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5)2023.08

230

经 验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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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理论模型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变更框架，通过整合多种行为变更理论，为糖尿病患者健康

教育提供了全面而有力的支持。本文通过综述当前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现状，旨在深入

了解其在促进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变更和长期康复方面的效果。通过分析，我们将评估跨理论模型在不同行为

变更阶段、自我效能感知和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讨论模型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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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不

断增加的趋势，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康复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健康教育成为提高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改善生活方式和促进药物治疗遵循的

重要手段。跨理论模型作为整合性的理论框架，通过

融合多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制定有效的健康教

育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将探讨跨理论模型在糖

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现状，以期为未来的研究

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2 跨理论模型概述

跨理论模型是一种行为变更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旨在整合并解释多个行为变更理论，以更全面地理解

和促进个体的行为改变。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行为

变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到多个阶段和多个因素

的相互作用。跨理论模型通过综合不同理论的元素，

强调了行为变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有助于更好地预

测和解释个体在行为变更过程中的经验。

该模型融合了多种行为变更理论，例如健康信

念模型、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理论等，使其成

为一个更具广泛适用性和解释力的框架。跨理论模

型将个体的行为变更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如先 

contemplation（思考）阶段、preparation（准备）阶段、

action（行动）阶段和 maintenance（维持）阶段，

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干预策略和支持需求。

此外，跨理论模型关注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知和社

会支持网络在行为变更中的作用。自我效能感知指个

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而社会支持网络强调了个体所

处社会环境对行为变更的影响。通过强调这些关键因

素，跨理论模型提供了一种更全面、个体化的方法，

以促进健康行为的采纳和长期维持。

3 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需求分析 

3.1 糖尿病患者特殊的教育需求

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需求具有独特性，因为这

种慢性疾病需要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复杂而持续的

自我管理。首先，疾病认知是关键的教育焦点之一。

患者需要了解糖尿病的类型、病因、症状以及潜在的

并发症。深刻的疾病认知有助于患者更好地理解病情

发展和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从而增强他们对疾病的

掌控感。

其次，生活方式管理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占

据重要位置。患者需要学会如何调整饮食习惯、控制

体重、规律运动，并合理管理药物，以维持血糖水平

在正常范围内。教育计划应该着重强调饮食的营养平

衡、运动的适量性和规律性，以及药物使用的正确方

法，从而帮助患者制定可行的生活方式方案。

最后，药物治疗遵循也是糖尿病患者的重要教育

需求。患者需要了解各种药物的作用机制、用法用量、

可能的副作用以及定期检测的必要性。通过提供清晰

的药物信息，可以增加患者对治疗计划的遵循度，从

而提高疾病管理的效果。

3.2 健康教育在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中的角色 

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在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方面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健康教育为患者提供了

必要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糖尿病的本

质、病因和潜在的风险。通过建立扎实的疾病认知，

患者能够更有效地制定和执行适当的自我管理计划，

包括饮食、运动和药物治疗。

其次，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知，

即对自身管理糖尿病的信心。通过向患者传递成功案

例、提供实用技能培训以及强调积极的自我反馈，健

康教育可以增强患者对于有效管理疾病所需行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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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这种自我效能感知的提升有助于患者更积极地参

与到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增加他们应对糖尿病挑战的

动力和决心。

另外，健康教育在培养患者的技能和能力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提供实用的自我管理技能培训，

例如血糖监测、合理饮食规划和药物使用技巧，患者

可以更加熟练地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挑战。这种实用性

的技能培训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还

增加了他们在面对疾病时的应变能力。健康教育在提

高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

用，通过知识传递、自我效能感知的提升和实用技能

培训，促使患者更主动、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他们的

疾病。

4 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4.1 模型选择与理由 

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选择源于其独

特的综合性质。该模型整合了多个行为变更理论，包

括健康信念模型、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理论等，

使其成为一个涵盖面广、灵活性强的框架。在糖尿病

的复杂管理中，患者需要面对多方面的挑战，包括药

物管理、饮食调整、体育锻炼等。跨理论模型通过综

合多种理论，能够更全面地考虑患者在不同阶段的需

求，使教育干预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模型的选择还基于其对个体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重

