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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疗养院健康教育有助于疗养人员加强对健康护理工作的认识,并养成科学文明的健康生活习

惯,提升疗养人员的身体素质。本文重点分析了疗养院健康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在疗养院护

理工作中开展疗养人员的健康教育进行了探索,希望为疗养院健康护理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一些意见

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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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n Nursing Work in Sanat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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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education in sanatorium helps convalesc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care, 

develop scientific and civilized healthy living habits, and improve their physical qua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health education in sanatorium, and explores how to carry out 

health education for sanatorium staff in nursing work in sanatorium, hoping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work in sanat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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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医学技术的发展,疗养院整体护理水平也得到

了明显的提升,对疗养人员实施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个性化健康教育是指疗养院通过制定有计划、

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使疗养人员树立起健康的意识,改

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并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从而在疗养院的

护理工作中保持身心健康。通过对疗养人员进行健康教育可以

更好的了解其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护理工作,帮助疗养人

员选择和养成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健康教育的重点是以人为

本,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疗养人员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护理工

作。将健康教育运用到疗养院的护理工作中,有效地提高了护理

工作效率,提升了疗养人员对疗养院工作的满意度。 

1 疗养院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1.1医学理念没有彻底转变 

近年来,医学技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疗养院在健康

教育上并没有与时俱进,仍在沿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对于健

康教育的新模式缺乏正确认识,对健康教育也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现代医学的总体要求是无病早防、有病早治、治中有防、

保健康复。由此可见,健康教育在医学界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

是将卫生知识和健康行为紧密连接的纽带,疗养院可以通过制

定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护理工作和教育模式,帮助疗养人

员自愿自主地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将潜在的影响健

康的因素消除掉,减少疾病的发生。 

1.2对健康教育的内涵理解不深入 

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疗养院存在片面认识,认为疗养

院是保健组织机构,没必要进行专门的健康教育,认为健康教育

就是通过在黑板报、公告栏粘贴材料来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

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健康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有计划、有

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强化认识养成健康的行为,减少和消

除危险因素,降低疾病的发生率,保证身心健康。健康教育涉及

到许多学科,如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 

1.3没有形成完善的健康教育机制和组织机构 

近年来,随着健康教育和整体护理逐渐完善深入,疗养院各

级领导和护理人员对健康教育越来越重视。各级领导也将健康

教育作为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并给予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

力支持。但是对于健康教育机制和组织机构的组建方面还存在

一定不足,疗养院仍在沿用医疗工作中健康教育的规章制度,没

有结合疗养院的具体工作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机制和制度,疗

养计划和健康教育授课指导都缺乏专人负责,疗养人员仅是通

过阅读、浏览健康教育宣教手册等资料了解健康教育知识。 

1.4健康教育科学体系建设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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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涉及到的学科众多,具体包括心理学、行为科学、

