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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健康教育对患者就诊满意度的影响 
丁圆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710038） 

摘要:目的：本文旨在深入剖析门诊健康教育对患者就诊满意度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方法：本次随机抽取我院 102 例门诊患者进行研究，时

间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接受常规护理的 51 例命名为参照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门诊健康教育的 51 例命名为研讨组，分析对比两

组就诊时间、护理质量、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患者就诊满意度及心理状态（SAS、SDS）。结果：与参照组相较，研讨组就诊时间相对较短

（P＜0.05），护理质量、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患者就诊满意度相对较高（P＜0.05），SAS、SDS 评分相对较低（P＜0.05）。结论：在门诊护

理工作中，通过实施门诊健康教育，可以有效减少患者的就诊时间，显著提升护理质量，增强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而提高患者的就诊满意度，值得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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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是一项精心组织、系统规划、具备评估体

系的教育活动。其主旨在于提升人们的健康认知，促使

其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进而有效保障和增

强个体与群体的整体健康状态[1]。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系

的不断深化改革以及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临床护理工

作正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护理健康教育

模式往往聚焦于住院患者的健康教育需求，然而，对于

门诊患者的关注与教育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门诊作

为医疗机构与社会公众沟通的重要桥梁，不仅承载着治

疗疾病的重任，更是医院管理精细化和服务质量提升的

关键环节。 

鉴于此，本研究纳入我院 102 例门诊患者展开研究，

探析门诊健康教育的实际应用成效与意义。现将研究成

果进行如下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随机抽取我院 102 例门诊患者进行研究，时间

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接受常规护理的 51 例

命名为参照组，其年龄为 26-75 岁，平均年龄为（45.88

±2.36）岁；在此基础上实施门诊健康教育的 51 例命名

为研讨组，其年龄为 25-75 岁，平均年龄为（45.87±2.26）

岁，研究资料 P＞0.05，可展开研究；同时，所有参与者

均主动选择参与本研究；我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已充分了

解本研究内容，并已正式批准其进行。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包含门诊的初步分诊服

务、导诊协助，以及各项检查的指引工作；在门诊大厅

设置了健康教育宣传栏，传播健康知识；同时，在大厅

入口的醒目位置放置了健康教育宣传手册，方便患者自

主获取和学习。研讨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门诊健康教育，

具体内容如下：①门诊咨询：由于门诊咨询涉及的内容

广泛且多样化，患者来自多个科室，健康教育的形式和

内容也需呈现多元化特征；鉴于此，门诊科室应挑选具

备高素养和专业技能的护理人员来承担门诊咨询教育职

责；护理人员需针对患者提出的不同疑问，给予专业且

详尽的回应，包括疾病的成因、触发因素、症状表现、

治疗方案、康复前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护理要点等全方

位内容；通过此举，不仅能显著增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

通，还能加深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与认识，进而

为患者提供更为卓越、贴心的医疗护理服务；②门诊候

诊：在就诊流程中，门诊患者主要遭遇的是一系列普遍

且频发的健康问题；因此，护理人员需要针对这些普遍

存在的疾病情况，开展针对性的防治健康教育工作；在

教育内容的构建上，应全面覆盖疾病的辨识与诊断、有

效的治疗策略以及日常生活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从

而协助患者更深入地理解并妥善管理自身的健康状态。

此外，护理人员还需全面掌握患者自发病以来的诊疗历

程与心理动态，运用专业的医学心理学理论，对患者进

行个性化的心理辅导，进而有效缓解患者的紧张、悲观

等心理困扰[2]；③门诊随访：在门诊治疗环节中，护理人

员应主动为患者释疑解惑，这是门诊健康教育推进的核

心举措；这一举措强调护理人员需运用个性化且灵活的

宣教技巧，精准地向患者传递核心要点，旨在提升患者

的满意度；④门诊健康教育处方：这一处方作为健康教

育优化改革的成果，其核心在于确保各专科的健康教育

方案能够精准、高效地传递给患者；例如，针对慢性病

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通过个性化健康

教育方案来强化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一策略旨在促

进患者更高效地恢复健康，提升其健康素养，进而推动

门诊护理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 

1.3 观察指标 

统计对比两组就诊时间、护理质量、健康知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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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患者就诊满意度；运用 SAS、SDS 量表对两组心

