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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在儿科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中的应用

马红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 摘  要 ] 目的：分析微信在儿科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纳入我院儿科门诊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共 160 例，时间

2019.6-2020.3，采取随机方法分组为对照组（80 例）、研究组（80 例），对照组接受临床常规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研究组借助微信工具进

行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对比两组应用及效果。结果：研究组患儿就医依从率和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患儿家长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和

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儿科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中借助微信工具进行护理管理，可提升患儿家长的疾病知识知晓提

高度和护理满意度，以及提升护理患儿治疗依从性和生存质量，护理管理效果显著，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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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与成年患者的护理具有较大差别，其护理对象主要是

患儿，又要从家庭护理入手，其面临着沟通不及时、知识掌握程度

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近年来随着以家庭为中心的儿

科护理不断推动和发展，互联网平台逐渐被应用到护理工作中，对

儿科的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都有所推动 [1]。基于此，本院在儿科护

理中应用微信进行护理管理，取得一定效果，现将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纳入我院儿科门诊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共 160 例，时间 2019.6-

2020.3，采取随机方法分组为对照组（80 例）、研究组（80 例）。其

中对照组患儿男 46 例、女 34 例，年龄 1-13 岁、平均（5.7±1.3）

岁，病程 1 个月 -5 年，家长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18 例、高中 45

例、大专及以上 17 例。研究组患儿男 49 例、女 31 例，年龄 1-12

岁、平均（5.5±1.4）岁，病程 1 个月 -4.5 年，家长教育程度初中

及以下 16 例、高中 41 例、大专及以上 23 例。基线资料两组相比：

P>0.05，可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入院时护理人员对患儿

家长进行入院指导及常规健康教育，出院时向患儿家长发放院外护

理手册，指导其学习和掌握家庭护理方法，定期组织患儿家长参加

健康讲座，并给予医护联系方式，便于出现问题及时复诊。研究组

接受以微信平台进行管理的儿科护理。首先常规健康教育和延续护

理的方法对照组方法一致。其次实施微信平台儿科护理管理：①制

作多形式简单易懂的图片、视频、文档等，其中包含儿科护理知识，

每天一次通过微信朋友圈或公众号定时发送。并且开通微信公众号

或朋友圈预约门诊服务，及时更新科室动态，如特色诊疗手段、家

长交流会等。②入院患儿出院前经家长同意将其邀请至科室微信群，

群中定期推送儿科基本护理、常见疾病防治的知识，并且有常驻医

护人员加入该群，定期进行儿科护理知识讲课，1 周 1 次，其他时

间可解答家长们的疑问。③通过家长关注微信公众号，定期收集其

护理问题及疑问，根据这些问题不断完善微信健康宣教知识和推送

内容、方式 [2,3]。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首先对比患儿就医依从率和生活质量，采用 PedsQL 量表进行生

活质量评分，分值 0-100 分，分值与生活质量正相关，1-7 岁由家

长填写，8 岁以上自行填写。其次对比家长健康知识掌握度和护理

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儿科护理知识调查问卷及护理满意度评分问

卷进行评价，分值均为 100 分（分值与知识掌握程度 / 满意度正相

关）。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6.0 软件处理样本数据，计量资料行 t 检验、计数资料

行卡方检验，P<0.05 表示具统计学差异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患儿就医依从率为 96.25%（77/8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6.25%（69/80），P<0.05（x2=5.001，P=0.025）。同时患儿生活质

量评分高于对照组，患儿家长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和护理满意度评

分，P<0.05，详见表 1：

表 1 护理效果比较
组别 患儿生活质量评分 家长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 家长护理满意度评分

研究组 96.4±3.5 89.7±6.2 92.4±5.8
对照组 84.2±6.8 80.3±6.9 84.7±6.0

t 14.268 9.064 8.252
P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儿科护理中家庭成员的健康宣教和延续性护理十分必要，过去

的护理受到时间、空间及表达形式的限制，有时效果并不理想。而

微信具有普及性广、使用便捷、表达形式丰富等优点，本研究中

其应用结果显示：研究组患儿就医依从率和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

组，患儿家长健康知识掌握度评分和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这说明微信平台提升了儿科护理的护理效果。首先，借助

微信的家长群、朋友圈、公众号，可以不受医院与家庭空间距离的

影响，家长更方便与医护交流，不仅提升了家长了解和学习儿科护

理的知识的效率效果，还通过统一推送和微信群的交流，减少护理

人员一一进行每个家长的宣教和延续护理工作，大大提升了护理人

员的工作效率，这之中要注意对于特殊家庭如存在特殊疾病患儿、

家庭成员特别的要特殊对待 [4]。其次通过微信能给予形式丰富的健

康宣教方式，为患儿家长提供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和

医疗咨询服务，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避免了部分家长因工作繁忙而

家庭护理学习和讲座参与率低的尴尬情况 [5]。更有效率效果的健康

宣教和延续性护理，所以研究组患儿家长的儿科健康知识掌握程度

更高，对患儿的护理更好，患儿的就医依从率和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综上可得：在儿科健康教育和延续护理中借助微信工具，可提

升患儿家长的疾病知识知晓提高度和护理满意度，提升护理患儿治

疗依从性和生存质量，效果显著，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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