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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健康教育在脑梗死患者中的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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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互动式健康教育在脑梗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院于2017年10月～2018年10月选取78例，采用投掷硬币法分为两组（各

39例），其中39例实施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39例实施互动式健康教育，作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指标。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神经功

能（3.89±0.64）分、生活能力评分（69.84±4.32）分与对照组的（7.45±1.23）分、（55.95±4.30）分相比差异显著（P ＜0.05）；组间护理

满意度（94.87%）、（79.49%）对比差异显著（P ＜0.05）。结论：实施研究项目中措施，有助于修复受损神经，增强生活能力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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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属于临床常见的一种神经内科疾病，主要由脑动脉

血栓、动脉粥样硬化所致，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脑梗死发病率直线上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致使其成为严重

的社会问题 [1]。患者往往神经系统受损严重，自护能力低下，

不利于疾病的治疗。

因此，有学者提出在治疗脑梗死时，可选择科学合理的护

理措施，以期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基于此，

本文开展相关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共纳入 78 例患者，均来源于 2017 年 10 月～ 2018 年

10 月，按照硬币投掷法分为两组，各 39 例。对照组 39 例年龄

平均（65.52±13.71）岁。观察组 39 例，年龄平均（64.73±13.69）

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均保持同质性（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指导患者健康饮食、按时按量服药

等。观察组实施互动式健康教育，具体为：①入院时。仔细询

问患者自身感受与基础资料，对其认知程度进行初步评估，利

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元途径向患者讲解疾病干预方法、预

后等内容，针对性制定健康教育计划，调动患者积极性。②住

院期间。利用口头讲解、案例分析、现场演示等多元化途径开

展健康宣教工作，指导患者模拟操作，坚持反复练习，及时纠

正错误之处，再次讲解或演示直至其完全掌握。期间护理人员

态度和蔼、耐心地与患者保持有效交流，通过肢体动作或表情、

眼神传达对患者的关心与呵护，增强其治疗信心。③出院时。

向其发放脑梗死彩色宣传手册，反复强调出院后健康行为与良

好心态的重要性。重新评估患者对于脑梗死疾病知识的掌握情

况，查缺补漏。④出院后。每周开展电话随访方式，仔细询问

患者病情恢复情况，依据其反馈情况适当调整健康教育内容，

发现不适时要求随时就诊。

1.3 观察指标

①神经功能。②日常生活能力评价。③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均采用 SPSS20.0 软件分析，用均值加减标准差

（x±s），采用 t 检验，用频数（n，%）表示，采用 x2 检验，

检验标准：P ＜ 0.05。

2 结果

2.1 量表评分

干预前后组间量表评分对比，详见表 1。

表 1  量表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NIHSS BI 指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9 15.67±2.48 3.89±0.64 36.77±3.65 69.84±4.32

对照组 39 15.70±2.51 7.45±1.23 36.75±3.66 55.95±4.30
t / 0.053 16.034 0.024 14.231
P / 0.479 0.000 0.490 0.000

2.2 护理满意度

组间护理满意度（94.87%）、（79.49%）对比差异显著（P
＜ 0.05），详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9 24 13 2 37（94.87）

对照组 39 15 16 8 31（79.49）
x2 / 4.129
P / 0.042

3 讨论

脑梗死患者往往伴有认知、运动、语言表达等多方面障碍，

近年随着医学水平快速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脑梗死病

死率。但需注意，即使是经治疗后存活下来的患者，绝大多数

也存在不同程度后遗症生活难以自理。给予患者治疗同时需采

取一定措施改善神经功能障碍。健康教育通过为患者提供健康

知识宣讲与行为干预，帮助患者了解疾病掌握些日常应对或预

防疾病方法，避免错误观念或行为致使病情加重有助机体恢复。

传统健康教育仅是种功能型护理模式存在，护理人员通过口头

灌输实施，缺乏规范性，患者积极性不高，效果一般。互动式

健康教育作为近几年普及的新型健康教育模式，着重强调整个

护理过程中均需患者参与其中，注重发挥患者积极性与主观能

动性，要求护理人员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实施规范化、系统化健

康指导，完全克服既往传统健康教育不足。本次试验结果发现，

干预后，观察组 NIHSS 评分更低，BI 指数更高。提示本文所研

究措施可明显修复患者受损神经，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经

分析：互动式健康教育覆盖患者疾病治疗整个过程，通过反复

性指导与锻炼患者语言、视觉、听觉、触觉、日常生活活动等

训练，逐步改善神经功能，循序渐进地提升自理能力，早日实

现患者预期治疗目标，满意度得以提高。故本文中观察组护理

满意度为 94.8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9.49%（P ＜ 0.05）。综上，

在脑梗死患者中实施互动式健康教育，效果良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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