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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对小儿护理的应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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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对小儿护理的应用价值效果分析。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院儿科收治的年龄

大于等于 3 岁的 120 例患儿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进行护理人员与患儿的肢体语言联合称赞性语言进行沟通，以此分析和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对照组患儿的治疗满意度

（83.3%）显著低于观察组（96.7%），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评分存在明显差异，P<0.05。结论　在儿科护理工作中，肢

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能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不仅能够提高患儿的治疗接受率，也能降低家属期望值，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在小儿护理工

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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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患儿在临床病症人群中属于一个特殊性人群，临床上因为

小儿的认知功能发育问题，因此在临床上称儿科为“哑科”，对此类

患儿需要开展综合性护理工作，医护人员不但需要向患者描述病症的

一般表现症状与护理需求，还需要面对患儿的家属，所以医护人员需

要强化和患儿之间的交流沟通，以提升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1]。为了更

好地提高儿科护理质量，就需要护理人员和患儿及患儿家长之间进行

有效的信息沟通。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相对于单纯的语言来说，

更适合于儿科患者，因此我们将此沟通技巧作为小儿护理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巧妙地应用肢体语言，应用称赞性语言可以减轻患儿对医护

人员的的恐惧感、有利于和患儿及家长有效沟通，侧面降低患儿家属

期望值，可以改善护患关系，取得患儿和家长的信任，以此来提高患

儿对治疗和护理的依从性。本研究选择 120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在

常规护理基础上对其应用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进行沟通，取得了

十分理想的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院儿科收治的年龄大于

等于 3 岁的 120 例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其中

男性患儿76例，女性患儿44例，年龄3岁～7岁，平均年龄为（5±2）

岁。研究对象中多为患肺炎、高热惊厥、小儿腹泻以及过敏性紫癜患

者。两组患儿在年龄、症状等方面均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患儿将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

语言沟通技巧应用于对照组的常规护理基础上，包括以下内容：①常

规内容：在接触患儿的时候护理人员应面带微笑，衣着整洁，精神状

态保持良好，与孩子沟通时动作轻柔、保持温和、稳定和缓慢的语调。

在护理工作中注意操作规范，避免频繁更换身体姿势。巡视病房时要

准确予以每一位患儿同样的照护，对患儿日常活动进行全面关注，创

造友好、和谐的氛围，并引导患儿保持愉快的心情，为下一步护理工

作提供方便 [2]。②标准化内容：第一，在给患儿进行治疗前，均要抚

摸患儿头部；第二，在治疗前，均要对孩子进行称赞，夸奖孩子勇敢；

第三，在治疗找血管时均要用温和的语气与患儿家属交谈，称赞男孩

子长得壮实女孩子长得纤巧，同时暗示血管不易寻找；第四，穿刺成

功后护理人员要使用真棒的手势给他们无声的鼓励。③护理人员在与

患儿进行语言沟通时可注意患儿的面部表情，保持与患儿目光的对接，

以真诚、赞赏、怜爱的眼神交流，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使患儿

对工作人员产生亲近感，减少恐惧心理。不要仰视患儿，用形体语言

创造一个平等的情境模式，以避免患儿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在护

士与患者和家属的交流中，护士应对患儿和家属的肢体语言给予关注，

注意观察患儿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以此来评估患儿的心理及生理状

况。④注意病房内温度与湿度，保持病区环境温馨，舒适。健康宣教时，

注意与患儿之间的距离，可站在能使患儿有安全感的位置进行沟通交

流，便于在体现护理人员工作认真负责的同时能给患儿及其家属留下

一个好的印象 [3]。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分析，以（χ±s）表示计量资料，

经 t 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经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儿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对照组和观察组患儿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照组 n=60 35（58.3%） 15（25.0%） 10（16.7%） 50（83.3%）

观察组 n=60 40（66.7%） 18（30.0%） 2（3.3%） 58（96.7%）

3 讨论

肢体沟通语言也被称为姿语，是指在特定环境情况下凭借自己

的身体实施动作和姿势，向倾听者传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 [4]。儿科

护理临床工作中，肢体语言沟通的价值越来越凸显，肢体语言结合称

赞性语言沟通配合常规语言沟通联合应用效果显著，在改善儿科治疗

护理工作现状方面有积极意义，因此值得在临床中大力推广应用。比

起常规儿科护理措施，加入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沟通之后，患儿

能够更加准确、高效的配合护理人员完成治疗护理工作，增强医护人

员与患儿之间的亲切感，尤其是婴幼儿治疗护理中可有效改善工作情

况，为判断治疗护理效果提供了有效判断指标 [5]。通过对我院收治的

120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研究，对照组患儿满意率为 83.3%，观察

组患儿满意率为 96.7%，观察组患儿的满意率显著好于对照组（P ＜

0.05），可以看出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沟通对于治疗配合度的提高。

同时，护理工作者的肢体语言也表现在各个方面。在现今的医患关系

中，护理工作者应重视肢体语言和称赞性语言沟通技巧的学习与应用。

综上所述，在对患儿护理过程中进行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

沟通，能够有效提高护理效果，而且对患儿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也同样

具有积极的作用，在护理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应用价值，临床中得

到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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