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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护士对冠心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认识的质性研究

卓 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研究心内科护士对于 冠心病开展有关健康教育产 生效果的评价 。 方法：将研究时间控制在 2021年
3月-2022年 4月，抽取该时间段内心内科 60例护士，将其当作 研究对象开展研究。 分析冠心病健康教育产 生的效果。
结果：护理人 员全部认为 可以 针对冠心病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且 制定冠心病健康教育评价 量表。 结论：心内
科护士在针对冠心病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的过程中 产 生的效果十分明显，然而，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 ，需要不 断进行改
进以 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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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litative Study on Nurses'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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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arried out by nurse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The study time was controlled from March 2021 to April 2022, and 60 n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alyz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sults: All nurses believed that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ould be evaluated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ealth education
evaluation scale was developed.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arried out by nurses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s very obvious. However,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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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这种疾病为 一 种行为 相关性疾病，发病率以 及
致死率不 断提高，属于 我国人 民群众死因构成中 提高最快
的一 种疾病。健康教育是系统化较强的教育活动之 一 ，在
预防以 及护理冠心病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构建健康教
育效果评价 标准体系，可以 确保顺利实施健康教育，确保
健康教育得到良好的效果，使患者更加满意[1 ]。 现阶段，
我国忽视对冠心病健康教育效果开展评价 ，导致该项活动
过于 形式化。所以 ，此次研究主 要分析心内科护士对于 冠
心病开展有关健康教育产 生效果的评价 ，具体报道如下 。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将研究时间控制在 20 21 年 3月~20 22年 4月，抽取

该时间段内心内科 60 例护士，将其当作 研究对象开展研
究。其中 男性 20 例，女性 40 例，年龄为 20 至 46岁之 间，
均值为 （32.85± 1 .56）岁。 在心内科工作 时间最长为 36
年，最短为 3年，均值为 （12.65± 5.66）年。 护士一 般资
料无明显差异（P＞0 .0 5）。

1 .2方法
此次研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 ，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

主 要借助半结构式的访谈提纲，在编写提纲的过程中 ，积

极查询有关的参考资料，制定准确的研究目标，挑选两 名
访谈对象，针对其开展与 访谈，最终通过修正得到正式的
访谈提纲。在此次研究中 ，提纲主 要包括各种开放性问题，
例如，是否有进行健康教育评价 的必要？如何在开展冠心
病健康教育后实施效果评价 ？等。 在开展访谈的过程中 ，
记录好有关信息，在访谈结束后，把录音转变成文字，整
理以 及归纳资料。使用内容分析法对数据开展分析以 及判
断。

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 ，使用 Colaizzi内容分析法，具
体步骤为 ，针对记录进行详细阅读；选取以 及分析具有重
要意义 的陈述；针对反复出现的观点开展编码；针对编码
开展整理以 及归纳；记录详细的备忘录；总结相同的观点，
最终和参与 者进行求证。

1.3观察指标
分析针对冠心病开展健康教育产 生效果的评价 有关

统计结果[2]。
1 .4统计学分析
录入SPSS18.0 统软件 中 处理。
2 结果

2.1 评价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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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研究中 ，护理人 员全部认为 可以 针对冠心病患
者开展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认为 开展效果评价 能够检验患
者掌握知识情况，分析健康教育为 患者知识掌握情况等一
些 方面产 生的影响，能够开展针对性以 及个 体化健康教育，
确保患者得到良好的收益，且 为 后续开展健康教育的方法
改进奠定良好基础。

2.2评价 不 足
分为 两 部分，其一 为 缺少完善的评价 量表，受访者中

20 例指出现阶段在针对冠心病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的过程
中 ，缺少与 冠心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的量表，以 致于 不 能
落实量化效果评价 。 在开展评价 的过程中 ，只可以 在管理
者角度入手，对其开展抽查以 及提问等，事 实上 ，这种做
法只能够对护理人 员日常工作 进行监督。其二 为 评价 效果
不 细致，40 例受访者认为 护理人 员配置不 合理，且 护理
工作 存在较大的压力，以 致于 不 能开展全面细致的效果评
价 ，严 重影响效果实施效果，床护比不 达标导致效果评价
存在严 重的盲目性[3]。

3 讨论

3.1 科学挑选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指标
美国护理认证委员针对冠心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制

