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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对小儿护理的效果 

闫婷婷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枣庄 

【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肢体语言与称赞性语言联合应用于小儿护理中的实际效果，通过对比分析其

对于提升患儿治疗依从性及增强家属满意度的具体作用。方法 研究选取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于

我院接受治疗的 98 例患儿，将其随机均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包含 49 例患儿。对照组患儿接受常

规护理模式，而观察组患儿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融入了肢体语言与称赞性语言的综合护理干预。通过对两组

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及家属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以评估该干预措施的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较对

照组有显著提升（P<0.05），同时家属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肢体语言与称赞性语言的联合

应用，在小儿护理中能够显著提升患儿的治疗配合度和家属满意度，是一种值得临床推广的有效护理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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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body language combined with complimenting language on chil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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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combining body language and 
praise language in pediatric care, and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effect of improving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enhancing 
family satisfaction. Methods The study, 98 childre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nd each group contained 49 children.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usual care mode, while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tegrated integra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of body language and praise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usual car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liance of 
treatmen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nd the family satisfac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body 
language and praise languag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cooperation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 in 
pediatric nursing, which is an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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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护理理念的日益更新，

小儿护理作为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护理

质量和效果越来越受到关注[1]。由于小儿患者生理、心

理发育尚未成熟，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传统的护理模式

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护理效果[2]。因此，探索更加有效、

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肢体语言作为

非语言沟通的重要方式，能够直观、生动地表达情感和

信息，对于理解能力有限的小儿患者尤为适用[3]。同时，

称赞性语言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干预手段，能够增强

患儿的自信心和配合度，有助于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护

理质量[4]。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探讨肢

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在小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以

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98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儿

均满足纳入标准，并排除了患有严重器质性疾病、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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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障碍、凝血功能异常及精神疾病的情况。为了确

保研究的公正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均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包含 49 例。观察组患儿的年龄跨

度为 1 岁至 10 岁，平均年龄为（5.23±2.14）岁，病程

范围为 1 周至 3 个月，平均病程为（1.56±0.67）个月。

对照组患儿的年龄范围为 1 岁至 9 岁，平均年龄为

（5.18±2.09）岁，病程为 1 周至 2.5 个月，平均病程为

（1.49±0.62）个月。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

般资料上的比较，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年龄 1 岁至 10 岁；（2）经临床

诊断为需要住院治疗的患儿；（3）患儿的监护人需同

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相关的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器质性疾病者；（2）心

肝肾功能存在严重障碍者；（3）凝血功能异常者；（4）
患有精神疾病的患儿；（5）无法配合完成本研究的患

儿。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接受常规护理，包括病情监测、用药

指导、饮食护理、安全宣教等。护理人员以良好的心态

和微笑服务理念从事护理工作，保持衣服整洁，用温柔、

缓慢的语调与患儿交流，充分关注患儿的日常活动，营

造友好和谐的氛围。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肢体语言结合称

赞性语言的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肢体语言沟通：护理人员在患儿面前保持微笑，注

意仪容仪表，保持衣服清洁，避免佩戴尖锐饰物以免伤

害患儿。治疗前轻柔抚摸患儿的头部，用言语和手势表

扬或鼓励患儿，减少其对治疗过程的恐惧。当进行疼痛

性操作时（如打针），避免吓唬患儿，而是通过表扬患

儿的勇气和使用故事来放松和分散其注意力。在与患

儿交谈时，护理人员应低下头或蹲着，尽量用与患儿相

同水平的眼神看其眼睛，以增强患儿的信任感。 
称赞性语言应用：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应经常

