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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思维导图法在健康体检肺结节受检中的

应用 

黎汝  陈爱春  罗芳  吴梦璇 

（武汉市武昌医院  湖北武汉  430063） 

【摘  要】目的：肺结节作为一种常见的肺部异常现象，其早期发现与管理对于改善受检者预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传统的健

康体检护理服务已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满足不了体检的需求，导致受检者在自我管理和疾病控制方面存在诸多不

足，因此本文探析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思维导图法在健康体检肺结节受检者的应用效果。方法：此次研究对象均是在我

院体检筛查出无症状肺结节受检者，对比实施常规健康教育与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思维导图法的两组受检者应用效果。

结果：观察组自我管理行为达标情况和复查率均显著优于观察组，而复查受检者不良进展率明显比对照组大幅度降低，

P＜0.05，组间存在对比性。结论：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思维导图法在健康体检肺结节受检者中的应用具有较高的临床

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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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xperiential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mind mapping in pulmonary nodules in health examination 

Li Ru  Chen Aichun  Luo Fang  Wu Mengxuan 

（Wuhan Wuchang Hospital  Wuhan, Hubei  430063） 

[Abstract] Objective：pulmonary nodules as a common pulmonary abnormalities，its early detection and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has crucial significance，but the tradi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care service has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lead to subjects in self management and disease 

control，so this paper analysis experiential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mind mapping method in healthy examination pulmonary 

nodules subject application effect. Methods：The study subjects were all asymptomatic pulmonary nodules in our hospital，and 

compared with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combined thought mapping method of conventional health education and 

experiential health education. Results：The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while the adverse progress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indicating contrast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ential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mind 

mapping in pulmonary nodules in health examination has high clinical value and is worth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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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给了人

们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随着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
国大多数人群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随之而来的健康问
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健康体检作为一种高效的预防
医疗工具，不只可以协助个体早期识别出健康危险和可能的
疾病，也可以为个体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策略，进一
步有力地提高全体的健康状况和生活品质【1-2】。肺结节是一
种常见的肺部异常现象，气促、咳嗽、咳痰、发热、呼吸困
难等是受检者主要的临床症状表现，该疾病是一种因不同原
因所致肺泡内含气量逐步减少、细胞数量增多、肺泡间隔增
厚以及肺泡上皮细胞再生等病理变化，而这一类变化的肺部
影像学图像显示为局灶性、直径或是最大径≤30mm、边界
清晰或模糊、圆形或类圆形、伴有密度升高阴影【3】，由于肺
结节的性质多样，且部分肺结节存在恶变的风险，因此，及
时发现并正确管理肺结节对于受检者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许多受检者而言，面对这一诊断结果时，往往会感到困
惑、焦虑甚至恐慌，因此，如何有效地进行健康教育，帮助
受检者正确理解肺结节的性质、管理方法和复查的重要性，
成为了提高受检者生活质量的关键。为了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提高受检者的自我管理能力，笔者针对 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期间在我中心完成肺结节筛查的无症状肺部结节受
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思维导图
法在健康体检肺结节受检者的应用效果，现将医学研究结果
汇报如下，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均是 2023 年 5 月-2024 年 5 月随机选取

在我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筛查的 78 例无症状肺结节受检
者，根据采取不同健康教育护理服务将所有受检者平均分为
对照组（采取常规健康教育护理措施）和观察组（实施体验
式健康教育+思维导图法），为保证此次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此次研究对象年龄＞18 岁，存在肺癌高危因素【4】，积
极配合进行肺结节筛查，经筛查符合《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
共识（2024 年版）》【5】的诊断标准，临床资料完整，生命体
征正常，思维意识清楚，受检者及其家属充分了解研究方法、
目的，能基本上配合护理，均已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
究对象排除检查前有明显症状（如咳嗽、咯血等），接受过
肺结节相关系统性健康教育，学历在小学以下、无阅读能力
者，合并有血液系统疾病或凝血功能障碍者，有严重感染、
其他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者，存在认知、听力及语言功能障碍
或有焦虑症、抑郁症或精神病史者，合并重要器官功能障碍、
伴有恶性肿瘤者以及临床配合度较低和因各种不可控原因
不能全程参与者，研究之中所涉及的计量、计数相关数据均
纳入到统计学软件之中进行处理，且各项资料指标间 P＞
0.05，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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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检者一般资料（ sx  ） 
项目  对照组（n=39） 观察组（n=39） P 值 

男 21（占比 53.85%） 23（占比 58.97%） ＞0.05 
性别 

女 18（占比 46.15%） 16（占比 41.03%） ＞0.05 
平均年龄（岁） - 51.87±2.21 51.75±2.69 ＞0.05 

BMI 平均值（kg/m2） - 23.36±1.72 23.80±1.12 ＞0.05 

文化程度 - 
小学文化程度 4 例/中学文化程度 12
例/高中文化程度 16 例/高中以上文
化程度 7 例 

小学文化程度 4 例/中学文化程度
12 例/高中文化程度 16 例/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 7 例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在体检中心设立健康知识宣传栏或利用

电子屏幕播放关于健康知识视频、图像，护理人员给予受检
者每人发放一本健康知识宣传手册【6】，向受检者详细解释肺
结节的性质、大小、位置等信息，并告知受检者可能面临的
风险和治疗方案，积极回答受检者的疑问，使其自身所拥有
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综合性的缓解。同时鼓励受检者戒烟及
避免二手烟，积极宣传禁烟的重要性，加强受检者自我健康
管理意识【7】，并为受检者制定饮食及运动计划，一旦出现异
常及时告知医师并协助处理。 

