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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的人文关怀是一个复杂理念，为人文关怀理念

于护理学内的应用体现。现如今，通过有效方式提升护

士的人文关怀意识，提升其人文关怀能力为诸多护理管

理者们所面临的挑战 [1]。学者 Watson 提出：人文关怀在

临床护理工作中是相当重要的。为了全面分析 Watson 关

怀理论的人文关怀体系创建及实施效果，本文对以上命

题开展分析，现如下。

1.资料及方法

1.1 基线资料

选择 2019.1.7~2022.1.7 本院儿科就诊的患者 160 例为

研究对象，男 104 例、女 76 例。年龄区间 2.54~10.24 岁，

年龄均值（6.48±1.24）岁。

本 科 室 护 士 共 计 22 名， 均 为 女 性。 年 龄 区 间 为

21.14~46.29 岁，年龄均值为（28.51±2.51）岁。在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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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副主任 2 名，主管护师 4 名，护士 2 名，护师 14 名。

2021.1.8 日起，针对科内全部护理人员开展 Watson

关怀理论制定的人文关怀体系。

现按照时间顺序，将患儿分为干预前组（n=80）、

干预后组（n=80）。经比较，两组受试者基线资料差别不

明显，P ＞ 0.05。

1.2 方法

1.2.1 实施办法

2021.1.8 以 前， 对 于 患 儿 开 展 常 规 护 理 干 预。 自

2021.1.8 日起，对小儿病患开展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人

文关怀护理。细则为：

Watson 关怀理论的人文关怀共计 10 要素，本次课题

组以此为基础，对本院儿科护士制定具体关怀内容，细

则为：

（1）在根本上形成人文利他主义的价值体系

改善护士的院内生活环境、工作条件、工作环境，

提升薪资待遇。每月进行绩效考核奖惩登记，从护理工

作量、护理质量、分管工作、配合管理等方面进行绩效

考核，突出奖励、严格惩罚，以制度管人为基本，提高

科室护理人员自律性。开展多种形式的团队活动，缓解

护士工作压力。针对孕期护士倍加关爱。不安排怀孕护

士夜班，为其安轻松岗位。设立护士睡眠日，当日保证

护士的睡眠充足重视护士生活品质，组织科内护士参加

院内组织的联谊会，解决单身员工的婚姻问题。

（2）灌输希望以及信念

科室使用有效方式，让科内护理人员感受到护士的

职业价值感。对反映护患和谐的先进范例、成功经验，

通过新闻宣传真实记录的形式进行报道，激励护士工

作的积极性，增强凝聚力、荣誉感、使命感。鼓励护理

人员继续前行。为护士制定职业规划，邀请学者为护理

人员授课，参数国内以及国外职业发展现状，为护士专

业提供规划。按照护理人员的技术发展，分成专科护理

人员，骨干护士、护理专家几个层次，将上述职业发展

理论为基础，对于各阶段护士特点，给予必要的职业规

划。与此同时，也要授权护理人员参与到护理管理工作

之中。

（3）培养针对自我以及对于他人的敏感度

经开办系列性活动，培养护理人员的共情能力。令

护士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帮助护士创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

（4）创建帮助以及信任关系

做到一碗水端平，公平对待每位护理人员，倾听其

生活以及工作中的烦恼，帮助护士解决实际困难。结合

当前科内人力资源真实情况，实现弹性排班。重视护士

的个性化需求，在科内设立休假申请表、调班申请表、

节假日休假登记表，满足护士排班要求。落实夜值班制

度，帮助护士解决突发情况。如果护士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那么科内要帮助护士和相关部门做好沟通，保护