使用称赞性语言鼓励患儿，如“你真勇敢”“做得真好”
等，以增强患儿的自信心和配合度。同时，对于患儿的

每一个进步和努力都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让患儿

感受到被关注和认可。 
1.3 观察指标 
治疗依从性：据患儿在治疗过程中的配合程度来

评价，具体分为三个等级：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和不依

从。完全依从表示患儿能够完全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

部分依从则表示患儿在大部分治疗和护理中能够配合，

但存在部分抗拒情绪；不依从则表示患儿对治疗和护

理工作不配合。治疗依从性的计算公式为：（完全依从

的患儿数+部分依从的患儿数）/总患儿数×100%。 
家属满意度：通过自制问卷对患儿家属进行调查

来评估的，问卷满分为 100 分，并根据得分分为非常

满意（≥90 分）、满意（70-89 分）和不满意（≤69 分）

三个等级。家属满意度的计算公式为：（非常满意的家

属数+满意的家属数）/总家属数×100%。 
1.4 统计方法 
选择 SPSS 22.0 软件处理所有数据。t：检验计量

资料，就是（ sx ± ）。χ2：检验计数资料，就是[n（%）]。
P＜0.05 则数据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据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儿家属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据见表 2。 
表 1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性 
观察组 49 30（61.22） 16（32.65） 3（6.12） 46（93.88） 
对照组 49 20（40.82） 19（38.68） 10（20.41） 39（79.59） 

χ² -    4.346 
P 值 -    0.037 

表 2  两组患儿家属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家属满意度 
观察组 49 30（61.22） 17（34.69） 2（4.08） 47（95.92） 
对照组 49 18（36.73） 22（44.90） 9（18.37） 40（81.63） 

χ² -    5.018 
P 值 -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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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护理领域，肢体语言与称赞性语言作为两种非

传统的沟通方式，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5]。它们

以独特的方式，为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搭建了一座更

加紧密、和谐的沟通桥梁。肢体语言，这一无需言语的

沟通方式，通过姿态、动作、表情等身体语言来传递信

息。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的一个微笑、一个鼓励的

眼神、一次轻柔的抚摸，都可能给予患者巨大的心理支

持[6]。这种无声的语言，能够跨越言语的障碍，直接触

动患者的情感，使他们在接受治疗时感到更加安心和

舒适。而称赞性语言，则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语言

方式。它通过赞美、鼓励等言辞，来增强患者的自信心

和自尊心。在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常常会发现，一句

简单的“你做得很好”“你真勇敢”等称赞之词，往往

能够激发患者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配合治

疗。将肢体语言与称赞性语言相结合，护理人员可以创

造出一种更加人性化、更加有效的护理模式[7]。这种模

式不仅关注患者的生理需求，更重视他们的心理和情

感需求。通过这两种语言的巧妙运用，护理人员可以更

好地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从

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8]。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和家

属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这一显著差异

充分说明了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在小儿护理中的

积极作用和独特优势。具体而言，观察组患儿在治疗过

程中表现出更高的配合度和更少的抗拒情绪。这可能

是由于肢体语言和称赞性语言的应用有效缓解了患儿

的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增强了其接受治疗的意愿。

肢体语言，如温柔的眼神、轻柔的抚摸等，能够直观、

生动地传达出护理人员的关爱和安慰，使患儿感受到

温暖和安全。而称赞性语言，如“你做得很好”“你真

勇敢”等，则能够增强患儿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激发他

们积极配合治疗的内在动力。同时，家属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也显著提高。这可能是由于护理人员通过积极

的肢体语言和称赞性语言与家属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

系，让家属感受到了护理人员的关怀和专业性。在护理

过程中，护理人员不仅关注患儿的生理需求，还重视家

属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他们通过细致入微地沟通和关

怀，让家属感受到了护理工作的温暖和人性化。 
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作为一种人性化、有效

的护理干预方法，在小儿护理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首先，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不同疾病的患儿护理中。无

论是急性疾病还是慢性疾病，患儿都可能面临紧张、恐

惧等负面情绪的挑战。通过肢体语言和称赞性语言的

应用，护理人员可以有效缓解患儿的情绪问题，提高其

治疗依从性，从而改善治疗效果。其次，这种方法也可

以在不同年龄段的患儿中应用。对于年幼的患儿，肢体

语言可能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可能还无法理解复杂的

言语信息。而对于年龄稍大的患儿，称赞性语言则可以

更加有效地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因此，护理人

员需要根据患儿的年龄和认知能力，灵活运用肢体语

言和称赞性语言，以达到最佳的护理效果。为了进一步

完善和优化护理方案，可以进一步探索肢体语言与称

赞性语言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效果。例如，我们可以研

究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等不同阶段，如何运用这

两种语言来缓解患儿的紧张情绪、提高其配合度。同时，

可以探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何调整肢体语言和称

赞性语言的应用方式，以适应不同家属和患儿的沟通

需求。 
综上所述，肢体语言结合称赞性语言在小儿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够显著提高患儿的治疗依从性

和家属满意度。这一发现为小儿护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大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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