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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福利机构孤残儿童护理中的有效性研究

刘善香

临沂市社会福利中心 山东 临沂 376000

【摘 要】：目的：本文主要讨论心理护理对于福利机构孤残儿童的护理效果。方法：本次选取福利机构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集中供养的 60例孤残儿童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随机平衡的方法将这 60 例儿童分成了对照组与实验组，

每组设定孤残儿童的数量为 30例，对照组的孤残儿童提供常规护理，实验组的孤残儿童提供心理护理，对两组儿童在护理前

后的心理健康情况以及两组儿童的孤独症行为情况进行分析，同时比较两组儿童的抑郁以及焦虑情况。结果：对两组孤残儿

童提供不同的心理护理后，实验组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对照组儿童的心理状况，实验组儿童的孤独行为明显好于对照组

儿童，同时该组儿童的焦虑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P＜0.05，组间存在对比性。结论：对福利机构的孤残儿童根据其心理特点

提供心理护理，可以减少儿童心理的焦虑情况，改善抑郁的状态，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值得在福利机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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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机构收容一些孤残儿童以及一些三无老人，相对于

福利机构收留的正常儿童来说，孤残儿童的整体运动情况、

思维远不及正常儿童，而这些儿童因为各类原因得不到父母

的关爱，加之身体的各项情况均弱于正常儿童，极易造成不

良的情绪，影响身心健康，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他们长大后

也容易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1-2]。所以要对这些孤残儿童

提供有效的心理护理，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让这些孤

残儿童也可以健康快乐成长，拥有幸福的童年。在此主要探

究心理护理对福利机构孤残儿童的护理有效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 60位研究者，他们均是来自我市福利机构集中供

养的孤残儿童。这 60 位孤残儿童的年龄在 4岁至 9 岁之间，

且平均年龄为 6.45 岁，其中女童为 23 位，其余为男童。对

该福利机构内的这 60位孤残儿童的各项情况比对后进行统

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P＞0.05，可开展本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的孤残儿童提供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关心儿童的

日常生活，喜欢的事物，以及适度的关爱等。实验组的孤残

儿童根据每一个儿童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的心理措施，具体

包括：（1）了解每一位孤残儿童的身体、智力情况，以及

日常喜欢的事物，日常生活中情绪的主要表现，是自卑、多

疑还是情绪过激，日常行为怪异以及有无对其他儿童打架之

类的异常行为等[3-4]。积极与这些儿童沟通，以温和的语气询

问其内心的想法，提高这些孤残儿童对于护理人员的信任

度，认真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了解其所需，为他们提供更

温暖的关爱。（2）根据这些孤残儿童表现出来的方式，了

解这些孤残儿童被供养在福利机构的原因，试探性的与这些

孤残儿童进行沟通，问其是否记得自己的家庭状况或者父母

情况，以及来福利机构之前的生活状况等，根据这些情况来

制定针对性的措施[5-6]。（3）鼓励儿童积极加入到其他儿童

的生活当中，融入福利机构这个大集体，提高自己的生活自

理能力。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有不开心或者想以过激的

行为来发泄情绪时应控制，选择将事情告知福利机构的护理

人员。（4）施以这些孤残儿童更多的关爱，让他们感受到

更多的爱，不再感觉到孤独、自卑，提供适当的心理暗示，

组织他们进行游戏、学习等。

1.3观察指标

通过对这 60 例孤残儿童提供不同的护理后，比较两组

儿童在护理前以及护理三个月后的心理健康因子评分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涉及到的计量数据使用 n 表示，计量使用 x±s，

数据检验使用 t。对福利机构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收容的所

有孤残儿童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学检验，显示 P＜0.05。符合

统计学研究。

2 结果

在对两组儿童提供了不同的心理护理后，对两组儿童的

心理因子评分进行比较发现，两组儿童在护理前的各项评分

差不明显，P＞0.05，在护理后的三个月两组儿童的各项评分

差异明显存在 P＜0.05，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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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两组儿童护理前后心理健康因子相关评分进行

比较（分，x±s）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类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学习焦虑 6.7±2.1 5.1±0.9 6.9±2.1 4.7±0.6

对人焦虑 4.1±1.1 3.1±0.7 4.2±1.3 2.5±0.7

孤独倾向 3.2±1.1 3.2±0.7 3.3±1.5 2.7±0.5

自责倾向 5.3±2.1 5.1±0.8 5.5±2.1 4.5±0.7

过敏倾向 5.3±2.2 5.2±0.9 5.2±2.1 4.7±0.7

身体症状 4.9±1.2 4.2±0.7 4.9±1.4 3.7±0.8

恐怖倾向 4.4±1.1 4.2±0.9 4.3±1.5 3.5±0.5

冲动倾向 4.1±1.4 3.8±0.6 4.3±0.4 3.5±0.4

通过对这 60例孤残儿童提供不同的护理后，比较两组

儿童的护理前后 SAS 与 SDS 评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 比较两组孤残儿童不同的护理前后 SDS、SAS 评分情况

（例/分）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P

例数 30 30 -

SDS 护理前 64.18±4.69 68.21±4.72 ＞0.05

SDS 护理后 53.24±5.87 40.58±4.29 ＜0.05

SAS 护理前 68.25±3.17 68.29±3.25 ＞0.05

SAS 护理后 56.91±6.68 41.04±4.38 ＜0.05

两组孤残儿童在未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前，SAS 与 SDS 评

分情况无差异，P＞0.05。在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后，SAS

与 SDS 评分差异明显，实验组孤残儿童心理焦虑显著降低，

P＜0.05，统计学意义存在。

在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病人提供了不同的护理模式后，

两组儿童的孤独症行为评分：对照组儿童护理前评分为 79.1

±15.4分；护理后的评分为 62.5±13.1 分；实验组的儿童护

理前评分为 79.4±15.2 分；护理后的评分为 58.1±12.3分；

两组孤残儿童在护前评分差异不明显，P＞0.05；在两组孤残

儿童护理三个月后其评分差异明显存在，P＜0.05；说明有效

的心理护理可以改善孤残儿童的孤独症情况。

3 讨论

对于福利机构的孤残儿童来说，离开父母本身会出现焦

虑心理，而身体上的缺陷带给他们更多的心理焦虑，这些儿

童有着不同的心理问题，而每个儿童又有着各自的特点，这

些孤残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很多儿童都存在心理

障碍[7-8]。在认知以及情绪上包括人际交往中均存在不足，所

以根据这些儿童的心理特点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护理，可

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改善他们的焦虑情绪，提高其日常自

我生活能力，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改善他们的心理

健康状况。通过对这 60 例孤残儿童进行不同的护理模式，

其心理因子评分在护理前差异不明显，P＞0.05，在提供不同

的护理模式后，其心理因子评分差异明显，P＜0.05。说明有

效的心理护理非常重要，有利于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发展能

力。要想让他们与其他健康儿童一样享受童年，对于这些孤

残儿童来说，应投入更多的爱心与耐心，热情照护他们，让

他们的心理回到正常的水平，这可以为他们未来更好地融入

到社会当中，实现自我独立奠定夯实的基础，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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