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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妇科护理工作中开展健康教育对患者的意义及重要影响 
许佳丽 

(临安区中医院  浙江杭州  311300) 

摘要：在现代社会中，妇科疾病已经成为女性健康的主要威胁。这些疾病的存在，不单单会给女性的生理健康带来影响，还会增大其心理

负担，影响其生活质量。本文通过对妇科护理中的健康教育理念进行研究和探讨，分析健康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并查找妇科患者对健康教

育认知的不足，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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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护理中的健康教育能够更好地加强患者对健康生活的认

知和认识，也能够让患者更好地遵循医嘱。通过健康教育的实施，

患者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疾病，明确治疗目标和方案，提高治疗的

主动性和配合度。这有助于提高治疗的成功率，缩短康复周期，降

低疾病复发率。同时，健康教育还有益于患者养成健康的心理状态。

汇总来说，对妇女健康而言，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其为女性患

者带来了多面化的支撑和支持。 

一、健康教育的意义 

（一）加深患者对疾病的认识 

妇科护理中的健康教育，一般来说会先进行健康知识和理论的

宣传、宣导及培训。在这个过程中，护理人员会向患者传授妇科疾

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及预防措施等相关知识，

让患者增强对疾病的了解。从而让患者明确疾病的种类、原因，以

此来配合治疗。[1] 

（二）平衡患者的心理状态 

就患有妇科疾病的患者而言，往往有较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心

理压力包括了焦虑、恐惧、自卑等。而在此时，应用健康教育可以

帮助患者了解心理因素对疾病康复的影响，引导患者保持积极的心

态，从而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护理工作者通过为

患者带来心理健康教育，还能够走进患者的内心，了解患者的需求，

让患者感受到人文关心和关怀。 

（三）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健康教育的核心是引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包

括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以及适度的运动等。通过健康教育，患

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从而降低疾病复发风

险，提高生活质量。例如说，充足的睡眠可以保证身体和大脑得到

充分的休息，帮助患者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工作效率。又比如说，

健康和均衡的饮食能够保证患者身体摄入充足的营养，从而全面地

维持生理功能正常运作。通过对不良生活习惯的改变，患者能够更

好地掌握自我身体状况，增强生活品质。[2] 

（四）提高护理的满意度 

健康教育既包括了对患者的关心关怀和关切，也包括了对医院

文化、科室文化的宣传宣导。在这个过程中，护理工作会做到关注

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并第一时间解答和回复患者的疑问，从而

感受到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同时，健康教育也是一种对医院文

化、科室文化的宣贯，在这个过程中患者能够更好地认同医院价值

观、科室价值观，从全面地了解到护理工作的意义和目的，进而提

高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这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

提高护理质量。 

二、健康教育在妇科护理各个阶段中的实施 

（一）妇科手术前的健康教育 

在妇科手术前，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主要目的是让患

者对手术有充分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护理工作者会进行详细的

术前教育内容，其中包括了疾病知识的普及、手术的过程、手术所

带来的临床症状以及手术前的注意事项，具体来说： 

一是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患者在手术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相关

检查，其中包括血压、心脏、肺部、肝脏、肾脏等方面的检查，通

过这些内容的落实落地，确保手术的全过程安全。且在妇科的检查

过程中，医生还会对患者的腹部、外阴、阴道和宫颈进行视诊，通

过阴道双合诊了解盆腔脏器的情况，必要时还会进行三合诊检查。
[3] 

二是手术前的饮食调节。饮食的调节可谓是手术前的一个必要

环节。在术前，患者应做到饮食清淡，同时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

的食用。在手术后，则需要补充高蛋白、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也需

要避免饮食过度，逐步地恢复到正常的饮食。 

三是手术前的活动。手术前，护理工作者应告知患者减少活动，

确保休息得充足，以此来减轻术后可能的疲劳感。在手术后，患者

则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休息和活动，促进身体的康复。 

四是手术前的心理调整。在手术前的心理调整，不单单可以让

患者更好地配合手术治疗，还能够减轻患者对手术的恐惧感、焦虑

感等。在这个过程中，护理工作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既是心理

护理的实施者，也是参与者，更是协助者。 

（二）妇科手术后的健康教育 

妇科手术术后的健康教育，也涵盖了多个方面，具体来说： 

一是伤口的护理。经过手术后，患者会存在长短不一、深浅不

一的手术创伤口，而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创伤口的清洁干燥是至关重

要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护理工作者为患者定期换药，并密切观

察伤口愈合情况。如果发现伤口有红肿、疼痛、发热等感染迹象，

应及时就诊。 

二是活动和休息。毫无疑问，术后的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患者

伤口的愈合，而术后的活动则可以更好地促进身体循环和代谢。当

然，在该过程中，护理工作者要提醒患者避免过量的运动，避免激

烈运动带来的伤口愈合影响。 

三是饮食的调理。手术后的饮食调理对患者康复起到的效果是

至关重要的。术后初期，饮食应以清淡、营养丰富为主，多吃新鲜

蔬菜和水果。随着身体恢复，后期可逐渐恢复正常饮食。在该过程

中，应做到避免油腻、辛辣刺激性食物，以此来避免对身体造成不

必要的负担。 

四是避孕措施。妇科手术后的患者，应做到采取合适的避孕措

施，避免再次怀孕。常用的避孕方法有避孕套、避孕药等。在选择

避孕措施时，应咨询医生，确保避孕方法安全、有效。 

五是心理调适。手术的康复是一个持续性、长时间的过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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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患者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更好地遵循医嘱和配合康复。在这个

