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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心理疏导三要素
简娜 （四川省邻水县人民医院，四川邻水 638500）

随着大众对健康认知水平的逐渐提升，对医院

儿科的医疗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这种

更高的要求往往体现在患儿躯体疾病的治疗上，而

对心理层面的疏导重视程度相对有限，导致患儿疾

病的诊断、治疗存在缺位现象，不利于患儿的身心

健康。

从患儿的角度上来看，在患病的同时，心理

也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会伴随其一生的

成长。因此，在儿科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不

能单一只注重医疗工作的开展，还需注重高质量

的心理疏导，达到身心协同的治疗效果，才能使

患儿的身心健康得到保障，满足大众对儿科医疗

工作的要求。

患儿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有些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些人需要用一

生治愈童年”，这对于广大患儿来说也是一样的。

儿童在患病后，受到影响的不单单是身体层面，心

理层面同样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譬如，受呼吸

道、肠道感染性疾病的长期影响下，孩子的精神状

态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情绪低落、抗拒

治疗等，进而影响医院儿科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并且形成的心理问题还可能会伴随孩子较长的成长

过程。因此，在医院儿科医疗工作当中，需要高度

重视患儿的心理疏导，对患儿疾病的治疗、康复和

成长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医院儿科心理疏导三要素

患儿是比较特殊的医疗对象，由于其身心发展

不健全，在实际的心理疏导过程中不过于简单，而

是要积极进行研究和分析，采取针对性的心理对策。

具体来说，需要注意以下三个要素：

环境要素

环境对于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深远的，对

于身心发展不健全的患儿来说更是如此。其中，如

果病房环境长期很压抑，再加上疾病所造成的影响，

容易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情绪。儿童的焦虑障碍其中

包括社交焦虑，可导致患儿与陌生人接触时持续退



14

育儿讲堂育儿讲堂

缩，妨碍与同伴的正常交流。因此，在对医院儿科

的患儿进行心理疏导的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环境

所产生的影响，主动优化，使得患儿能在良好的环

境中接受治疗，这是保证高质量医疗工作的重要前

提。然而，很多医院儿科对医疗环境重视程度不够，

导致患儿处于一个陌生、疏离的环境中，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患儿心理问题的出现概率，这需要在日

后注重优化。

沟通交流

一般情况下，儿科收治的患儿年龄普遍较小，

活泼好动，具有较强的交流欲望和需求，而心理疏

导主要是通过护患之间的不断交流实现的。因此，

在儿科的心理疏导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沟通和交

流，以患儿可以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心理

疏导，更有利于快速取得对应的成效；还可以促进

护患相互了解，使得心理疏导更具有针对性、更加

顺利。

持续性

医院儿科心理疏导并不是寻常意义上患儿出现

了心理问题后再进行，这样往往“为时已晚”。因此，

在实际的儿科心理疏导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即时

性和持续性。其中，即时性在于及时开展心理疏导，

避免心理问题对于患儿产生影响；持续性在于保持

心理疏导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使患儿能够从头到尾

得到心理支持，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提升儿科医

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儿科心理疏导的建议

医院儿科心理疏导本质上是一项系统性、全面

性、细致性都比较强的工作，不能以一蹴而就的态

度开展，需要长期坚持，注重工作实践，从实践中

发现问题，并针对儿科的心理疏导进行全面优化和

完善，进而达到更好的效果，为后续的儿科医疗工

作提供重要的、必要的支撑。例如，儿科医护工作

人员对孩子开展心理疏导时，不能出现“断层”现象。

目前国内部分医院的儿科病房虽然注重孩子的心理

问题，然而医护工作人员在换班情况下，心理疏导

出现了断层。因此，医护人员间需要加强沟通和联

系，避免心理疏导出现断层，使得患儿的身心始终

可以得到良好的引导。例如，医护工作人员可以帮

患儿找到一个近期的目标或者说爱好，这样其精神

上才有寄托。有了想做的事情，就会占用患儿大部

分精力和时间，也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或和父母、

医护人员闹脾气。

在儿科的心理疏导工作中，医护人员的引导有

着重要影响，尤其要注重对家长的指导，包括要多

和患儿沟通，让其意识到生病只是暂时的，治好就

没事了；不要刻意阻止患儿与外界交流，要以乐观

的态度对待，培养患儿正常的社交能力，这对其成

长非常重要。而且，与患儿身心距离接触最近的就

是家长，倘若家长心理出现问题，那么孩子也容易

出现心身问题。因此，医院儿科心理疏导的对象不

仅是患儿，还包括患儿的父母，这对患儿心理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任何工作都需要讲究方式方法，这一点在儿科

病房心理疏导过程中亦是如此。心理疏导如果一直

保持在口头上，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医院儿

科医护人员需要注重心理疏导方法的运用。首先要

弱化儿童所患疾病的程度，从而减少自卑感和恐惧

感；帮助孩子树立信心，告诉其现在的医疗手段和

技术都很发达，疾病的治疗非常成功，从而建立孩

子战胜病魔的信心。

结束语

医院儿科收治的患儿年龄比较小，身心较为脆

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治疗的效果。因此，在儿

科的医疗工作中，不仅要重视疾病的治疗，还需要

注重心理疏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