视。糖尿病的管理不仅涉及到生理层面的因素，还受

到患者心理状态、社会支持等多方面影响。跨理论模

型通过强调自我效能感知和社会支持网络，使得教育

干预更加贴近患者的实际需求。通过考虑这些关键因

素，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和促使患者的积极行为变更，

从而在糖尿病管理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因此，跨

理论模型因其全面性和实用性成为糖尿病健康教育的

理想选择。

4.2 阶段性干预

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阶段性干预

体现了对患者行为变更过程的深刻理解。模型强调糖

尿病患者可能处于不同的变更阶段，包括思考行为改

变、准备行为改变、行动和维持阶段。基于这一认识，

教育干预应当因患者所处的具体阶段而有针对性地调

整，以更好地适应患者的需求和心理状态。例如，在

思考阶段，教育内容可以侧重于提供关于糖尿病的基

础知识和可能的风险的信息，以引发患者对行为改变

的思考。而在行动阶段，则可以提供实际的行为变更

策略和技能培训，帮助患者付诸实践。

通过阶段性干预，跨理论模型使教育更具个体化

和渐进性，有助于患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糖尿病管理

的挑战。这种针对阶段的干预不仅提高了教育的效果，

还增加了患者在不同阶段的参与度和投入感，从而更

有可能实现长期的自我管理。

4.3 自我效能的强调

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强调了自我效能

的重要性。自我效能是患者对自身能够成功执行特定

行为的信心感知，被认为是决定行为改变成功与否的

关键因素之一。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自我效能的强

调体现在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患者的信心，使其更积极

地参与自我管理。

首先，教育计划注重向患者传递成功案例和积极

的自我反馈，以强化其自我效能感。通过分享那些成

功控制糖尿病并取得积极变化的个人经历，患者可以

更好地认识到他们也有能力有效管理自己的健康。此

外，通过提供实用的技能培训，如血糖监测和药物管

理技巧，教育也有助于提高患者对自己掌握疾病管理

所需技能的信心。

其次，强调自我效能有助于建立患者对自身能够

应对糖尿病挑战的信念，从而增加他们的自主性和积

极性。患者在面对日常的饮食调整、药物管理等任务

时，具备强烈的自我效能感会使他们更有信心克服困

难，更积极地采取行动，从而提高糖尿病管理的成功

率。

4.4 社会支持网络

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强调患者的社会支持网络。这包括家庭成员、朋友、

医疗专业人员等在患者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社会支持

网络在糖尿病管理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通过提供情

感上的支持、信息上的支持以及鼓励和激励，帮助患

者更好地应对疾病的挑战。在教育干预中，跨理论模

型强调建立和强化这些社会支持网络，以增强患者在

自我管理中的动力和信心。

教育计划通常会鼓励患者与家人和朋友分享其糖

尿病管理目标，并邀请他们参与到患者的健康改变过

程中。通过让社会支持网络更深度地参与，患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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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理解，从而更有可能坚持自我管

理的艰苦过程。此外，教育也会着重指导医疗专业人

员如何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促进患者与医疗团队之间

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和实施个性化的管理

计划。

跨理论模型通过关注社会支持网络，使糖尿病患

者能够在更有助力和支持的环境中管理疾病。这种社

会支持的强调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还

有助于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自我管理的过程中。

4.5 个体化的教育计划

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推崇个体化的教

育计划，旨在根据每位患者的独特特征和需求，提供

量身定制的教育体验。这个模型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考

虑到患者的个体差异，包括其疾病历史、文化背景、

生活方式和心理状况。通过对患者进行详细的评估，

教育计划可以针对性地强调患者最需要关注的领域，

使教育更加切实可行和有针对性。

在个体化的教育计划中，模型强调了根据患者所

处的不同阶段、自我效能感知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因素，

调整教育策略。这有助于确保教育干预更符合患者的

需求，提高教育的接受度和实效性。例如，对于处于

行为变更的早期阶段的患者，教育可能侧重于激发他

们的动机和意愿改变。而对于已经进入行动阶段的患

者，则可提供更具体、实用的自我管理技能培训。

综合而言，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个

体化教育计划应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参与度和教育效

果。通过关注患者的个体差异，教育计划能够更好地

迎合患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切实可行和有针对性

的支持，从而促使更积极的健康行为变更。

5 总结

跨理论模型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已经

取得显著进展。通过综合多个行为变更理论，该模型

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灵活的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和促进

患者在糖尿病管理中的行为改变。目前的研究和实践

表明，跨理论模型在个体化教育计划、阶段性干预、

强调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的应用取得了积

极成果。这种综合性的健康教育方法有助于提高患者

对疾病的认知水平，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行为变

更动力，并促使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有效的药物管

理。然而，仍需进一步研究和实践，以优化模型的具

体应用策略，并更好地满足不同患者群体的需求，推

动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取得更为持续和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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