理状态进行评估；将其作为本次观察目标，利用表格的

形式呈现。 

1.4 统计学与方法 

所有调查数据均通过 SPSS23.0 分析工具进行处理，

计数数据采用（ sx ± ，%）表示，并通过 t、X2 检测对

比两组差异，若 P＜0.05，则表明实验具有显著价值。 

2.结果 

2.1 两组就诊时间、护理质量、健康知识掌握水平、

患者就诊满意度对比 

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研讨发现，研讨组就诊时间相较

于参照组明显缩短，护理质量、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患

者就诊满意度明显提高，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就诊时间、护理质量、健康知识掌握水平、

患者就诊满意度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就诊时

间 

（min） 

护理质量 

（分） 

健康知识掌

握水平 

（分） 

患者就诊满

意度 

（分） 

参照

组 
51 

25.38±

5.49 

84.82±

3.26 
65.92±3.94 81.53±3.37 

研讨

组 
51 

13.18±

5.36 

97.34±

3.84 
78.68±3.82 95.72±3.28 

P 值  P＜0.05 P＜0.05 P＜0.05 P＜0.05 

2.2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研讨发现，研讨组 SAS、SDS 评

分相较于参照组明显偏低，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 SAS、SDS 评分比较（ x ±s。分） 

SAS SD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

组 
51 

52.27±

5.43 

44.84±

3.23 

58.74±

5.39 

47.98±

3.55 

研讨

组 
51 

52.32±

5.42 

33.54±

3.09 

58.64±

5.35 

37.32±

2.71 

P 值  P＞0.05 P＜0.05 P＞0.05 P＜0.05 

3.讨论 

随着患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医疗科技的不断发

展，患者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参与意识逐渐增强，患者

对自身病情的了解程度对就医体验和满意度的影响也愈

发明显。门诊护理工作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分诊和秩序

维护等基础任务，而是应肩负起为首次就诊患者以及出

院复诊患者提供全方位健康教育的职责，确保能够随时

为患者提供专业化、人性化的帮助与服务。然而，在当

前的环境下，许多医院在门诊患者的健康教育环节仍有

待加强；以往过度依赖门诊大厅的传统宣传方式，如固

定的宣传栏和有限的宣传手册，但这些手段所传达的信

息往往显得片面和浅显，难以全面深入地达到预期的健

康教育效果。这种现状使得患者在面对自身病情时缺乏

足够的了解，家庭护理也往往得不到科学有效的指导。

不仅削弱了疾病的治疗效果，还可能加重患者的心理负

担，导致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产生；这些负面情绪

不仅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还可能降低患者对就诊体验

的满意度，甚至对医院的信任度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中，通过实施门诊健康教育的护理干预措施，

不仅显著满足了门诊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渴求，促进了护

患之间的深入交流与互动，进一步增强了门诊患者对门

诊服务质量的全面满意度，同时也有助于提升门诊护理

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在门诊护理干预的实践中，

采用了丰富多样的门诊健康教育手段，涵盖门诊咨询教

育、候诊期健康教育、随访跟踪教育以及定制化健康教

育处方等方面[3]；这些举措旨在进一步增强护患间的沟通

与交流，优化患者的就诊体验，减轻其心理负担，同时

助力患者更深入地了解并掌握自身疾病的相关知识，进

而提升门诊就诊满意度，促进治疗效果的显著增强。结

果揭示，与参照组相较，研讨组就诊时间相对较短（P

＜0.05），护理质量、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患者就诊满意

度相对较高（P＜0.05），SAS、SDS 评分相对较低（P＜

0.05）。 

综上所述，在门诊护理实践中积极开展门诊健康教

育活动，可显著缩短患者的就诊时长，提高护理服务的

整体水平；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患者更好地掌握健康知

识，同时也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最终，患者的就诊

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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