其合法权益。

（5）推进同时接受、表达负性以及正性情绪感受

科室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沟通会，目的在于深入

性了解护理人员当前生活情况以及工作状态。对全科护

士进行护理管理满意度调查，听取护理人员对于积极工

作的建议与意见。管理者除了要督导工作之外，也必须

认真倾听每位护士的真实想法，鼓励护理人员，正确表

达自身感受。

（6）在决策系统内使用解决问题的方法

提升儿科护士的知识层次、管理能力与责任意识。

鼓励护理人员在职继续学习，安排护士参加省内、外培

训班，学习前沿化护理知识、护理管理经验、护理人员

人文修养等内容，开拓思维，提高护士的整体素养。此

外，科内多次购买护理学有关的期刊提升护士的科研能

力水平。

（7）促进人际间的“教”和“学”。

组织护士参加院内每年举办的护理教学授课比赛，

全面提高护理人员带教水平，加强科内护理教学质量。

对于表现突出者应给予奖励。

（8）提供矫正性、保护性以及支持性社会文化与精

神环境

科内将提升护理工作满意度、关爱护理人员视为平

日工作的重点内容。科内设立护士接待日，倾听护理人

员心声，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为

护士开展健康知识讲座，教会护理人员自我心理调适的

方法，令其保持良好心态。

（9）满足护理人员个人需求

开展护理风险案例教育，帮助护士树立安全意识。

院内配备足够人数的保安，以保证值班护理人员的人身

安全。一旦发生医患纠纷。院方要马上开启应急预案，

安保人员需要在 5 分钟之内抵达现场并报警。当纠纷发

生以后，相关人员要第一时间将纠纷事件上报。医疗纠

纷办和院领导经由第三方进行处理。如果发生护士伤害

事件，指派专人稳定受伤护士的情绪，进行必要的心理，

安排专职人员为受伤护士进行专科检查以及陪护。对于

有关责任人员依照法律程序予以制裁，不接受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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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协。

（10）树立精神榜样

科室做好新闻宣传，抓先进典型。鼓励护理人员工

作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分析护士干预前后对于护理工作

满意度。详细分为满意、较满意、不满意三个项目。

1.3 观察指标

（1）分析两组患儿家长干预前后护理满意度。

（2）分析干预前后护士对于日常工作满意度。

总满意率 = 满意率 + 较满意率。

1.4 统计学原理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儿家长干预前后护理满意度

详情参照表 1.

表1　两组患儿家长干预前后护理满意度[n，%]

时间段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干预前组（n=80） 43 25 12 85.00%

干预后组（n=80） 69 10 1 98.75%

t 13.268

P ＜ 0.05

2.2 干预前后护士对于日常工作满意度

详情参照表 2.

表2　干预前后护士对于日常工作满意度[n，%]

时间段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干预前（n=22） 10 7 5 77.27%

干预后（n=22） 20 2 0 100.00%

t 23.574

P ＜ 0.05

3.讨论

学者 Watson 指出 [2]：护理实践的本质为人文关怀。

关怀理论的核心为人文关怀要素。相关要素均能体现互

动性护患关系举措，每项举措都能和多个 / 单个关怀要素

相呼应。

本 组 研 究 表 明： 干 预 前 护 士 对 于 工 作 满 意 率 为

77.27%，干预后为 100.00%。和干预前相比，干预后护

士对于日常工作满意率更高，P ＜ 0.05；干预前组患者

家长护理满意率为 85.00%，干预后组为 98.75%。两组相

比，P ＜ 0.05。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为：以Watson关怀理论为基准

所制定出的人文关怀涵盖了护士的需求，同时于实际工作

中得以展现。本实验中，经全面优化护理人员的工作环

境，强化安保力度，针对护士开展职业培训规划，落实健

康教育等举措，取得了满意成果，因此护理人员针对自身

工作满意度得以提高。对小儿患者开展基于Watson关怀

理论人文关怀护理，能在根本上体现出护理人员对于患儿

人文关怀护理理念，因而患者家属护理满意率更高。

综上所述，对于院内儿科病房开展以 Watson 关怀理

论为基准的人文关怀，能全面提升护士对于自身工作的

满意度以及患儿家属对于院内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该法

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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