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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指导家长对儿童进行正确的生长评估、对儿童每个阶

段给予相应的健康培养是儿童保健门诊的主要作用。儿童保健门

诊可以提高家长的育儿知识、及时矫正儿童不良行为以及预防疾

病。随着我国育儿发展意识的提高，人们对于育儿的需求也越来

越高，儿童保健门诊的作用也日益显著[1]。儿童保健包括各个阶

段的儿童，与儿童的成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因此，本

研究以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在我院进行保健门诊检查的儿童

100 例作为实验研究对象，探讨健康教育在儿童保健门诊中的应

用效果及护理方法。现将具体研究过程和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在我院进行保健检查的儿

童100例作为实验研究对象，随机抽签分组，分为对照组50例，其

中，男 25 例，女 25 例，平均年龄（3.26+1.21）岁；观察组 50 例，

男 23 例，女 27 例，平均年龄（3.37+1.36 岁）。两组儿童一般资料

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在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下进行，儿童家长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对于患有器

质性疾病、存在认知障碍及精神疾病儿童不予纳入此次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儿童保健门诊的常规性护理形式。

研究组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的护理形式。①首

先在医院方面，建立专门儿童健康教育小组，由经验丰富的护理

人员组成，及时对儿童和家长进行跟踪回访和分析。②护理人员

利用健康讲座、漫画宣传等向儿童和家长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潜

移默化的建立并提高家长和儿童的健康安全意识，③对门诊环境

进行装饰，利用玩具等消除儿童的紧张感，拉近医护人员和儿童

之间的距离。④分类分层指导，根据家长对儿童健康教育了解基

础，进行及时沟通和了解，引起健康教育的足够重视，建立家长

对医护人员的信任。

1.3 判定标准

记录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通过问卷对儿童心理恐惧程度和

家长的满意度进行调查，通过比对进行判定。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据库建立，采取 SPSS17.0 软件进

行统计和对比分析。同时采用 t 检测，计量平均数资料用±标准

差               表示，x2 检验，P<0.05 代表符合统计学规律。

2  结果

2.1 两组儿童心理焦虑情况对比

观察组儿童心理恐惧调节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1。

2.2 两组儿童身体情况对比

观察组儿童身体健康状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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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儿童家长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儿童家长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

表 3。

3  讨论

结合大量资料分析，合理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儿童门诊

保健的护理效果，降低儿童的恐惧以及家长的不确定感。在儿童

保健门诊工作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评估，护理人员要通过定期对

儿童进行回访以及健康情况进行评估，从而对健康教育工作的有

效性进行评判，对家长的健康培养方式进行合理指导，对儿童成

长提供有效帮助[3]。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对儿童及家长进行健

康教育，观察组儿童心理恐惧情况、身体状况、和家长满意度等

相关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儿童保健门诊中，健康教育能够明显提高门诊

工作的有效率，促进儿童正常健康发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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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焦虑程度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62.35±3.5 41.23±2.6

对照度 50 61.96±3.8 54.21±4.8

t 1.395 8.865

P <0.05 <0.05

表1   两组儿童焦虑情况对比

组别 n 健康 良好 一般

观察组 50 44（88.0） 6（12.0） 0（0.0）

对照度 50 32（64.0） 12（24.0） 6（12.0）

χ 10.231 4.721 7.658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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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护理满意度 满意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50 40 5 4 1
（49/50）

98.00

对照组 50 20 15 8 7
（33/50）

66.00

χ 12.097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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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儿童身体状况对比（%）

表3   家长满意度对比（%）

)(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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