1.2.2 观察组： 
（1）成立干预小组：由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担任组长，

小组成员包括责任护士、主管护师以及副主任护师，所有成
员需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以确保教育的
质量和效果，并均接受过系统化的专业培训，能够熟练掌握
体验式健康教育和思维导图法的操作流程和技术要点，同时
完善各个岗位护理人员的职责。 

（2）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收集体检者的资料，包
括：姓名、性别、各项身体指标并为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在
登记及建立档案时注意保护受检者隐私）。根据受检者的年
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疾病史、病情严重程度对其进行全
面评估，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受检者的需求和困
惑点，根据以上信息制定个性化的体验式健康教育计划，计
划应包括疾病的基本知识、预防措施、治疗方法等内容【8】。 

（3）思维导图法：通过护理干预小组组内会谈、结合
受检者现阶段的病情进行归纳总结，罗列肺结节筛查者关心
的问题，并根据教育计划的内容，利用思维导图 Inspiron 作
出相关内容的绘制。首先将工作计划及工作目标的主题记录
在白纸上的中心作为导图的主干，然后树形向外扩张，分支

的内容用关键词（如：肺结节的基本知识、早期筛查的意义、
处置方法、管理要求、复查流程等）进行表达，通过不同的
符号、图画和颜色表达次序和内容，相关的分支线用箭头连
接，最后将所绘制内容以 PPT 形式呈现给受检者，开展针
对性的健康宣教。 

（4）体验式健康教育：根据受检者肺结节筛查结果以
及高危因素情况，围绕随访、饮食调理、加强运动、不良生
活习惯的纠正等设计模拟场景，嘱受检者通过动作演示或语
言描述方式在场景内尽量真实地还原生活常态，并由护理人
员说明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9】，通过模拟场景和受检者自我
体验等方式，让受检者亲身参与到疾病的管理和治疗过程中
来，让受检者了解整个流程和注意事项，重点关注戒烟戒酒、
科学饮食与加强运动等方面。 

（5）鼓励受检者提出问题和分享经验感受，及时解答
受检者的疑惑并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在体验式健康教育活动
结束后，向受检者提供相应的思维导图资料，让受检者在回
家后自行复习和巩固所学的知识，同时，医护人员也可以定
期对受检者进行随访和指导，确保受检者能够正确理解和应
用所学的知识。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受检者护理 6 个月后的自我管理行为达标情

况、复查率以及复查受检者不良进展率。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研究结果数据处理，计数资料

采用（ sx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100%）]
表示，行 x² 检验。若 P＜0.05 说明存在对比意义。 

2. 结果 

表 2  两组受检者自我管理行为达标情况对比[n（100%）] 
饮食管理 吸烟/饮酒管理 运动管理 

组别 例数 
护理 1 个月 护理 6 个月 护理 1 个月 护理 6 个月 护理 1 个月 护理 6 个月 

对照组 39 32（82.05%） 24（61.54%） 36（92.31%） 26（66.67%） 32（82.05%） 22（56.41%）
观察组 39 34（87.18%） 32（82.05%） 37（94.87%） 35（89.74%） 35（89.74%） 30（76.92%）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受检者复查率以及复查受检者不良进展率[n（100%）] 

组别 例数 第 3 个月复查率 第 6 个月复查率 第 3 个月不良进展率 第 6 个月不良进展率 
对照组 39 38（97.44%） 26（66.67%） 1（2.56%） 10（25.64%） 
观察组 39 39（100.00%） 32（82.05%） 0（0.00%） 1（2.56%） 

P -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在当前医疗健康领域，随着体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公众
健康意识的提升，健康体检已成为人们关注自身健康状况的
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
内持续上升，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早期发现和治疗是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关键。肺结节是指
肺部出现的小于 3 厘米的圆形或椭圆形阴影，大多数肺结节
为良性病变，如炎症、结核和错构瘤等，但其中一部分为早
期肺癌【10】，不但影响受检者的身体健康，还会导致受检者
产生各种不良情绪【11】，因此及时发现与管理对受检者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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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生理方面的信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生
理方面的知识，因此，老师们对这些学生的评估也比较高。 

综上所述，生理学教学中采取 OBE 理念教学法，可有

效提高学生专业成绩，加强教学效果，并获得较高的教学满
意度，所具教学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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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关重要。 

传统健康教育模式往往侧重于单向的信息传递，缺乏互
动性和个性化指导，导致受检者在理解和接受上存在一定的
障碍，使受检者的自我护理水平和依从性不高。体验式健康
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健康教育模式，其强调通过模拟场景和
自我体验的方式，让受检者更直观地了解疾病知识，从而增
强其自我管理能力，同时受检者的焦虑情绪得到了有效缓
解，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更加积极乐观。而思维导图法则
是一种有效的思维工具，可以帮助受检者整理和梳理复杂的
信息，从而更直观地理解和记忆复杂的知识点。最后，通过

定期的跟进和评估，确保受检者能够持续地进行自我管理和
监测。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构建完整的肺部健
康知识框架，还能帮助受检者明确疾病管理的要求和方法，
进而激发他们的自我效能，促进自觉的自我健康管理。 

经过研究对比发现，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思维导图法在
健康体检肺结节受检者中的应用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不仅
能够帮助受检者提升自我管理行为，还能提高受检者的复查
的依从性，并降低复查受检者病情不良进展率，值得临床推
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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