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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改善精神发育迟滞儿童家长焦虑情绪的影响分析
王大娇

厦门市仙岳医院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对改善精神发育迟滞儿童家长焦虑情绪的影响。方法　将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精

神发育迟滞儿童家长 100 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并分析不同护理方式的应用效果。结果　实验组家长焦虑情绪的改善优于对照组，

P ＜ 0.05。结论　精神发育迟滞儿童家长接受心理护理干预之后其心理压力能够得到良好的改善，减轻其出现焦虑的现象，促使其树

立治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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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精神发育迟滞儿童其心理活动能力、学习能力、生活自

理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均照比正常儿童落后，患儿有明显的智

力低下情况，在临床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小儿发育障碍性疾病。

该病根据其智力低下的实际状况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以及极重

度迟缓，通常当孩子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缓之后，作为家长会出

现非常明显的负性情绪，焦虑感显著提升，不但影响自身的心理

健康水平，对家庭环境也会带来非常多的不良影响，使家庭以及

社会的压力大幅度提升。因此，在临床当中除了要积极的对患儿

展开治疗，对家长的心理状态也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及时的对其

展开心理护理，以帮助家长改善其焦虑的状态，使其整体的配合

度提高，树立家长的治疗信心，从而使患儿的治疗能够顺利的展开，

提高治疗效果 [1]。基于此，本研究将针对我院接受治疗精神发育

迟滞儿童家长的焦虑情绪展开心理护理，并分析应用效果，具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精神发育迟滞儿童

家长 100 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50 人，实验组患者

中男性 25 例，女性 25 例，平均年龄（38.74±5.48）岁，对照组

患者中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平均年龄（38.04±5.39）岁，一

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家长接受常规护理，实验组家长给予心理护理干预，

具体内容如下：（1）科室内成立心理护理小组，对组内成员进行

相关的心理护理培训，使其能够学习如何正确的展开心理护理，

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根据患儿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家长的

心理状态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计划并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

（2）与家长进行沟通，明确其对患儿病情的真实认知程度，通过

健康教育的模式向其讲解患儿的疾病状态、临床治疗的方式、需

要家长配合的方向等，要让家长明白自己的孩子患了这种疾病不

是一件丢人的事，也不是因为家长的照顾不好而导致的疾病发生。

使其能够正确的接受孩子已经患病的事实，对家长出现的错误想

法和错误认知及时的进行纠正。（3）采用团体干预的模式进行心

理护理，邀请患儿状况基本相似的家长参与到团体干预当中，每

周组织一次座谈会，正确的引导家长之间互相交流，宣泄内心的

情绪。邀请专家来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和科普，促使家长之间建

立一个良好的互帮互助关系，使其能够相互鼓励，帮助家长树立

治疗的信心。（4）寻求社会支持，适当的邀请亲友、同事等对患

儿及其家长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让家长能够感受到社会层面

的理解，并且明确亲友并没有对孩子的疾病产生歧视，同时还能

够给予家庭充分的关心和帮助，让家长能够正确的面对疾病，获

得相关的社会层面支持。（5）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相关的心理治疗，

护理人员需要帮助家长调整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进

行深入且正确的高效交流，促使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互相

鼓励和安抚。从而降低家长的焦虑情绪。（6）指导家长进行正确

的情绪自我调节，可以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一听轻柔的音乐，读

一些书或看一些喜剧片，也可以参与一些可以陶冶情操的学习当

中，例如学习一下插花、画画、写字等。

1.3 观察指标

对比家长焦虑情绪改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2.0 软件进行 t、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家长焦虑情绪改善情况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 0.05）。

表 1：对比家长焦虑情绪改善情况（χ±s/ 分）

组别 例数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0 58.12±4.64 43.01±2.75

对照组 50 58.20±4.43 46.34±3.51

t - 0.0882 5.2807

P - 0.9299 0.0000

3 讨论
精神发育迟滞在儿童当中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种精神疾病，并

且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不同其后期的康复效果以及治疗费用也有

一定的差异性，而且该病的发生会对患儿的智力、心理、生理等

多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家长的心理方面、社会方面及经济方

面的压力都会大幅度提升，很容易导致焦虑等负性情绪不断的加

重。因此除了给予患儿高效且积极的治疗干预之外，也要对家长

的心理状态给予充分的关注，通过心理护理来帮助其调整内心的

负性情绪，减轻家长的心理压力，促使其能够积极且主动的参与

到患儿的治疗当中，树立起治疗的信心 [2]。通过相关的健康指导

和认知教育，可以让家长正确的了解患儿的相关情况以及具体的

治疗方案等，纠正家长的错误想法，可以帮助其改善心理状态，

使其依从度提高，通过团体干预的模式可以让家长的负性情绪找

到一个宣泄口，以更加高效的共情模式让家长得到安抚和鼓励，

使其能够逐渐的放松身心，减轻心理压力。通过社会以及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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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母婴健康方面意义重大。分析原因：本研究结合患者的具

体情况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病情全面检测，重视危重

患者的护理工作，既可以将护理质量提升，而且可以将医护人员

判断病情变化的能力有效提升。对胎儿情况加强监测，如有需要

采取剖宫产干预可以将胎儿缺氧、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有效降低，

有效对其预后改善 [6]。同时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便于其不良情

绪的改善而稳定其生命体征；对患者实施硫酸镁治疗，观察患者

用药后的反应，便于及时发现异常而进行针对性处理，保证母婴

健康。同时对患者血压定时检测，且根据胎儿的具体情况进行药

物干预或者剖宫产干预，旨在保障母婴安全 [7]。

总而言之，对于 PIH 合并胎盘早剥患者来讲，结合其临床特

征实施综合护理措施可有效稳定其生命体征，降低剖宫产率且对

新生儿预后有效改善，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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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到自身的疾病，纠正对疾病的不良认知，可以积极的配合

医护人员的工作；而心理护理不仅能够改善患者不良的心理情绪，

同时也能够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以及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综上所述，本文对患者使用健康教育联合心理护理，可以改

善患者不良的心理情绪，并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同时也进一

步的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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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实验组 31 24（77.42%）6（19.35%） 1（3.23%） 30（96.77%）

对照组 31 18（58.06%）5（16.13%）8（25.81%）23（74.19%）

χ2 6.590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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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家属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使其能够认知到积极配合治疗与

护理对于改善疾病的重要性。通过心理干预可以缓解负面情绪反

应，帮助患者建立治疗的信心。再搭配饮食干预，可提高与改善

病人饮食结构，促使饮食合理性，提高身体康复效果。

综上所述，整体护理在乙型肝炎患者的护理中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该方案值得临床应用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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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让家长逐渐的减轻羞耻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关心能够使其

感受到社会和家人所带来的温暖，让家长获得更强大的精神支柱。

通过正确的方式将内心的不良情绪释放出来可以减轻焦虑加重的

现象，通过一些可以陶冶情操的生活细节来缓解内心的不良情绪，

分散其在患儿身上的注意力，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 [3]。本研

究中实验组家长焦虑情绪的改善优于对照组，P＜ 0.05。

综上所述，精神发育迟滞儿童家长接受心理护理干预之后其

心理压力能够得到良好的改善，减轻其出现焦虑的现象，促使其

树立治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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