预防医学等。在疗养院开展健康教育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情况

和疗养人员的特点,制定合理的健康管理内容,加强高血压、糖

尿病、中风等老年常见病的预防。但是一些疗养院在疗养护理

工作中过分采用自然疗养方式,将景观疗养和人文疗养的功能

放大化。疗养院并没有基于“大健康”视觉下建设完善的健康

教育管理体系,未能采取健康体检、健康评估、健康治疗、行为

干预、健康指导这一科学合理的疗养程序。 

1.5健康教育方式和手段单一 

在疗养院进行健康教育可以采取口头教育、书面教育等

各种形式,疗养人员之间还可以进行互动教育等方式,多种教

育方式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健康教育效果,调动疗养人员的学

习积极主动性。另外,通过门诊、住院、保健治疗等各环节的

针对性健康教育,再充分利用疗养院内的自然景观、人文环境

等展开全面的健康教育,以此有效保证疗养院健康教育的效

果,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如今,传统的疗养

健康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大健康”时代人们对于健康教

育的要求,疗养院要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增加疗养健康教育管

理中的科技含量,借助互联网技术、新媒体教学设施等丰富疗

养健康教育的方式和手段。 

2 健康教育在疗养院护理工作中的应用过程 

健康教育是疗养院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疗养

人员对疗养院的满意程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具体的健康教育

实施过程中,本文根据疗养人员疗养整个过程分别采取问卷调

查、健康评估、疗养方案制定、健康教育指导等方式,保证了健

康教育的有序、有效开展。 

2.1问卷调查 

待疗养人员进入疗养院后可以召开疗养见面会,向疗养人

员详细介绍疗养院的基本情况和疗养计划以及周围环境等,使

疗养人员对疗养环境和疗养过程有初步认识,然后对疗养人员

进行身体状况做一个详尽的调查问卷,并在填写问卷过程中和

疗养人员进行简单的互动,让疗养人员放松心情,对疗养院产生

信心。 

2.2健康评估 

疗养院根据调研问卷的结果以及疗养人员之前的既往病史

和体检结果等信息,安排医护人员对每一位疗养人员进行全面

的健康评估。健康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疗养人员的心理状态、

身体情况、生活习惯等,从而为每一位疗养人员制定专属的健康

教育计划。 

2.3方案制定 

完成问卷调查和健康评估后,主管医师即可制定疗养人员

专属的健康教育方案了,日后即根据健康教育方案开展具体的

个性化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方案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有：疾病的

病因及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并发症、治疗方案和心理指导、

生活指导、安全和运动指导等。 

2.4健康教育指导 

主管医师在对每个疗养人员制定专属健康教育方案时,需

要综合分析疗养人员的基本情况,如疗养人员的文化水平、工作

内容、生活方式习惯等,进而制定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治疗方

案。如疗养院主管医师对于文化水平高、理解能力强的疗养人

员可以采用口头传授的教育形式,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低、接受能

力差的疗养人员可采取通俗易懂的讲授方式,将教育重点通俗

易懂地讲授给疗养人员。对于一些存在听力障碍的疗养人员,

可以借助图片、图形等对教育内容反复宣讲,以方便其理解和记

忆。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还要将健康教育的内容在护理工作中淋

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如在对疗养人员进行身体检查时,可以为其

讲解体检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体检的过程和注意事项等；在为疗

养人员进行打针吃药时,还可以为其讲解药物的作用和可能会

出现的不适反应等；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还要注意和

疗养人员的交流沟通,及时了解掌握疗养人员的心理状态,并进

行适当的心理指导。另外,在日常的生活中还需要对疗养人员的

不良行为和习惯等进行纠正,实时提供一些有助于睡眠、运动的

健康知识。 

2.5效果评价 

在对疗养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教育后,通过发放健康

知识教育问卷的方式对疗养人员的知识掌握情况进行了解。同

时,也会随机选择疗养人员进行提问,以进一步明确疗养人员对

于健康教育的掌握程度,进而做出准确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2.6随访 

在疗养人员进入疗养院前,相关人员需要对其信息予以详

细登记,并在其出院后的三个月内以电话或是微信的方式进行

随访。随访内容主要是了解疗养人员出院后的饮食起居、身体

情况以及近期的体察情况。借助随访的方式,进一步掌握健康教

育的效果,增强疗养人员与护理人员的沟通和交流,更好的明确

疗养人员的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水平。 

3 健康教育在疗养院护理工作中的应用途径 

3.1规范疗养健康教育机制 

首先,建立健全疗养院健康教育组织机构,明确机关各业务

部门工作职责和分工,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管理制度； 

其次,对年度疗养健康教育管理活动进行科学规划,完善疗

养健康教育计划,制定完备的《健康教育工作手册》。有针对性

地制定门诊健康教育计划、住院疗养人员健康教育计划、随机

健康教育计划等。 

最后,建立健全疗养、康复、理疗各学科建设,健全疗养健

康教育管理质量评估体系,严格按照疗养健康教育管理质量标

准规范疗养健康教育活动全过程。 

3.2科学统筹疗养健康教育 

疗养院全体均需对健康教育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实现健康

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统筹。具体来说,可以从完善组织机构、培

养康复疗养人才以及优化康复理疗基础设施等几个方面入手,

以此为健康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重要的条件支持。另

外,还需要针对不同疗养人员的不同疗养需求,制定个性化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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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强化健康教育的各个环节。确保统筹工作的科学性,且

