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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干预在孤残儿童心理康复护理中的价值 
王秀娟 

潍坊市儿童福利院  山东潍坊  261061 

摘要：目的 分析在对孤残儿童进行心理康复护理的过程中展开整体护理干预的作用。方法 结合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
所纳入患儿为 50 名，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结合组内随机性抽选的方式，取其中的 25 例患儿，在护理的
过程中，对应护理干预工作均遵照常规形式展开，即对照组，剩下患儿在对其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整体护理干预进行运
用，即观察组。分析干预效果。结果 结合对两组患儿在恢复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护理配合度等对比，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
结论 将整体护理运用到对孤残儿童护理的过程中，可以保障对该部分患儿的护理效果，改善患儿的心理状态，帮助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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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残儿童备受社会所关注，该部分儿童因缺乏家庭的呵

护与关爱，多数性格较为孤僻，负面心理较为严重。在对该

部分患儿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更需要做好对应的心理引导工

作，给与患儿足够的鼓励与支持，促使患儿能够以较为积极、

乐观的心理面对生活
[1-2]

。对该部分患儿实施心理康复护理的

过程中合理运用整体护理干预，可以进一步保障对该部分患

儿的护理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结合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所纳入患儿为 50

名，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5 月，结合组内随机

性抽选的方式，取其中的 25 例患儿，在护理的过程中，对应

护理干预工作均遵照常规形式展开，即对照组，剩下患儿在

对其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整体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即

观察组。在患儿组成方面，对照组存在有男性患儿 14 例，女

性患儿 11 例，年龄在 5—13 岁间，对应均值为（8.01±1.38）。

而观察组存在男性患儿 15 例，女性患儿 10 例，年龄在 5—12

岁间，对应均值为（9.33±1.83）。对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在对对照组患儿进行心理康复护理的过程中，各方面护

理干预操作均遵照常规护理形式进行展开。护理人员需要耐

心和患儿进行交流，引导患儿将内心的压力以及困惑等向护

理人员进行倾诉，并给与患儿足够的关心与鼓励。而在对观

察组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整体护理干预进行运

用，干预尤其注重以下几点：（1）强化沟通。结合实际可见，

该部分患儿多较为独立，存在有不愿意和外人进行交流的特

点。在展开日常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主动和患儿进

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给与患儿语言上的关心以及鼓励，

使得患儿感受到护理人员对其的关爱。(2)引导患儿做喜欢的

事情。在促使患儿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保持较为乐观的心理，

在对该部分患儿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对应护理人员可以结合

患儿的兴趣爱好，指导患儿做一些其喜欢的事情，可以指导

患儿进行阅读、看动画片等，达到对患儿注意力进行转移的

目的，对于帮助患儿树立积极的心态同样存在有极为重要的

作用。（3）饮食干预。在患儿恢复的过程中，引导患儿保持

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促进其恢复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饮食上需要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注重对维

生素、蛋白质等的补充，达到提升患儿免疫力，促进患儿恢

复的目的。（4）生活指导。在患儿恢复期间，护理人员可以

引导患儿完成一些日常简单的生活行为，包括穿衣、洗漱等，

使得患儿掌握独立生活的能力，对于增加患儿的自信心，帮

助其恢复等同样存在有积极的作用。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患儿在恢复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护理配合度进行统计，其中患儿的心理状态需要借助 SDS、

SAS 量表进行评估
[3]
。 

1.4 统计学方法 

借助 SPSS19.0 对研究过程中的对应数据进行处理，通过

卡方对计数数据检测，百分数表示，而对应计量数据则按照

均值±标准差表示，t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在 SDS 量表评分上，观察组为（32.12±1.38），而对照

组则为（36.82±1.73），对比 t=11.082，P=0.001<0.05。

在 SAS 量表评分上，观察组为（31.63±1.93），对照组则为

（37.24±1.66），对比 t=13.208，P=0.001<0.05。在护理配

合度上，观察组为 96.00%（24/25），对照组则为 80.00%

（20/25），对比 X
2
=15.272，P=0.001<0.05。 

3 讨论 

孤残儿童属于较为特殊的群体，该部分患儿的负面心理

较为严重，且多数患儿缺乏自信心以及安全感，对于生活存

在有一定的悲观心理。为促使该部分患儿能够以积极、乐观

的态度面对生活，更需要做好对应的心理康复护理工作。 

整体护理干预在当前临床护理工作中保持有较高的实施

率，注重在对患儿护理的过程中，为其提供最为全面且系统

性的护理干预，促使患儿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关心，对生活充

满希望，能够以乐观的心理面对生活
[4]
。在本次研究中，我

院就将整体护理干预运用到观察组患儿护理的过程中，结合

观察可见，在该护理方式下确实可以对患儿的心理状态进行

有效改善，对于帮助患儿恢复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对孤残儿童进行心理康复护理的过程中可以将

整体护理干预进行运用，保障对该部分患儿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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