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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家庭指导在儿童保健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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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儿童保健护理应用婴幼儿家庭指导的作用与效果。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间我院推行的保
健护理服务的儿童 120 例为研究对象，依照着计算机表法均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儿童人数为 60 例，对照组应用传统保
健护理模式，研究组采用以家庭为中心儿童保健护理模式，对比两组儿童指导前、后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与家长对于指导保健护
理满意度。结果：经研究得出，研究组指导保健护理满意度为（96.67%）显著优于对照组满意度（81.67%），研究组患儿依
从率为（96.67%）显著优于对照组（81.67%），经保健指导后，研究组儿童保健护理知识掌握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对
比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结论：在儿童保健护理中应用家庭指导，能显著增加婴幼儿保健知识掌握程度，提高家属对
保健护理的满意度，有效预防疾病对儿童各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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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时期为儿童发育的重要阶段，该时期儿童机体免

疫系统发育尚未完全，机体免疫力较差，此过程较为容易患
病，影响儿童健康成长

[1]
。因此关爱儿童健康成为当下社会

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据研究表明传统保健护理存在一定需要
改善方面，为进一步提升保健护理的实用性、有效性，我院
120 例儿童进行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保健护理研究，具体内
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我院 120 例儿童进行保

健护理指导研究，均分为研究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研究
组男 33 例，女 27 例，年龄 5～10 岁，平均年龄（7.2～1.2）
岁，对照组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6～11 岁，平均年龄（7.3～
1.4）岁，对比两组儿童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指导儿童进行传统保健护理模式，对儿童进行常

规教育，口头指导等工作。 
研究组采用以家庭为中心儿童保健护理模式，护理人员

详细与家属进行交流，了解儿童心理状态、性格特点等，针
对不同儿童开展相应护理服务与保健知识，如，将较为生涩
的知识编入小故事中取吸引儿童注意，使儿童对保健护理产
生浓厚兴趣。多与家长进行沟通，家长的心轻，直接能够影
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因此需要先开导家长，使家长了解保健
作用，同时日常对儿童进行言传身教。鼓励儿童进行益智游
戏，画画等能够对思维起到开拓作用的游戏，组建线上教育
群，定期为家长与儿童进行相关教育，同时告知家长疫苗接
种的意义，及有效预防的疾病等。 

1.3 评价指标 
保健护理总满意度=（较为满意+十分满意+显著满意）/组

例数×100%。选用我院自制保健知识问卷，对儿童掌握知识程
度进行测试，满分100分，得分越高则表示掌握程度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型号为（SPSS24.0）统计学软件分析，统计时使用

（ sx  ）表示，应用 t，X
2
检测临床数据；计数使用（%），

（P＜0.05）时，组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经保健护理后家属对儿童掌握保健知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家属知识掌握满意度（96.67%）显著优于对照组

儿童家属（81.67%），临床对比具备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1. 
表 1 为两组儿童家属对保健护理指导满意度对比[n（%），例] 

组别 n 十分满意 显著满意 较为满意 基本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60 25 23 10 2 96.67 

对照组 60 19 16 14 11 81.67 

X
2
值      6.9878

P 值 
 

    0.0082

2.2 两组儿童指导前、后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对比 
指导前，两组儿童保健知识掌握程度差异无显著统计意

义，指导后，两组儿童对保健知识掌握程度均有显著提升，
但研究组儿童保健知识掌握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儿童，组间
对比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为两组儿童指导前、后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对比 
[（ sx  ），分] 

保健知识掌握程度 
组别 n 

指导前 指导后 

研究组 60 65.31±3.84 93.16±4.38 

对照组 60 65.83±3.15 85.57±3.68 

t 值  0.8109 10.2769 

P 值  0.4190 0.0000 

2.3 两组患儿依从率对比 
经保健护理指导后，研究组患儿依从率为（96.67%）显

著优于对照组（81.67%）组间对比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 为两组患儿依从率对比[n（%），例] 

组别 n 完全依从 较为依从 基本不依从 依从率

研究组 60 30 28 2 96.67

对照组 60 25 24 11 81.67

X
2
值     6.9878

P 值     0.0082

3 讨论 
传统模式的儿童保健服务，家长不扮演主要位置，儿童

只需被动接受医生嘱咐的内容，由于家长对于保健知识的不
了解，导致护理工作展开时，无法进行有效配合，无法发挥
出完美保健作用

[2]
。随着临床医学的不断进步与完善，临床

应用以家庭为主的健康保健护理，医务人员不在简单灌输给
我儿童，而是将一个儿童，一个家庭视为一个整体，据每一
个儿童个体差异不同，制定针对性保健护理服务，全面增进
儿童保健知识的掌握

[3]
。经研究得出，研究组保健护理满意

度为（96.67%）显著优于对照组（81.67%），研究组患儿依
从率为（96.67%）显著优于对照组（81.67%），经临床指导
后，研究组儿童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比
较存在显著差异性，（P<0.05）。 

综上所述，临床应用以家庭为中心对儿童进行保健护理
指导，能显著提升患儿相关知识的掌握，提高家属服务满意
度，保障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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