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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眼科护理中的实践与体会 

李  萌 

天津市眼科医院 

【摘  要】目的：探析在眼科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工作起到的效果和作用。方法：本次实验开始于 2022 年 6 月，结束于 2023 年 6 月，实验对象随机选择

的该时间段在本院实施治疗的 180 例眼科患者，将其根据实施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人数相同的两个小组，其中实施常规眼科护理的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实

施健康教育的为观察组，之后通过对比两组患者基本情况了解健康教育护理方式实施优势。结果：分析实验结果得知，观察组患者健康知识认知度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对护理服务满意的人数占比 92.22%，对照组为 80%，组间数据明显（P＜0.05）。结论：为眼科患者实施健康教育能够让其了解疾病和治疗的重要

性，所以能够提升其健康知识认知度，也能够从有效配合度中实现病症的开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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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眼睛是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且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以及工

作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当人们患有眼部疾病时，不但身体上会产生一

些不适，心理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当前社会发展下，随着电子设备

在人们生活中应用范围的提升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提升，使得眼科

收治的患者人数越来越多。在收治患者人数提升的情况下为了使得患

者得到全面康复，就必须给与患者有效的护理。常规眼科护理中将重

点放在了改善患者身体不适感中，总体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而在常规

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能够从疾病知识、治疗重要性等知识讲

解中提升患者的依从性，当患者能够有效的配合护理人员完成多项护

理操作时，就能够实现疾病的快速改善。由此可见，健康教育的合理

应用不但能够提升患者健康知识认知度，也能够从护理质量保障中提

升患者的满意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研究对象总共 180 人，其中

的对照组为实施常规护理的 90 例患者，男、女患者数量分别是 45 人、

45 人，20 为其中最小年龄数据，64 为最大年龄数据，计算出平均年龄为

（39.24±2.13）岁。其中观察组为健康教育护理的 90 例患者，男、女患

者数量分别是 50 人、40 人，19 为最小年龄数据，62 为最大年龄数据，

计算出平均年龄（38.11.±1.26）岁。其中青光眼患者 60 例、白内障患者

70 例，其他眼科疾病患者 50 例。所有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本资料

差异不明显（P＞0.05），实验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眼科护理，内容是根据患者疾病情况以及身体状况

确定具体的治疗方式，手术之后根据患者不适实施针对性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入院健康教育 

患者入院之后面对陌生的环境会产生紧张心理，且在眼部疾病影响

下视力受限，日常活动中容易出现跌倒、坠床等不良事件。所以在患者

入院之后为了消除其面对陌生环境产生的紧张心理，护理人员会带领患

者熟悉医院的环境，并仔细地告知患者陪伴制度以及病区休息时间。其

次，护理人员会告知患者在需要帮助时怎样呼叫护理人员，这种方式能

够快速的改善患者不良心理状态。除此之外，患者入院之后护理人员会

热情、耐心地与患者交流，交流中了解患者疾病情况、身体状况，这样

不但能够从护患关系拉近中保障后续护理服务实施顺利性，也能够根据

了解的基本情况完善患者护理方案，以此保障护理方案具有合理性和针

对性。 

（2）术前健康教育 

眼睛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由于眼部疾病导致视力受损时，患

者的自理能力也会降低。正是由于眼睛对人们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

以大部分的患者在术前都会产生紧张、焦虑、抑郁的不良情绪。由于不

同患者疾病状况以及家庭背景不同，所以术前产生的心理状况也不相同。

对于害怕疼痛的患者，护理人员会告知患者手术是在麻醉过程中进行，

并不会产生疼痛感，以此消除患者不良情绪。对于怕留后遗症的患者，

护理人员会明确告知患者其疾病发生原因、诱因以及临床症状，并向其

讲解一些治疗成功的案例，这样能够让患者正确地面对目前面临的状况，

并以平和的心态接受手术治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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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手术之前护理人员也会告知患者术前注意事项以及准备工作

