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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在应激患者及家属心理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蔡玲慧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临海　317016

摘　要：目的 分析叙事护理在应激患者及家属心理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本院接诊的急

诊患者 40 例及其家属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心理护理）和观察组（常规心理护理 + 叙事护理），各 20 例，比

较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情绪状态改善情况及护理满意度均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急诊患者而言，建议在

常规心理护理开展的同时，加强叙事护理，以此可以更好地应对患者及家属出现的应激问题，并且能帮助对患者的负面情

绪加以改善，患者及家属对护理服务更为满意，可以做好配合，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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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急诊收入的患者往往病情较为危重，且相

对复杂，受到疾病影响，患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

同时因为急诊科工作任务重，救治工作繁杂，医患矛盾的发

生风险相对较高，情况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暴力事件。患者及

家属容易出现应激心理，这对急诊救治工作的质量会产生直

接的负面影响，所以建议采取恰当的措施帮助对患者及家属

的情绪状态进行调节 [1]。对此，可引入叙事护理，以此帮助

对患者的负面情绪进行调节，促使患者的治疗满意度实现

提升，并且也有助于增加医院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2]。为

此，本文重点分析叙事护理在应激患者及家属心理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9 月本院接诊的急诊患者

40 例及其家属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0 例。

患者情况：对照组：男女人数 11:9，年龄 33-68（47.52±2.91）

岁。观察组：男女人数 10:10，年龄 35-66（47.63±2.87）岁。

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①患者于临床确诊；②不存在影响生命安

全的疾病；③对研究内容清楚了解，自愿入组；④意识清醒，

可以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⑤对知情同意书进行签署。

排除标准：①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疾病；②神志状态

不佳，难以配合研究的进行；③研究中途转院，不能全程参

与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心理护理，观察组另增加叙事护理，

主要包括：

（1）产生安全感：在患者入院后，要及时提示患者及

家属，使其认识到时间的宝贵，避免耽误患者的抢救时间，

确保医护人员可以把握住抢救的最佳时机。在进行抢救时，

护理人员要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主动做好患者的接待工

作，对患者的疾病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科学开

展后续的抢救工作。受到疾病影响，患者容易出现不同程度

的负面情绪，对此护理人员要做好相应的疏导 [3]。护理人员

要保证自身的仪容仪表良好整洁，在进行护理服务时要保持

沉着冷静的态度，对于患者出现的不良情绪，应当及时进行

安抚，加强双方的交流沟通。在进行交谈时，要保证语气温

柔，保持温和的态度，将自身的专业性展现出来，及时了解

患者的想法，并做好相应的疏导。针对各项护理问题，应当

有条不紊地逐一解决，不过分慌乱，以此促使患者及家属可

以对护理人员更为信任，这也有助于提升其安全感 [4]。若患

者因纠纷住院，则护理人员要做好相应的调解，及时提醒患

者要以治疗为主。同时，护理人员要让患者及家属认识到实

事求是的重要性，告知其不可对患者的疾病状况进行夸大，

也不能有所隐瞒，应当认真准确地告知医护人员，以便针对

性开展相关的救治工作。

（2）识别应对方式：护理人员要做好患者及家属的健

康宣教，告知患者和疾病相关的知识及需要采取的治疗措

施、相关注意事项等，以此帮助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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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患者正视疾病的发生，并能逐步接纳疾病的存在，保持

较为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特别是对于疾病状况较为严重的

患者，要积极鼓励患者，帮助消除患者的负面情绪，改善患

者的心理状态 [5]，使患者可以实现治疗信心的提升，这也能

帮助患者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3）发展“替代故事”：若患者或家属有负面情绪产生，

则护理人员要及时进行交流，引导其对“隐藏希望”进行发

掘，帮助患者和家属找到自己的梦想，同时鼓励患者对未来

进行展望。通过沟通的深入，令患者不再局限于眼前的感受

中，而是可以思考未来在疾病恢复后要如何开展新的生活，

这可以促使患者的治疗信心得到提升，也有助于稳定患者的

情绪状态。

（4）激发内在力量：护理人员可以帮助患者及家属对

人生故事线进行整合，可将此次急诊就诊的经历整合到患者

自己的故事线中。在这段经历当中，患者可以获得较为积极

的自我知觉，同时能实现其个体持续感的提升，并且患者也

愿意保持积极的态度开展后续的新生活。

1.3 观察指标

①情绪状态：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估，量表各包含 20

个条目，均总计 100 分，得分越低则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越轻。②护理满意度：以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评估，总

计 100 分，其中，非常满意（＞ 90 分），满意（70-90 分），

不满意（＜ 7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统计分析数据，计数数据、计量数据记

为 [n（%）]、（ x ±s），行 χ2 检验、t 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0 50.54±2.41 41.62±1.23 50.86±2.23 43.84±1.25

对照组 20 50.51±2.27 45.26±2.05 51.12±2.57 47.13±1.62

t 0.013 9.534 0.536 10.172

P 0.984 0.000 0.592 0.000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20 8（40.00） 8（40.00） 4（20.00） 16（80.00）

观察组 20 9（45.00） 11（55.00） 0（0.00） 20（100.00）

χ2 9.893

P 0.001

3 讨论

因为急诊科收入的患者通常病情紧急且较为复杂，受

到疾病影响，患者及家属都容易出现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

且心理压力较为严重，而这不但会致使患者出现明显的情绪

起伏，还可能会引起患者的应激反应，以致患者的机体不适

加剧，也不能做好抢救工作的相关配合 [6]。对此，建议加强

患者的心理干预，可选择叙事护理来应对这一问题。叙事护

理的实施可以让患者获得被尊重的感觉，护理人员和患者的

关系更为紧密，其能对患者的想法加以了解，以便开展个性

化的护理服务，同时可以对患者的护理需要加以满足。护理

人员在护理时要保持温和的态度，有序处理各项问题，保证

专业性良好，以此提升患者的信任度 [7]。对于相关注意要点

要及时提示患者，医护人员要把握好抢救的时机，并能及时

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对“替代故事”进行发展，帮助患者

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同时可尝试对内在力量进行激发，发

展患者积极的自我知觉，使其顺利度过救治的全程。

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后情绪状态改善情况及护理满

意度均好于对照组，P<0.05。综上，对于急诊患者而言，建

议在常规心理护理开展的同时，加强叙事护理，以此可以更

好地应对患者及家属出现的应激问题，并且能帮助对患者的

负面情绪加以改善，患者及家属对护理服务更为满意，可以

做好配合，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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