定相应的评价 标准，根据患者自身的自我照顾技能、健康
状态等一 些 层面设计评价 标准，我国可以 积极进行借鉴。

根据有关参考文献显示，国内研究者在开展研究的过
程中 ，一 般运用生理指标、知信行水平以 及生活质量，将
三 者当做效果评价 指标。 5位受访者指出，可以 把生理指
标当做用于 评价 的标准，研究者指出生理指标为 非常普遍
的一 种评价 指标，可以 客观将健康教育效果反映出来。 临
床没有评价 生理指标主 要是由于 ，生物学指标包括的范围
比较广泛，且 十分繁琐，且 护理人 员自身知识水平存在较
大的差异，没有完全掌握生理指标知识；没有认识到其自
身具有的重要性。 所以 ，需要积极对护理人 员开展专 业 知
识培训，确保护理人 员整体综合素质得到不 断提升，为 护
理人 员开展评价 工作 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受访者全部没
有针对生存质量进行评价 。生存质量分为 四个 不 同的方面，
分别为 身体、心理、精神健康以 及社会。 根据有关研究发
现，规范的健康教育可以 为 疾病的发展产 生有利影响，使
冠心病患者自身的生存质量得到有效优化，所以 ，在未来
开展临 床评价 的过程中 ，可以 积极运用生存质量指标。 8
位受访者指出，如果患者掌握有关健康知识，建立健康信
念，可以 使其坚持健康的生活防止，和知信行理论相符合，
该理论指出卫生知识以 及信息能够促进正确以 及积极信
念和态度的建立，使其自身的行为 得到有效改善，而态度
以 及信念为 改变行为 的基础[4]。 因此，需要构建将“ 知、
信、行”当做基础，以 及结合一 般评价 标准以 及具体评价
标准的系统框架，将标准化教育内容当做标准主 体，制定
全面的评价 标准体系，确保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具有一 定的
全面性。

3.2建立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量表
60 例受访者全部认为 需要开展效果评价 ，20 例受访

者认为 ，现阶段没有完善的冠心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量表。
虽然在开展临 床护理的过程中 ，基本上 针对健康教育效果
进行评价 ，然而，现阶段没有统一 的效果评价 量表，各个
科室对于 目标不 同挑选不 同的评价 指标，评价 指标存在严
重的零散化问题，不 能为 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提供科学的依
据，不 能针对护理人 员工作 绩效开展准确考核，同时医院
之 间不 能开展横向比较，且 医院内各个 科室无法开展纵向
比较。美国护理认证委员会针对健康教育制定完善的评价
标准，为 医院奠定标准化以 及统一 化的质量评定监测工具，
为 开展健康教育创造一 条良好的道路，为 其发展指明方面，
确保为 患者提供优质以 及高效率的健康教育。所以 ，我国
在开展健康教育的过程中 ，需要积极学习 以 及吸取国外的
经验，建立冠心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量表，确保健康教育
效果评价 工作 的整体效率得到有效提高，为 开展科学有效
的健康教育提供科学的依据，确保健康教育的整体质量得
到有效优化[5]。

3.3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不 断改进的措施
首先，建立冠心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量表。 一 些 受访

者指出，需要构建简单以 及实用性较强的冠心病健康教育
效果量表。 一 些 受访者指出，有必要制定效果评价 量表，
利用该量表指导护理人 员针对存在不 足的问题开展改进。
同时，一 些 受访者制定评价 量表，按照量表的内容可以 对
患者开展更加详细以 及全面的健康教育工作 ，确保评价 工
作 有所根据。 其次，需要增加护理人 员数量，一 些 受访者
认为 需要尽可能使护理人 员数量更多。一 些 受访者认为 人
力是一 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有关这个 问题需要尽量增多，
使护理人 员的配备数量增加，实现床护比。由于 护理人 员
基本工作 无法完成，从 而导致其不 能和患者开展沟通，严
重影响开展护理工作 的效果，降低健康教育的整体效果。
所以 ，需要积极增加护理人 员的数量，确保每名患者都可
以 和护理人 员积极开展沟通，使其自身存在疑问的得到可
以 及时请教护理人 员，得到相应的指导，提高整体护理效
果[6]。