实施方式和重要性，这样能够提升起患者的认知度，并积极地配合医生

完成术前准备工作。由于手术会对患者疾病部位产生一定的创伤，所以

在术前护理人员也会告知患者术后身体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并指导其

掌握预防咳嗽和打喷嚏的方式，以此避免应力过度而导致眼部充血影响

治疗效果。 

（3）术后健康教育 

术后的有效护理能够实现患者疾病的快速康复，由于大部分患者并

不了解相关的护理知识，所以经常由于一些不正确的行为导致不良问题

发生。而健康教育护理服务应用中，护理人员在手术之后会告知患者正

确卧床的方式和意义以及保护眼球对疾病恢复的重要性。其次，护理人

员也会告知患者手术之后的半个月内应该严禁洗脸，以此避免水进入眼

部引起感染问题发生。日常生活中也要多食用一些蛋白质、维生素和膳

食纤维的食物，并严禁食用辛辣油腻的食物，这样能够保持大便顺畅，

并避免排便时用力过度导致眼内压升高。除此之外，下床活动时应该保

持动作轻柔，并避免过度弯腰和大声说话，也要尽可能地减少眼球运动，

这样才能从有效护理中实现疾病的快速恢复[2]。 

（4）出院指导 

患者身体指标达到要求时即可出院，虽然出院阶段患者病情有了较

大程度的恢复，但要想完全康复也应该注意多种问题。所以患者即将出

院时，护理人员会告知患者不同药物的使用方式，并叮嘱其日常活动中

避免体力劳动和低头动作，这样能够避免晶体脱落。如果出院期间眼部

有不适感，应该立即到医院复诊，以此避免疾病严重化[3]。 

1.3 观察指标 

1.3.1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健康知识认知度来了解健康教育实

施优势，总分 100 分，分值与护理效果存在正比例关系。 

1.3.2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了解健康教育实施优势，采用本

院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评估，总分 100 分，分值＞90 分为非常满意、60~90

分为一般满意、＜90 分为不满意，非常满意和一般满意的总和为满意度，

满意度与护理效果呈正比例关系。 

1.4 统计学处理 

该次研究主要是使用 SPSS20.0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以及分析，

处理内容有 n（%）代表的计数资料和（x±s）代表的计量资料，之后需

要使用 X2 对前者进行检验，使用 t 对后者进行检验，如果 P＜0.05，那

么说明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健康知识认知度评分对比 

通过实验可以得知，对照组患者护理前患者健康知识认知度评分为

（54.12±1.06）分，护理后为（80.12±0.65）分。观察组护理前健康知识

认知度评分为（54.16±1.15）分，护理后为（90.15±1.21）分。护理前并

无差异（P＞0.05），护理后差异明显（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通过实验可以得知，对照组非常满意人数 42 人、一般满意人数 30

人，不满意人数 18 人，满意度为 80%。观察组非常满意人数 50 人，一

般满意人数 33 人，不满意人数 7 人，满意度为 92.22%，组间对比差异明

显（P＜0.05）。 

3 讨论 

眼部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所以患有眼部疾病的患者会由于害怕疾病

得不到改善而产生多种不良情绪。正是由于眼科的患者疾病较为特殊且

心理状况较差，所以护理服务难度也较大，治疗期间经常会由于患者不

合理行为引起不良事件发生。而将健康教育应用在护理服务中就能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不良事件发生，这是由于健康教育能够在患者进入医院之

后采用的多种方式向其讲解疾病相关知识以及护理重要性，以此能够提

升患者的重视度以及健康知识认知度。在手术之前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

需求、文化水平以及心理状况实施健康教育，以此从教育中改善其不良

心理，并让其以平和的心态接受治疗。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得知，观察组

患者健康知识认知度和护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正是由于健康教育能

够提升患者的认知度和依从性，也能够避免患者不配合而引起的不良问

题发生，所以能从护理质量保障中提升患者的满意度[4]。 

综上所述，眼科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能够提升患者的认知度和护理

满意度，所以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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