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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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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次研究主要对老年慢性病患者采取叙事护理的效果开展分析。方法：研究确认实施时间是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研究对象是我

院实施治疗的老年慢性病患者 60 例，患者可以通过随意分为实验组与对比组，开展叙事护理的患者纳入实验组，开展常规护理的患者纳入对比组，

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结果：实验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优于对比组，p＜0.05。结论：老年慢性病患者在临床中开展叙事护理，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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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病患者可以在精神病医院中治疗。临床精神疾病大多

数都是慢性精神病，患者随着疾病的发展，其大脑功能会逐渐发生

退化，患者发病时会出现思维紊乱，患者会出现一些不连贯或奇怪

的语言，偶尔患者也会出现坐立不安和情绪不稳的情况，患者会逐

渐与社会发生脱节[1]。本次研究中可对老年慢性精神病患者实施叙

事护理，具体研究内容汇总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确认实施时间是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研究对象是我

院实施治疗的老年慢性病患者 60 例，患者可以通过随意分为实验

组与对比组，实验组与对比组均包含有 30 例患者。实验组中患者

为男性的有 16 例，患者为女性的有 14 例，患者年龄处在 61-83 岁

范围内，年龄范围的平均值是（74.69±2.03）岁。对比组中患者为

男性的有 17 例，患者为女性的有 13 例，患者年龄处在 62-85 岁范

围内，年龄范围的平均值是（75.72±2.13）岁。比较实验组与对比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础资料，p＞0.05。 

1.2 方法 

对比组患者在临床中开展常规护理，护理人员高度关注患者的

行为与心理状况，及时对患者的行为做出合理干预。 

实验组患者在临床中开展叙事护理，内容有（1）构建叙事护

理小组：医院能够针对性的组建叙事护理小组，医院对护理小组成

员开展叙事护理的理论知识培训，并对护理人员开展技能操作等培

训，培训后对护理人员实施考核，考核通过后才可让护理人员上岗。

（2）护理人员需尽可能多的与患者交流，通过叙事护理沟通技巧

来对患者叙事资料进行有效采集，然后对患者叙事资料实施整理分

析，最终明确叙事主题。（3）护理人员能够按照内容来将叙事护理

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护理人员引导患者讲述出对精神疾病的感受与

认知，鼓励患者说出自己有多期望康复。在患者自诉的时候，护理

人员需要充满耐心的听患者讲，护理人员明确患者的护理需求，同

时再及时对患者的倾诉做出回应。第二类是护理人员鼓励患者与患

者之间进行交流，患者能够告知病友自己患病与治疗的故事，以此

使得患者可以多和他人开展沟通交流，让患者与患者之间互相鼓励

安慰。同时护理人员可建议家属增多探视患者的次数。第三类，护

理人员能够积极引导患者运用书写或口头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表达

出自己目前对医护人员、朋友、家属的感受，引导患者宣泄内心烦

闷。（3）护理人员能够结合患者需求，来对患者实施一对一的沟通

交流，帮助患者树立积极向上的心理，帮助患者构建治愈信心。在

和患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需逐步帮助患者建立信心，促使患者心理

状态得到改善。 

1.3 观察指标 

观察实验组与对比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包括 SES（自尊量

表）、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数值均运用 SPSS 26.0 软件来实施分析，计量资料均

以均值±标准差的形式来体现，t 值作为检验值，如果取得数据 p

＜0.05，则可表明研究数据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 SES 评分高于对比组，HAMD 与 HAMA 评分低

于对比组，p＜0.05，下表 1 是研究详细数据。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 sx ± ） 

组别 例数 SES（分） HAMD（分） HAMA（分） 

实验组 30 34.48±3.95 7.26±1.36 7.32±1.29 

对比组 30 30.28±3.12 8.69±1.69 8.56±1.39 

t - 9.305 8.967 9.064 

P - 0.001 0.001 0.001 

3.讨论 

精神疾病主要是指心理功能，包括感知、思维、情感、行为、

智力、精神等方面的活动。精神疾病主要是研究各种原因导致心理

功能的失调，造成感知、情感、行为、情绪、智力等精神活动方面

的异常[2]。患者需要及时到精神专科进行诊断和治疗，只有及早发

现问题且进行干预，才能更好的改变疾病预后[3]。 

老年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在治疗当中采取护理干预，可增强疗

效。常规护理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能给予治疗过多的帮助[4]。叙

事护理是现代新兴起的一种护理模式，叙事护理可以让患者的情感

得到充足表达，叙事护理注重的是护理态度，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

故事进行耐心倾听，并运用温暖、耐心的语言来给予患者关爱，让

患者感受到舒适[5]。同时叙事护理能够让护理人员对患者病情有具

体的了解，有利于护理人员动态关注患者疾病发展，使得护理人员

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度得到明显增加。叙事护理能够让患者的负面心

理得到显著缓解，让患者可以感受到理解与尊重，让患者的自尊心

得到明显增强[6]。结果数据表示实验组患者的 SES 评分高于对比组，

HAMD 与 HAMA 评分低于对比组，所以叙事护理效果优于常规护

理。 

总而言之，老年慢性精神病患者在临床治疗当中开展叙事护理

干预，可以让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显著改善，能够让护患纠纷得到

显著减少，让患者自尊心得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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