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健康教育，绝大多数病区运用了自编的专科健康教育计划，条件好的医

院还设有健康教育专门机构。临床护士在病人入院时、检查前、围手术期以及出院前等不同阶段，有目的地对病

人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护理健康教育不仅改善了医患关系，减少了投诉，提高了病人的满意度，也得到院方和

患者的认可，体现了护理专业的价值。在推行健康教育的过程中，锻炼了护士的沟通能力，提高了专科水平，培

养了护理骨干，使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工作有了质的飞跃。 

  2.2 存在问题 

  2.2.1 绝大多数临床护士未接受正规的健康教育知识培训。参加问卷调查的护士中，本科学历占11%，大专

学历占27%，中专学历占62%，大多数护士都没有接受过规范的健康教育专业学习。另外，所调查的5所医院中，

大多数护士仍需要通过接受成人教育提高学历层次。 

  2.2.2 健康教育内容局限，教材短缺。多项选择调查显示，护士在获取健康教育知识途径方面，40%通过参

加培训班，80%通过查阅健康教育相关书籍，15%通过参加学术交流获得。5所医院整体护理病区实地调查资料表

明，为护士提供健康教育的书籍仅为《整体护理健康教育手册))(毕丽云主编)及各专科疾病指导书籍。健康教育

指导教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要。护士反映，由于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资源缺乏，护士对病人进行的健康教育指

导大多千篇一律，未能做到因人施教、缺乏个体化；在疾病、药物、饮食指导方面，由于没有规范教程，护士在

进行健康教育时有所顾忌，担心与医生对病人的指导有差别，害怕引起病人的误解和不必要的纠纷。 

  2.2.3 在实施健康教育过程中，护士的观念仍局限在疾病教育方面。调查护士对病人健康教育内容需求认知

的排序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疾病相关知识、用药指导、了解住院环境和规则；排在最末位的是病人出院指

导。因此，在住院期间，护士对病人实行的健康教育多为疾病教育，以病人和家属掌握疾病知识为目的，在心理

护理，尤其是出院后指导病人消除疾病的危险因素、建立健康行为的健康教育方面未受到关注。 

  2.2.4 健康教育形式和方法单一，资料没有量化，内容不具体。调查显示，护士的主要教育形式为口头讲

解，同时辅助用图29%、视听7%、示范训练41%。护士进行健康教育的方法有:个人宣教90%、小组宣教15%、病人

座谈会5%。而实地调查结果表明，运用图文并茂的资料或视听教材的比例更低。护士在实施健康教育形式上，多

以口头解释为主，不规范，随意性大。口头解释多受护士掌握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语言能力、沟通技巧、施教时

间等因素影响。同时，有些疾病专科指导不通俗具体、没有量化。比如饮食指导的“少食多餐”、“易消化食

物”，不能具体到时间和次数；指导功能训练，不能具体到规范的训练方法、每天活动量和次数等。因此，导致

病人对健康教育内容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达不到真正效果。 



 

  3 讨论 

  3.1 加强管理，提高护士健康教育能力 

  3.1.1 近年来，多种途径的护理高等教育不断发展，教育内容有所拓展，课程设置做了调整，更适合现代护

理发展的需要。目前，成人教育护理大专及本科课程均增设了《健康教育学》，许多医院的在职护士都在接受大

专、本科教育，通过正规的护理教育学习健康教育课程。希望相关部门组织人力，开发和编写多种形式的健康教

育相关教材和书籍，以满足临床健康教育人员培训的需求。 

  3.1.2 树立新观念，使健康教育从“普及卫生知识”转变到“建立健康行为”上来。传统的卫生宣教只是卫

生科普知识的单项传播，而健康教育是一门学科，其目的是指导人们自愿地改变不良的健康行为和影响健康行为

的相关因素，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1]。目前，临床开展的健康教育多以

疾病教育为目的，围绕疾病的治疗、手术、护理及康复展开教育，这只是健康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而针对与疾病

相关的危险因素、病人的不健康行为，以及出院后如何帮助病人建立良好健康行为的教育内容就明显不足。因

此，转变护士的观念，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培训，使护士真正学会以“健康”为中心去认识和思考问题。 

  3.1.3 健康教育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势在必行。调查显示，5所医院都没有成立专门的健康教育机构，均将

健康教育职能挂靠在保健科或宣传科。目前，各医院护理队伍中还存在中老年护士的去向和归宿问题，一旦她们

不适宜在临床第一线工作，只得改行。而香港诸多医院的做法是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使她们通过多渠道、多层

次的学习，成为专科护士或护理专家[2]。我们应借鉴香港的经验，效仿建立健康教育服务部，充分挖掘中老年

护士的潜力，培养她们成为护理专家，既为健康教育培养人才，又为社区护理的开展储备和输送人才。 

  3.1.4 在实施健康教育计划时，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是确保健康教育效果的关键。常用的口头讲解与图文并

茂的资料相辅助、与示范训练相结合，配有视听教材的多种形式，是病人喜闻乐见、容易掌握的教育方式。因

此，主管部门对护理健康教育工作应加大投入，设置专职护士，建立健康教育专门机构，添置更多的视听教材，

编印图文并茂的资料、小册子、宣传单。只有这样，才能使病人得到更规范、更具体和更量化的健康教育知识。 

  3.2 拓宽思路，建立健康教育规范化程序 

  健康教育是有目标、有计划、有实施、有评价的教育活动。因此，必须贯彻教育程序，即评估、确立教育项

目(诊断)、计划、实施和评价五个步骤。临床护士进行健康教育，应按照以疾病为中心的健康教育计划，随着疾

病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施教。因此，临床需要标准的健康教育规程。北京心血管疾病研究所姚荣华同志的《心血管

疾病患者的健康教育》就是一个标准规范的教育模块，从教育评估、教育诊断、会见技能、教育策略、监测和评

价结果、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生活方式指导、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等多层面进行指导，同时特别强调患者

的参与性。迟凤玉等研制了健康教育系列软件，利用高科技手段开辟新的健康教育传播途径，使病人真正享受到

规范、全面、系统的健康教育服务[3]。因此，从理论教育着眼，系列软件开发入手，建立健康教育规范化程

序，能够使临床护士普遍掌握和运用健康教育程序，为病人提供真正有健康教育意义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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