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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健康教育是以医院儿科为基础，以患儿及其家长为对象，

通过护理人员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用通俗的语肓进

行了详细介绍，帮助患病儿童及家长正确认识疾病，配合医务人

员进行检查治疗，同时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习惯，提高自知、自

防、自治能力。通过发现儿科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存在问题，实施

相应举措，提升儿科健康教育水平。

1  健康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健康宣教时机没有把握好，在患儿入院时宣教较多，没有

考虑到患儿家长迫切需要救治的心态，宣教效果不佳，容易产生

抵触心理。

1.2宣教形式过于单一，一般局限于入院及出院的口头健康宣

教，也没有系统的将健康宣教工作纳入整个护理过程，健康教育

知识难以深入人心。

1.3护理人员自身专业知识不足，宣教流程及内容不规范，不

知晓相关疾病常见的并发症、药物相关知识，宣教知识的缺乏导

致宣教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1.4 家长对护理人员的观念存在偏见，传统的认为铺床、打

针、发药事宜护士的本职工作，认为疾病相关健康教育工作是医

生的事，当护理人员与医生解释不一致时，患儿家长更难以信任，

直接影响健康教育效果。[1]

1.5缺乏心理干预及辅导，在儿科健康教育中，护理人员仅局

限于常规的疾病、药物知识以及医院、病房工作流程的宣教，没

有涉及或极少触及心理层次上的干预。

2  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举措

2.1 选择合适的教育时机，除入院介绍外，不在刚入院时教

育。刚入院时，患儿家长急切希望患儿得到及时的诊治，加之对

环境，人员均陌生，此时宣教效果大多不佳。[2]一般待患儿病情平

稳后，家长紧张心情有所缓解时开展健康教育。

2.2将健康宣教工作前移，在门诊设立咨询台对候诊患儿及家

长进行口头健康教育指导和咨询，介绍科室环境，解答患儿及家

长提问，发放健康教育资料。门诊候诊大厅资料架放置健康教育

资料供就诊患儿及家长免费取阅。接诊医生做随诊健康教育，针

对病情指导患儿检查、用药健康指导。

2.3开展责任护士一对一口头健康教育指导方式，针对患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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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市级综合医院儿科健康教育工作着手，通过总结日常宣教工作发现的问题，结合临床护理工作，积极改进，形

成有效举措，提升专科健康教育水平，保障健康教育质量，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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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病情，由责任护士对患儿及家长从入院宣教，住院指导至出院

指导做连续全程的健康教育。做到健康教育与疾病发展保持同

步发展态势，让患儿及家长不会因为病情的变化而担忧。健康教

育内容随着患儿的病情变化而进行合理地调整，使之更加具有

针对性。[3]

2.4在科室显目位置设健康教育角专栏，每季度展示小儿多发

病、常见病及小儿喂养，预防接种等相关健康教育知识，用于提

高患儿及家长的健康教育水平。同时根据专科特色，拍摄儿科健

康教育宣传视频，并积极组织住院患儿家长参与视频的观看。

2.5提升护理人员宣教知识的掌握力度，通过组织开展健康教

育知识培训，模拟宣教考核、实地宣教考察，让宣教知识铭刻于

心。同时强调入院宣教流程管理，护理人员应该为患儿提供基础

护理服务，保障护理环境的安静舒适，并耐心向家长们讲解医院

环境、医院制度、科室特点，帮助家长与患儿及时熟悉治疗环境。

2.6积极强化对患儿及家长心里层面的引导和鼓励。让家庭适

应医院环境、知晓儿科健康教育内容。护理人员通过了解患儿家

庭、患儿行为习惯等形式，促进患儿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4]

2.7成立住院患儿家长及出院患儿家长健康教育微信群。满足

住院及出院患儿家长对健康知识需求，延伸优质护理服务，建立

在院及出院患儿家长健康教育微信群，由儿科专业护理团队在微

信群直接为患儿家长提供帮助和指导，并及时为家长们答疑解惑。

3  结论

儿科护理团队通过优化宣教流程，丰富宣教形式，提升专业

技术水平的同时，开展心理干预辅导及延伸健康教育工作，患儿

及家长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提升，伴随全过程耐心、细心、真心

的宣教，护患沟通更加紧密，科室患儿满意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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