完全副覆盖到从组织领导到计划安排、从人才培养到经费投入

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以此提高健康教育工作的效果,为疗养人员

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3.3丰富健康教育手段 

通过多渠道的宣传方式丰富健康教育手段,使疗养人员可

以更多的获取健康知识,并在生活中有意识地约束自己,戒掉不

良的生活习惯。例如,疗养院可以在企业公众号、院内健康宣传

橱窗或是自身的广播电台,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与普及。尤其是

针对一些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疗养人员,

更需要时时督促其摒弃抽烟、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

疗养院还可以为疗养人员进行心理健康咨询,或是在网上严格

甄选健康知识讲座进行播放,并倡导疗养人员学习太极拳、太极

剑以及现代舞等健康体疗方式。通过一线护理人员的图文宣传、

口头讲解以及示范训练,采取阶梯座谈式、娱乐锻炼式、感情交

流式、出院嘱托式进行疗养健康教育,切实用活“小教员”,抓

好“大健康”。 

3.4实现健康教育需求的个性化 

疗养院接收的疗养人员除在职中高级干部外,大部分以离

退休老干部为主,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病、

高脂血症、2型糖尿病等)是常见的疾病类型,其他少数疾病还有

慢性胃炎、高尿酸血症、痛风、前列腺疾病、颈椎病等。而特

勤疗养人员属于特殊人群,并以集体形式疗养,因而特勤疗养人

员的健康教育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要求做到系统性、连续性。

通常老年疗养人员表现出固执、易怒,不易合作,不同疗养人员

的个性特征、生理和心理特质、工作性质以及文化状况,都要求

疗养院做到按照个性化需求开展健康教育。 

3.5系统化评估健康教育效果 

疗养健康教育管理活动的质量是衡量疗养院各学科建设水

平的重要指标,且也事关疗养人员的身心健康。为此,需要疗养

院系统化评估健康教育效果。在实际的工作中,从效应评价与结

果评价入手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 

首先,效应评价。又被称为中期或是近期效果评价,是指疗

养人员在接受健康学习后,其对所学知识、技能、行为改变情况

进行判断和评价的过程。 

其次,结果评价。也称远期评价,是指疗养人员在接受健康

学习后,对其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变化情况进行判断。 

借助健康教育,可以使疗养人员在院期间深入意识到健康

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约束自我养成健康的生

活习惯。因此需要系统化评估疗养人员健康教育前后知识掌握

情况、态度与行为改变等方面,以此真正发挥健康教育的作用。 

3.6注重服务的人性化 

疗养人员来自不同的岗位与单位,在年龄、文化程度与身份

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疗养院需要注重服务的人性化,秉

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发挥护理人员在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全面细致的掌握疗养人员的身体情况、生活习惯、情绪变化

以及性格爱好等,借此构建良好的疗护关系,更好的服务于疗养

人员。 

因此护理人员需要注意服务的态度,应做到和蔼可亲、语气

温和、有耐心。对于年纪较大的老年疗养人员,应反复讲解,可

采取口头或书面提问形式,强化健康教育的效果。例如,如果疗

养人员为在职干部或是空勤人员,可以为其宣传限酒、戒烟、运

动锻炼、防病知识等内容；如果是老干部群体,则需要进行饮食、

作息、戒烟酒和保健知识的宣传。服务只有做到因人而异,确保

服务的个性化,才能更好的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切实加强疗养人员的保健服务效果、使其享受

到更好的疗养服务,需要疗养院重新审视自身的工作现状,找到

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大健康”时代特征出发,采取

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全面满足疗养人员的具体需求,创新健康

教育机制和方法,最终科学持久的开展好健康教育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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