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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儿童保健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孙桂兰１　刘丽霞２

１．济南市历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２．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健康教育在儿童保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６月我中心对

东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指导接触的儿童１６０名,收集其基础资料开展本研究,依照干预方案的差

异分为两组.对照组常规干预,研究组健康教育干预.对比两组儿童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评分、儿童家长保

健满意度及三个月后儿童健康状况.结果　经干预研究组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０．

０５);研究组儿童家长对儿保人员的工作态度、儿保操作技能等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研究组儿童健

康状况好于对照组(P＜０．０５).结论　在儿童保健过程中施以健康教育,可改善儿童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并

可提升家长满意度,促进儿童健康状况提升,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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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及社会的持续发展,家长

将关注点越来越多放在孩子身上[１].如何使儿童得到

健康生长发育是儿童保健工作者始终坚定努力的方向.

儿童保健其主要目的及作用是对儿童进行疾病筛查、提

供喂养指导、矫正儿童的不良行为习惯、给予健康知识

宣传并评价儿童的发育状况等[２].随着“二孩”政策的

放开,爷爷奶奶、雇请保姆帮忙带孩子的现象普遍增加,

且鉴于诸多年轻家长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带孩子、缺乏

对育儿及儿童保健知识的掌握,看护人之间养育观念存

在差异,导致儿童生长受到影响.因而在儿童生长发育

中,恰当的教养方法及卫生科学知识对儿童的生长发育

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康教育已成为儿童保健工

作的重点内容,其以培养儿童健康行为出发点,为儿童

的身心健康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可见积极有效的健康教

育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发挥着重要意义[３].对此,本研究

在儿童保健中应用了健康教育,以期待能提升儿童保健

效果,现作以下探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选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２１年６

月我中心为东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业

务指导过程中接触的儿童个案１６０例,收集其基础资料

开展本研究,依照干预方案的差异分为两组.对照组儿

童８０例,其中男童４７例,女童３３例,年龄３~７岁,平

均(５．１±０．２)岁,儿童家长年龄２７~４２岁,平均(３３．６±

１．１)岁,学历:４２例例大专及以上,大专以下３８例;研究

组儿童８０例,其中男童４５例,女童３５例,年龄２~６

岁,平均(４．８±０．１)岁,儿童家长年龄２６~４３岁,平均

(３３．８±１．２)岁,学历:４３例大专及以上,大专以下３７

例.本次研究中涉及病例基础性资料均不存统计学差

异(P＞０．０５),儿童年龄处在２~７岁,不存在精神病家

族史,无精神功能障碍,无严重器质性疾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儿童接受常规儿童保健服务.如向儿

童家属讲解常规的儿童保健知识,测量儿童的体重及身

高等,并对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进行评估[４－６].

１．２．２　研究组　接受健康教育干预.内容:(１)综合评

估,由儿保工作人员对儿童及家长状况进行全面细致评

估,并阐述评估目的、作用与意义.并对儿童的饮食、生

长发育状况进行重点评估,并对家属的心理变化、教育程

度、经济状况、健康需求予以了解,并对儿童及家属的隐

私加以保护[７].(２)营造良好的宣教环境氛围,在宣教室

的门窗、墙壁张贴动漫图案,墙壁颜色明亮,可为儿童提

供玩具,以消除儿童的紧张陌生感,促儿童快速与新环境

融合,维持儿童轻松愉悦的心情[８－９].(３)开展健康宣

教,儿保人员在开展健康教育中,可借助多种宣教形式,

如宣传册发放、多媒体演示、进行定期专题讲座进行集体

授课,并邀请儿科医师、专家,向儿童家属普及饮食治疗

的相关知识.在集中授课时,可对家长进行分组,以小组

为单位展开探讨,进行经验分享并讨论.此外还可设置

６４



　　中国保健营养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上) 第３２卷第３０期 妇幼保健

健康专栏,张贴宣传报,创建微信交流群,将育儿知识、饮

食及健康知识定期向家长推送.如,以对牛奶过敏儿童

为例,就需要将健康教育的侧重点置于饮食限制方面,饮

食中要尽量规避吃含牛奶蛋白成分的食物,指导家属停

用奶粉,并避免食用可疑性食物.(４)心理疏导,针对家

长及儿童存在的负面情绪,儿保人员要通过语言鼓励及

知识宣传的方式进行消除[１０].(５)创建儿童健康档案,叮

嘱家长让儿童进行定期健康检查,掌握儿童基础资料,并

对儿童出现的各类状况细致记录,并制定出针对性的保

健对策.完善对儿童家长的宣教,纠正家长对儿童的不

良喂养行为及习惯,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对比儿童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评分,通过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家长焦虑状态,得分越高焦虑

程度越重;用 MUIS量表评定不确定感,得分越高家长

不确定感越深.