对于 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量表的建议，其需要满足实用
性较强、和临 床相符的原则，一 些 受访者指出，量表需要
简单易懂，内容清晰，容易回答。 一 些 受访者指出，量表
需要和健康教育内容存在一 定的联系，需要和临 床十分相
近，并且 开展更深一 层健康教育时，可以 产 生一 定的指导
效果。 同时，一 些 受访者指出该量表需要通俗易懂，使患
者能够轻松理解其中 的内容。 一 些 受访者指出，该量表需
要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其中 包含护理人 员以 及患者自身的
接受程度。护理人 员接受程度主 要指的是其自身的工作 量，
患者的接受程度主 要是其是否会实际获益。一 些 受访者指
出量表的内容需要和冠心病健康教育内容存在较大的联
系。针对教育的具体内容开展相应的评价 ，确保评价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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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针对性。
开展评价 实施的选择，一 些 受访者指出，患者积极加

入到评价 中 ，护理人 员开展评价 ，可以 产 生良好的效果。
一 些 受访者指出，尽可能由护理人 员进行评价 ，询问患者
哪些 地方没有掌握，在开展评价 时，若是只要求护理人 员
进行评价 ，护理人 员工作 量比较大，可能导致评价 过于 粗
糙。 若是只要求患者开展评价 ，一 些 科室老年患者数量比
较多。 在评价 的过程中 ，可能是家属帮忙进行评价 ，评价
的结果与 实际情况存在一 定的差异。 一 些 受访者指出，护
理人 员需要和患者同时开展评价 ，按照评价 结果开展结合，
针对评价 结果进行分析。 一 些 受访者指出，患者自身的评
价 更加满足实际情况，护理人 员可以 在专 业 角度开展询问
以 及评价 ，在该项工作 后将护理人 员和患者的评价 结合到
一 起。一 些 受访者指出患者可以 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开展评
价 ，但其自身进行评价 产 生的效果不 太理想，护理人 员认
为 患者了 解与 疾病有关的知识，但是患者自身并没有了 解，
护理人 员在这时开展评价 可能存在较强的主 观性[7]。

评价 指标的建议，不 仅 仅 需要利用现阶段临 床广泛应
用的指标，受访者提出可以 针对心绞痛发生次数，预防冠
心病发生有关知识、检查冠心病病情有关知识等一 些 内容
进行评价 ，将其当作 评价 指标，提高评价 的全面性。 一 些
受访者指出，需要考虑患者关注的指标，例如活动耐力等。
一 些 受访者指出，针对冠心病患者而言，性生活是其关注
的一 个 主 要要点，一 些 药物例如美托洛尔等，会导致患者
自身的性欲下 降，严 重影响患者的夫妻生活，导致其无法
按时服用药物。一 些 受访者指出，对健康信念等开展评价 ，
由于 首先需要掌握有关知识，才能够使患者自身意识出现
变化，最后促使行为 进行变化，否则患者只能够在住院的
过程中 配合护理工作 ，在出院后依旧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
为 患者疾病的控制以 及好转产 生不 利影响。一 些 受访者需
要评价 生理指标，在开展健康教育后，对患者饮食开展改
善，鼓励其积极服用药物以 及开展运动，可以 确保其生理
指标的优化。在开展教育的过程中 ，护理人 员可以 为 患者
介 绍按时按量服用药物的重要性，使其可以 按时服用药物，
确保有效控制疾病的发展，在开展运动方面健康教育的过

程中 ，可以 针对患者运动鲜蘑菇、运动量等进行评价 ，确
保患者选择的运动项目以 及运动量符合其具体病情，避免
由于 运动量过大或者运动项目不 适合影响其疾病的好转。
在饮食方面，需要为 患者提供一 些 营养丰 富的食物，告知
其饮食会为 疾病的产 生的影响，提高其对饮食的重视[8]。

3.4科学挑选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实施者
根据参考文献显示，一 些 学者在开展健康教育效果评

价 的过程中 ，运用自制知识问卷对患者开展调查，利用自
制认知态度以 及行为 改变问卷对护理人 员开展调查以 及
访问。受访者针对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实施者存在不 同的意
见，现阶段，国内针对由谁开展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较好的
有关研究比较少。 因此，需要扩大样本量，开展更深层次
的研究，明确开展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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