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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视角下护理人员与患者交流中的非言语沟通技巧 
阿瓦尼萨·努尔买买提 1  努尔比耶·艾麦尔 2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综合心理科一病区  新疆喀什  8440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心理学视角下，护理人员在与患者交流中如何有效运用非言语沟通技巧。通过分析非语言沟通的定义、在医患沟通中

的重要性，以及心理学在非言语沟通中的应用，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实用的非语言沟通技巧，以期提高护理人员的沟通效果，进而提升患者

满意度和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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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医疗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与患者的沟通至关重要。

有效的沟通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还能提高患者

的合作度和治疗效果。非言语沟通作为沟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护理人员与患者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

将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护理人员如何运用非言语沟通技

巧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 

一、非语言沟通 

（一）非语言沟通的定义 

非语言沟通作为一种无声的交流方式，其深度和广度远

超我们常用的语言文字。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词汇和句子[1]，

而是通过一系列微妙且复杂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眼神交

流、姿态以及人际距离等手段，全方位地传递着信息和情感。

这些非语言元素，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而准确地反映

出一个人内心的情感状态和态度。所传递的信息，往往比语

言更为深刻、复杂且真实。身体语言，比如一个不经意的动

作或姿势，就可能暴露出我们内心的紧张、自信或是放松。

面部表情则是情感的直接写照，一个微笑、一个皱眉，都能

瞬间传达出我们的喜怒哀乐。眼神交流更是心灵的窗户，通

过眼神的交汇和变化可以洞察对方的思考、感受甚至是潜意

识的流动。而人际距离，则无声地揭示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

关系亲疏和界限。这些非语言元素在沟通中的作用不可小

觑，不仅能够增强语言信息的表达效果，还能够在语言无法

触及的领域，独立地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和情感。 

（二）在医患沟通中的应用 

在医患沟通中，非语言沟通的应用尤为重要。不仅是医

护人员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传递关怀与支持的重要手段，

也是医护人员观察和理解患者情感状态、需求及反应的重要

途径。例如，医护人员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和眼神

交流来判断患者的疼痛程度和心理状态，从而做出更加精准

的诊断和治疗决策。医护人员的身体语言和姿态也会影响患

者的感受和信任度，进而影响患者的合作度和治疗效果。在

医患沟通中，医护人员应充分认识到非语言沟通的重要性，

并不断提升自己的非语言沟通能力，以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

服务。 

二、非语言沟通的基础 

（一）尊重 

从尊重角度看，护理工作中的非语言沟通基础在于对患

者的人格、隐私、文化和信仰的充分尊重。通过保持恰当的

仪态、避免歧视性言行，以及真诚地聆听患者的声音，护理

人员能够展现出对患者的尊重[2]，进而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

系。这种尊重不仅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满意度，还能促进患者

更积极地配合治疗。 

（二）诚心 

从诚心角度看，护理工作中的非语言沟通基础在于护理

人员对患者的真诚关怀和同理心。通过温暖的微笑、关切的

目光以及适时的肢体接触，护理人员能够传递出内心的诚

意，让患者感受到被关心和被理解。这种诚心的沟通有助于

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增强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从而

提升护理工作的效果。 

三、心理学在非言语沟通中的应用 

（一）情感表达与感知 

情感表达与感知在非言语沟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护理工作中，患者的情感状态往往能够通过面部表情、肢

体动作等非言语方式得以表达。护理人员需要敏锐地捕捉这

些情感信号[3]，并做出相应的情感反馈。通过恰当的面部表

情、目光接触以及体态语言，护理人员可以传达出关怀、理

解和支持，从而增进与患者之间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上的

交流与互动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紧密和谐的护患关系，提升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二）信任与同理心的建立 

信任与同理心是护理工作中非言语沟通的两大核心要

素。通过建立信任关系，护理人员能够让患者感受到安全与

被尊重，从而更愿意开放自己、分享内心感受。而同理心的

运用则使护理人员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患者的痛苦和困扰，

给予患者更加贴心的关怀与支持[4]。在非言语沟通中，护理

人员通过真诚的微笑、关注的目光以及恰当的身体接触等方

式，传递出信任与同理心，这些无形的力量在患者康复过程

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患者心理状态对非言语沟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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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心理状态对非言语沟通的效果具有显著影响。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可能导致患者表现出封闭、抵触的沟通

姿态，影响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情感互动[5]。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及时调

整沟通策略以应对不同情境。通过运用心理学知识，护理人

员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提升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改

善非言语沟通效果，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恢复。 

四、非语言沟通的技巧 

（一）超语词性提示 

超语词性提示在护理中非常关键，它包括语调、语速、

音量等要素。护理人员应注意自己的语音特点，避免使用过

于生硬或快速的语调，这可能会让患者感到紧张或不被理

解。柔和、自然的语调以及适中的语速能够让患者感到放松

和舒适。根据患者的听力状况和情感需求调整音量[6]，确保

信息清晰传达，同时也传递出关心和体贴。 

（二）目光接触 

目光接触是建立护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在交流中，护理

人员应保持适当且持续的目光接触，传递出关注、友善和尊

重的信息。通过观察患者的目光变化，护理人员可以了解患

者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变化，及时给出反应。需要注意的是，

过度的目光接触可能会让患者感到不适，因此应把握好度，

保持自然和舒适。 

（三）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是非言语沟通中最直观、最丰富的信息来源之

一。护理人员应学会运用面部表情传递情感信息，如微笑表

示友善和关怀[7]，皱眉表示担忧和关注等。要注意观察患者

的面部表情变化，以便及时了解患者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在

护理过程中，保持积极、友善的面部表情有助于营造轻松、

和谐的沟通氛围。 

（四）体态 

体态是指身体姿势和动作所传递的信息。在护理工作

中，护理人员的体态应保持端庄、大方，展现出专业、自信

的形象。在与患者交流时，适当的身体前倾、点头等动作可

以表达出对患者的关注和理解。护理人员应注意避免一些消

极的体态，如背对患者、双手交叉在胸前等，这些可能会让

患者感到被忽视或不被尊重。 

（五）把握人际距离 

人际距离是指人与人之间在空间上的距离。在护理工作

中，把握好与患者的距离是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关键之一[8]。

过近的距离可能会让患者感到不适或侵犯其私人空间；过远

的距离则可能让患者感到被忽视或不被关心。护理人员应根

据患者的文化背景、个人喜好等因素，适当调整与患者的距

离，营造出舒适、安全的沟通环境。在护理过程中应注意保

持适当的身体接触，如握手、轻拍患者肩膀等，以传递出温

暖和关怀的信息。 

结语： 

在医疗护理的每一个环节，非语言沟通都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语言沟通是建立护患信任关系的桥梁，是传递情

感与关怀的纽带，更是提升患者满意度和医疗质量的关键因

素。通过超语词性提示、目光接触、面部表情、体态以及把

握人际距离等具体技巧，护理人员能够更加精准地理解患者

的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护理服务。然而非语言沟通的运

用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实践、反

思与提升。每一次真诚的微笑、每一次关切的目光、每一次

恰当的体态调整，都是对患者心灵深处的触动，都是对护理

职业的敬畏与尊重。未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护理理

念的持续更新，非语言沟通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和深入。让我们携手共进，以更加精湛的非语言沟通技巧，

为患者的健康与幸福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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