１．３．２　对比家长满意度,以我中心自制«健康教育家长

满意度量表»进行评估,量表共５项内容,０~４分制,满

分２０分,得分越高儿童家长满意度越高,在干预三个月

后电话回访调查测评.

１．３．３　对比两组儿童三个月后的健康状况,通过电话

回访评估,为健康、良好、一般三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本研究搜集、得出的数据用软件

SPSS１８．０进行分析,数据均值进行t检验,用(x±s)来

表示计量资料,配对t检验前后均值对比;检验标准:P

＜０．０５存在显著差异,P＞０．０５表示无明显差异.

２　结　　果　

２．１　儿童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评分对比　干预前

两组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评分无明显差异(P＞０．

０５),经干预评分均下降,研究组各指标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P＜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干预前后儿童家长不确定感与焦虑状态对比(x±s,n＝８０)

项目
不确定感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焦虑状态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对照组 ７１．４５±３．５６ ５５．１４±０．６９ １０．８７３ ＜０．０５ ５４．０２±２．１２ ４４．３６±０．２４ １０．１２９ ＜０．０５

研究组 ７１．３９±３．５７ ４０．７０±１．０２ １１．８９２ ＜０．０５ ５４．０７±２．０８ ３１．３９±０．１４ １１．６２１ ＜０．０５

T １．６２６ １２．６３２ / / １．００３ １３．０６８ / /

P ＞０．０５ ＜０．０５ / / ＞０．０５ ＜０．０５ / /

２．２　儿童家长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儿童家长对儿

保人员的工作态度、儿保操作技能等满意度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满意度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工作态度 健康宣教 儿保操作技能 工作责任心 宣教知识掌握 总评分

对照组 ８０ ２．６３±０．１２ ２．８９±０．２３ ２．９９±０．１８ ３．０７±０．１９ ２．８８±０．１１ １５．７８±０．１１

研究组 ８０ ３．５０±０．１２ ２．９０±０．１７ ３．４４±０．１６ ３．６９±０．１０ ３．６５±０．１０ １８．６８±０．０８

T / １２．７４８ １１．２５４ １２．１６２ １１．９８２ １１．２０３ １２．６２４

P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三个月后儿童健康状况对比　研究组儿童健康状

况好于对照组(P＜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儿童健康状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健康 良好 一般

对照组 ８０ ５４(６７．５) ８(１０．０) １８(２２．５)

研究组 ８０ ６７(８３．８) １０(１２．５) ３(３．８)

x２ / ４．８９８ １．０１２ ４．１２０

P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儿童保健工作服务的对象是从胎儿至１８周岁的儿

童,重点服务对象是７岁以下儿童,主要保健内容是提

供喂养指导、疾病防治、健康管理、矫正不良行为、预防

接种,并对儿童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评价等服务,其目的

在于提升儿童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其健康成长.当前阶

段,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儿童保健服务的需求也更高,家长对相关育儿知识的需

求持续增多,对此,提升儿童保健服务质量,满足家长健

康需,显得尤为重要[１１－１２].

本研究经对健康教育在儿童保健中的应用效果发

现,经干预研究组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P＜０．０５),表明健康教育可发挥确切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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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工作是健康教育有效开展的前提,向家长阐述评估工

作发挥的作用,为儿童后期治疗提供指导,为儿童保健

提供参考[１３].实施健康教育中,灵活应用多种形式,可

提升家长对儿童保健的了解程度.通过健康教育,可让

家长了解到健康教育所开展的各项保健措施具有科学

性与针对性.在健康教育实施期间,儿保人员能与家长

密切联系,缩短彼此距离,利于家长满意度的提升[１４].

本研究中,研究组家长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进

一步证实健康教育对提升满意度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中,三个月后研究组儿童健康状况好于对照

组(P＜０．０５),表明健康教育对于确保儿童健康水平的

积极作用.对照组以传统保健方法,往往会存在家长对

儿童健康知识的获取积极性偏低的缺点,而研究组在对

照组常规保健的基础上开展集体性宣传讲座、发放宣传

册等多途径传播健康教育知识,并且创建讨论小组,促

使组内家长互动,共同探讨、总结、分享教育经验.应用

电话咨询反馈信息,能促使家长能主动参与学习健康知

识,促进了家长健康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

可掌握更多的儿童保健知识,可有效确保健康教育施行

的效果,维持儿童健康生长发育,正由于儿童家长能较

高程度的掌握儿童保健知识,增加了对体检重要性的认

知,可确保儿童的健康状况.此外家长对儿童定期体

检,可在体检中,家长能够收到医生的系统指导,及时纠

正错误认知,使自身对儿童保健知识的掌握程度进一步

提高,也会促进定期体检率的提升,确保儿童保健的

实行[１５].

综上所述,在儿童保健过程中施以健康教育,可改

善儿童家长焦虑状态与不确定感,并可提升家长满意

度,促进儿童健康状况提升,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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