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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模式在小儿肺炎护理中应用效果评价 
王会青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邢台  054000) 
摘要:目的：分析健康教育模式在小儿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小儿肺炎患儿 110 例，时间为 2020 年 7 月-2022 年 7 月。将患儿

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5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开展健康教育。比较两组家长知识掌握情况，患儿症状缓解时间，家

长护理满意度。结果：在知识掌握方面，观察组疾病（91.38±5.14）分、用药（92.27±5.53）分、饮食（92.25±5.48）分、生活（91.07±

5.91）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在症状缓解方面，观察组发热（3.23±1.31）d、咳嗽（4.23±1.31）d、流鼻涕（3.25±0.91）d、打喷

嚏（2.27±0.90）d，均短于对照组，P＜0.05。在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总满意率为 94.55%，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小儿肺炎护理

中，采用健康教育模式，能使患儿家长知识掌握水平明显提升，促进患儿症状更快缓解，同时可提高护理满意度，应用效果非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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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是儿科疾病中比较严重的疾病之一，对患儿的身

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都有一定的威胁。患儿发病之后，往往会

出现多种症状，如发热、咳嗽、流鼻涕、打喷嚏等，如果不能

及时控制，可能进展或诱发其他更为严重的疾病和症状[1]。小儿

肺炎患儿的临床护理十分重要，但由于护理人员有限，工作量

大，所以需要患儿家长的配合。如果家长知识掌握较少，无法

为患儿提供充分的照顾和保护，将延误患儿恢复时间[2]。因此，

在小儿肺炎的护理中，应注重对相关知识的宣传，通过健康教

育让家长了解更多知识，提高患儿护理能力，进而促进患儿更

快康复[3]。基于此，本文选取小儿肺炎患儿 110 例，时间为 2020

年 7 月-2022 年 7 月，分析了健康教育模式在小儿肺炎护理中

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小儿肺炎患儿 110 例，时间为 2020 年 7 月-2022 年 7

月。将患儿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5 例。对照组中，

患儿性别为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最小 3 岁、最大 7 岁，平

均（5.66±1.32）岁；观察组中，患儿性别为男 23 例、女 22 例，

年龄最小 4 岁、最大 8 岁，平均（5.71±1.28）岁。在上述指标

中，两组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该研究经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均符合小儿肺炎的诊断标准，均有明确的症状

表现，家长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慢性病的患儿，有免疫功能缺陷

的患儿，肝肾功能异常的患儿。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严密监测患儿的相关指标变化，遵

医嘱给患儿用药，观察用药反应。持续观察患儿的症状情况，

采取积极的对症处理。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开展健康教育。开展入院健康教育，入院时主动接

待，与患儿家属及时沟通，介绍医院环境和科室情况，告知家

属医院管理制度，让家属良好配合。开展疾病健康教育，详细

讲解疾病的各方面知识，包括病因、症状、治疗护理流程、注

意事项等。告知家属患儿受到细菌病毒感染的渠道和原因，包

括环境、免疫力等方面，提高家长对疾病诱因的认识与了解。

开展用药健康教育，在遵医嘱给患儿用药的过程中，向家属讲

解用药的类型和方法，说明用药的目的和效果。同时指导家属

如何观察患儿用药后的反应，及时发现不良反应并报告。强调

用药注意事项，例如服用止咳糖浆后不能马上给患儿喝水，否

则会影响药效等。开展饮食健康教育，向家属讲解患儿饮食的

注意事项，不能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应适量摄入清淡易消化的

食物，多喝热水，多吃水果蔬菜，提高身体抵抗力。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一方面引导家属保持稳定的情绪，积极配合护理工

作，另一方面指导家属安抚好患儿的情绪，减少患儿哭闹，保

证临床诊疗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开展出院健康教育，向家属讲

解患儿出院回家之后的注意事项，日常如何照顾与保护患儿，

避免疾病复发。宣传日常健康保健，季节变化注意增减衣物，

尽量少带患儿去人多的公共场合。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家长知识掌握情况，患儿症状缓解时间，家长护

理满意度。知识掌握情况用自制问卷评价，指标包括疾病、用

药、饮食、生活，每项总分 100 分，分数越高说明知识掌握越

好。症状缓解时间指标包括发热、咳嗽、流鼻涕、打喷嚏。满

意度评价采用自制问卷，总分 100 分，90-100 分是非常满意，

60-89 分是满意，60 分以下是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研究获取数据加以处理。对计数资

料使用数或率表示，使用 X2 检验；对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

差表示，使用 t 检验。若 P＜0.05，说明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知识掌握程度的对比 

在知识掌握方面，观察组疾病（91.38±5.14）分、用药（92.27

±5.53）分、饮食（92.25±5.48）分、生活（91.07±5.91）分，

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知识掌握的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疾病（分） 用药（分） 饮食（分） 生活（分） 

观察组 55 91.38±5.14 92.27±5.53 92.25±5.48 91.07±5.91 

对照组 55 78.45±3.67 80.67±3.49 81.26±3.15 80.67±3.64 

t  15.183 13.156 12.895 11.112 

P  0.000 0.000 0.000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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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症状缓解时间的对比 
在症状缓解方面，观察组发热（3.23±1.31）d、咳嗽（4.23

±1.31）d、流鼻涕（3.25±0.91）d、打喷嚏（2.27±0.90）d，
均短于对照组，P＜0.05。 

表 2 症状缓解时间的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发热（d） 咳嗽（d） 流鼻涕（d）打喷嚏（d）

观察组 55 3.23±1.31 4.23±1.31 3.25±0.91 2.27±0.90 
对照组 55 5.33±1.75 6.36±1.73 4.22±1.03 3.45±1.26 

t  7.124 7.279 3.995 5.652 
P  0.000 0.000 0.000 0.000 
2.3 满意度的对比 
在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总满意率为 94.55%，高于对照组，

P＜0.05。 
表 3 满意度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55 24（43.64）28（50.91）3（5.45） 52（94.55）
对照组 55 19（34.55）22（40.00）14（25.45）41（74.55）

X2  0.611 0.917 6.958 6.958 
P  0.434 0.338 0.008 0.008 
3 讨论 
小儿肺炎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儿科疾病，发病机制尚未完全

清楚，但是对患儿的健康影响比较大[4]。该病也是一种常见的呼
吸系统疾病，发病后可引起发热、咳嗽等诸多症状，如果不能
及时治疗，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症状，直至威胁到患儿的生命
安全。小儿肺炎不但需要积极的临床治疗，也需要完善的护理
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预后恢复效果。考虑到很多家长对小儿
肺炎相关知识了解较少，很难为患儿疾病康复提供助力[5]。因此，

在小儿肺炎护理中，应用了健康教育模式，在入院、疾病、用
药、饮食、心理、出院等不同角度开展健康教育，让家长了解
和掌握更多的知识，从而提高对患儿的照顾和护理能力，使患
儿能够得到更为全面的护理，进而加快康复[6]。通过健康教育，
强化了家长的认知水平，使其在多个方面都能为临床护理提供
支持与配合，使患儿能够达到更好的恢复效果[7]。 

综上所述，在小儿肺炎护理中，采用健康教育模式，能使
患儿家长知识掌握水平明显提升，促进患儿症状更快缓解，同
时可提高护理满意度，应用效果非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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