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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在小儿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及对家属护理 

满意度的影响 

王 婧，孙 欣，陈 霞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摘要】目的 分析小儿护理工作中使用肢体语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的应用效果与对其家属护理满意度的

影响。方法 纳入 2023.01~2024.01 内收治的患儿 68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肢

体语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各 34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前患儿生理和心理舒适度评分差异均无意

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生理和心理舒适度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且对比护理满意度显示，观察组较对照

组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进行小儿护理时应用肢体语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能够显

著提升患儿生理舒适度和心理舒适度，提高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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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ody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nursing in pediatric nursing and 

its impact on family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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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using body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nursing in pediatric nursing work and its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with nursing 
care. Methods A total of 68 pediatric patients admitted between January 2023 and January 2024 were includ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body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ized nursing), with 3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mfort scores of the children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mfort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mpared with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higher satisfac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body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personalized nursing in pediatric ca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mfort of children,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families with nursing 
care, and have high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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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儿护理工作中，采用创新的护理模式以提升

护理质量和患者家属的满意度显得尤为重要。肢体语

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护理策略，

正逐渐在儿科护理领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潜力[1]。

儿童作为一类特殊的护理对象，其护理工作不仅要求

高度的专业技能，还需要细致的个体化关怀。儿童，尤

其是年幼的患儿，由于其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

限制，往往难以准确描述自己的感受和需求[2]。此时，

肢体语言作为一种非言语的沟通方式，能够弥补语言

表达的不足，使护理人员更好地理解患儿的需求和情

绪状态。 
个体化护理则强调将患儿视为独特的个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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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龄、生长发育阶段、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等因素，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3]。这种护理模式不仅关注患儿

的身体健康，还注重其心理需求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

养。通过深入了解患儿的个性特点、生活习惯和文化背

景，护理人员能够为其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护理服务
[4]。本研究中，即分析了小儿护理工作中使用肢体语言

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的应用效果与对其家属护理满意

度的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纳入 2023.01~2024.01 内收治的患儿 68 例，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4 例。对照组含

男性 19 例，女性 15 例；年龄 2~12 岁，平均（6.22±
1.26）岁。观察组含男性 18 例，女性 16 例；年龄 1~12
岁，平均（6.32±1.10）岁。患儿组间资料差异不存在

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经患儿家属知情同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对研究审批。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即按照临床患儿护理要求

进行体征监测、饮食干预、用药护理、健康宣教等。 
观察组使用肢体语言沟通联合个性化护理： 
肢体语言沟通：①面部表情管理：护理人员在工作

中应始终保持面带微笑，言语温和，以拉近与患儿的距

离，使患儿感受到亲切与安全。避免在患儿及家属面前

露出紧张、厌恶、恐慌等负面情绪，以免对患儿造成不

良影响。②肢体动作的运用：借助点头、拥抱、手势等

动作营造轻松、愉悦的沟通氛围，帮助患儿及家属了解

护理流程与注意事项。在与患儿互动时，给予轻柔的抚

触，保持肢体温度适中，手部整洁，以赋予患儿舒适感。

通过眼神交流向患儿传达鼓励、支持的信息，消除其在

治疗期间的恐惧感与抵触情绪。③情感关怀：在打针、

用药前，通过小游戏等方式舒缓患儿的紧张情绪，并对

其进行奖励。时刻关注患儿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安慰

与鼓励，增强其信任感与配合度。 

个体化护理：①环境调节：将患儿病房调节至适宜

的温度（18～20℃）与湿度（50%～60%），以提高患

儿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保持病房内安静、整洁，为患

儿创造一个舒适的治疗环境。②体位护理：根据患儿的

病情与舒适度，选择适宜的体位，如坐位、半坐位等，

以利于患儿肺部的扩张与痰液排出。对于频繁吐奶的

婴儿，建议其吃奶后躺于 15-30 度斜坡的床垫上，且身

体侧卧，以减少呛奶风险。③饮食护理：根据患儿的年

龄、病情及营养需求，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对于高

热失水的患儿，应忌食高蛋白食物，待症状解除后再及

时补充解毒泻火、止咳平喘等食物。鼓励患儿多摄入新

鲜蔬果与维生素，以促进其康复。④并发症护理：密切

观察患儿的生命体征与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并

发症。如患儿发生心力衰竭时，及时给予吸氧、利尿、

强心等干预措施；对呼吸衰竭患儿则增加吸痰频率，调

整机械参数等。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本院自制舒适度量表评估患儿干预前后

生理舒适度与心理舒适度情况，分数 0~100 分，分数

与患儿舒适度情况为正相关。 
（2）对比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采用满意度调查

问卷评估家属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情况，对比

其总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表示为 t 和“ sx ± ”，计数资料表示为 χ2 和“%”，

当 P＜0.05 时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舒适度对比 
干预前两组舒适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观察组生理舒适度和心理舒适度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如表 1。 
2.2 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家属护理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舒适度对比（ sx ± ） 

组别 
生理舒适度（分） 心理舒适度（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34） 57.63±3.59 90.22±3.16 60.74±4.12 93.19±4.11 

对照组（n=34） 57.85±4.01 72.66±4.07 61.07±4.20 75.48±5.21 

t 0.238 19.871 0.327 15.562 

P 0.812 0.001 0.74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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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家属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34） 25（73.53%） 8（23.53%） 1（2.94%） 33（97.06%） 

对照组（n=34） 19（55.88%） 7（20.59%） 8（23.53%） 26（76.47%） 

χ2 - - - 6.275 

P - - - 0.012 

 
3 讨论 
小儿护理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由于儿童在

生理和心理上尚未发育成熟，常规的护理方法往往难

以满足其需求。常规护理往往采用标准化的护理流程，

忽略了患儿个体差异和具体需求。常规护理方法往往

只关注患儿的生理需求，忽视了心理和社会需求。小儿

患者在面对疾病时，容易产生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

常规护理方法难以有效缓解这些情绪，从而影响患儿

的康复效果。且常规护理方法往往缺乏与患儿及家属

的有效沟通，导致护患关系紧张。患儿及家属对病情和

治疗方案缺乏了解，容易产生误解和不满，增加了护理

工作的难度[5]。 
肢体语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

模式，它通过综合运用肢体语言、个性化护理方案等手

段，提高患儿的生理舒适度、心理舒适度及家属护理满

意度。个体化护理方案能够针对患儿的具体病情和身

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措施。例如，对于患有呼吸

系统疾病的小儿，可以根据其病情和呼吸功能，制定个

性化的氧气吸入和体位调整方案，从而提高患儿的生

理舒适度[5]。护理人员通过肢体语言，如轻拍患儿背部、

调整呼吸节奏等，能够进一步缓解患儿的不适感。肢体

语言沟通在小儿护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护理人员通过

面带微笑、眼神交流、轻抚患儿等方式，能够传递关爱

和温暖，增强患儿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此外，个体化护

理方案还注重患儿的心理需求，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心

理疏导等手段，帮助患儿缓解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

提升心理舒适度[7]。肢体语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不仅

关注患儿的需求，还注重与家属的沟通与合作。护理人

员通过详细介绍病情、治疗方案和护理措施，及时解答

家属的疑问，增强家属对护理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同时，

个体化护理方案还能够根据家属的反馈和需求，不断

优化护理服务，提高家属的护理满意度[8]。 

综上所述，肢体语言沟通联合个体化护理能够显

著提高患儿的生理舒适度、心理舒适度及家属护理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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