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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青少年抑郁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 

赵鑫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目的：分析对于青少年抑郁患者采取叙事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方法：以 2019.07~2021.07 月为时间段，以此时间段收治的青少年抑郁患者（n=80）

为研究对象，并基于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护理 2 组（n=40）在护理 1 组（n=40，常规护理）基础上开展叙事护理干预。对比观察两组护理干预

方案对患者心理弹性以及社会功能的影响。结果：与护理干预前相比，经护理干预后，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评分均有提高，但护理 1 组改善幅度小

（P＜0.05）。结论：开展叙事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青少年抑郁患者心理弹性水平，且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显著改善，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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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疾病，其中心境低落是核心表

现，同时还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和行为改变，甚至部分患者还会有
幻想、思维意识迟缓、食欲减退、焦虑等症状，其会对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和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部分抑郁症状会持续到成
年，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1-3]。当前对该疾病主要有药物、物
理等治疗方案，治疗效果虽肯定，但患者易受病情的影响，会对治
疗产生抵触心理，且部分患者年纪小，会因治疗环境陌生导致情绪
波动大，配合治疗差，为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加强针对性的护理干
预[4-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共 80 例，是我院收治的青少年抑郁患者，选取

时间段为 2019 年 07 月-2021 年 07 月。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原则平均
分为护理 1 组和护理 2 组，每组 40 例。护理 1 组 vs 护理 2 组，性
别（男/女）：（27/13）vs（29/11）；年龄 12~18 岁，平均年龄（14.28
±0.26）岁 vs（14.27±0.25）岁；病程 6~42 个月，平均（24.25±
2.11）个月 vs（24.27±2.13）个月；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及中专/
本科：（12/21/7）vs（10/25/5）。所有患者的各项资料对比后无明显
差异（P＞0.05）。 

1.2 方法 
护理 1 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 
护理 2 组在此基础上接受叙事护理，护理内容有：①成立叙事

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精干护理人员若干，主管护师为小组组长，
指导小组成员学习相关叙事护理知识以及护理技巧，提高护理人员

的护理技能，进而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②学会倾听：护理
人员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充分尊重患者，用平等视角与患者进
行沟通交流，在进行交流过程中注意语气温和态度诚恳，引导患者
将内心经历事件倾诉，从沟通交流中掌握患者的情绪状况、价值观
等变化信息，分析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②解构问题：引导患者回
忆既往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当时患者的解决流程的心理，及时运用
图文宣教、视频等方式来帮助患者对疾病形成正确认知，使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让患者了解更多疾病治疗信息，并在线联系治疗成功案
例，让患者能够在沟通、鼓励中增强治疗信心。同时还要将与患者
沟通治疗信息同步传递给患者家属，让患者家属能够充分了解患者
的内心世界，并予以患者更多的情感交流与支持，多鼓励、安抚患
异常情绪，并积极陪伴患者参与户外活动，让患者感受到家人的关
心和支持，能够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1.3 观察指标 
（1）心理弹性水平变化：对比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心

理弹性变化，总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的心理弹性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经 t 检验，

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心理弹性水平比较 
与护理干预前相比，经护理干预后，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评分

均有提高，但护理 1 组改善幅度小（P＜0.05），详见表 1。 

表 1 观察两组心理弹性评分变化 （ sx ± ，分，n=40） 

时间 组别 坚韧性 力量 客观性 总分 

护理 1 组 29.34±2.74 18.37±2.29 10.25±0.74 57.36±2.15 
护理 2 组 29.33±2.76 18.39±2.27 10.27±0.76 57.39±2.16 

t 0.016 0.039 0.119 0.062 

干预前 

P 0.987 0.969 0.905 0.951 
护理 1 组 33.15±2.16* 23.36±2.28* 12.39±1.28* 68.15±3.29* 
护理 2 组 37.19±2.46* 27.13±2.46* 14.28±2.74* 78.33±5.12* 

t 7.805 7.109 3.952 10.465 

干预后 

P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与干预前相比，同组干预后*P＜0.05. 
3 讨论 
抑郁是当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病程长，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复发率和致残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
健康和社会能力，且疾病还会对患者的认知功能产生影响，患者会
有错误、消极认知，归属感非常弱，心理状态不稳定，严重者甚至
会造成自杀。为此，针对该疾病需要注重防治。 

研究结果表示，与护理干预前相比，经护理干预后，患者的心
理弹性水平评分均有提高，但护理 1 组改善幅度小（P＜0.05），且
护理 2 组社会功能评分经 3 个月干预后评分显著较低（P＜0.05），
充分肯定叙事护理干预的应用价值。既往所应用的常规护理干预对
策，侧重于观察患者的躯体症状以及药物治疗效果，缺乏对患者心
理健康的重视，故而导致护理效果偏差。当前医学模式有显著改变，
不仅会关注疾病症状，还会注重观察患者心理层次的需求。 

综上所述，开展叙事护理干预，有助于改善青少年抑郁患者心

理弹性水平，且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显著改善，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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