过程中，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应的关爱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护理

工作者应联动患者家属为其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并做到密切关注

患者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和关爱。 

（三）妇科慢性病的健康教育 

在妇科慢性病的健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让患者了解疾病的病

因、症状、并发症及治疗方法。在病因的教育引导中，应让患者认

识到妇科慢性病通常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发，如年龄、遗传、生

活习惯等。同时，要让患者了解疾病的典型症状，这有益于对疾病

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如分泌物异常、疼痛、月经不规律等。此

外，妇科慢性病还可能引发的其他疾病，如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

等。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了解相关疾病，还应做到掌握疾病的治疗

手段，这包括了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4] 

另一方面，慢性病的健康教育也应该让患者了解到“治疗依从

性”，即让患者遵循医嘱，长期坚持治疗，不能擅自停药或更换药

物。同时，还需要做到定期的复查，以此对病情的发展有着及时的

了解，便于对治疗方案的调整。 

最后来说，慢性病的健康教育还包括了对生活方式的调整、对

疾病的自我监测、对心理的自我调适。这都是有效地避免并发症的

有效方式。例如说，在生活方式的健康教育中，应注重让患者保持

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并注重合理搭配膳食，多吃蔬

菜水果，避免摄入加重病情的食物。在自我检测方面，应注重让患

者学会自我检测方法，如家庭血压计、血糖仪等。在心理调整方面，

应注重让患者寻求心理支持，如与家人、朋友分享心情，减轻心理

负担。 

三、妇科患者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就诊意识的薄弱 

在我国，诸多女性都缺乏对妇科疾病的认识，譬如说对妇科疾

病的预防、症状、治疗等方面了解不足。同时，受到了固有的传统

的观念影响，一些女性会认为妇科疾病是隐私问题难以启齿，致使

其存在妇科疾病却“不愿就医”。这种观念使得妇科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受到限制，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此外，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

不均，基层医疗机构设施和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导致部分女性患者

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度不高，就诊意愿不强。[5] 

（二）就诊过程的问题 

在妇科疾病的就医过程中，往往会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说就

诊流程繁琐、医患沟通不足、医疗费用得负担等。就妇科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而言，往往包括多个环节，如挂号、就诊、检查、取药等。

这些繁琐的流程不单单会让患者疲于奔命，还有可能在就诊过程中

产生厌烦情绪。此外，部分医生在就诊过程中与患者沟通不足，导

致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了解不够，甚至产生误解。此外，沟通不足还

可能影响医生对病情的判断，从而影响治疗效果。最后来说，妇科

疾病治疗过程中，部分患者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在基层医

疗机构，医疗费用报销政策不够完善，这让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从而对就诊持有“拒绝”的态度。 

（三）治疗和康复问题 

在妇科疾病的治疗和康复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说，治

疗方案不规范，这可能是因为医生经验不足、药品质量参差不齐等

原因导致。不规范的治疗方案可能对患者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

如说，康复保健意识不足，这主要是因为部分患者在康复过程中，

缺乏保健意识导致病情反复发作。又像是家庭和社会支持不足也会

给妇科疾病的治疗带来影响。 

四、健康教育在妇科护理中的实践策略 

（一）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 

健康教育在妇科护理中的实施，要注重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案的

制定和实施。按照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疾病特点等内容，制定

出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案。个性化地健康教育

方案，不单单可以确保教育内容与患者的需求相匹配，还能够让患

者更好地提升对健康教育知识的“依从性”。比如说，针对一些年

龄较大、文化知识较低的女性患者，可以采取图文并茂的书面资料

和示范操作这种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教育方式。针对年轻、文化

程度较高的患者，可以采取讲座和研讨会这一类深入、专业的教育

方式。[6] 

（二）多样化的健康教育方式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多样化的健康教育方式也迈上了新

的台阶。这个过程中，可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更

好地创建出多样化的健康教育宣传方式。比如说，微信群、公众号

推动、短视频讲解。又像是仍旧可以采取传统化的健康教育，比如

说口头讲解、书面资料、示范操作、讲座等。通过多样化的健康教

育方式，不单单可以寓教于乐，亦能够让患者乐于倾听和接受。 

（三）定期化的健康教育评估调整 

定期定时的健康教育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患者的需要而做

出变更。对于健康教育而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时间

地坚持和不断地调整。因此，要做到定期对患者的健康状况、心理

状态、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等进行评估，并且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健康

教育内容确保教育的有效性。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护理工作者拥

有充足的耐心、专业的技能，并注重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和反馈，从

而提高患者对疾病认知的水平，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7] 

总的来说，妇科护理工作中开展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有效地健康教育，能够更进一步地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改善心

理状态、培养健康生活习惯、提高护理满意度。因而，在妇科护理

中的健康教育应做到大力推广和应用，这样既能够提高健康教育水

平，也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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