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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疗法在儿童大面积烧伤中的应用

魏雅静，李希西
（绵阳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目的 探讨叙事护理疗法对儿童大面积烧伤的影响。方法 选择2020年9月-2021年9月绵阳市中

心医院烧伤整形科收治的76例学龄前大面积烧伤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3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心理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基于叙事疗法的心理弹性干预方

案，比较两组心理弹性、自我管理行为（自我管理技能、自我管理责任感及自我概念及健康知识水平）及

生活质量（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结果 两组出院时及3个月后心理弹性水平均高于入院时，

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自我管理技能、自我管理责任感、自我概念

及健康知识水平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学龄前期大面积烧伤患儿应用基于叙事疗法

的心理弹性干预方案，能够增强患儿的治疗信心，重构生命故事，有助于提升患儿自我管理行为及生命质

量，改善患儿心理弹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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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Nursing Therapy in Children with Extensive Burns
WEI Ya-jing, LI Xi-xi

(Department of Burns and Plastic Surgery, 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Mianyang 621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arrative nursing therapy on large area burn in children. Methods  A total of 76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large area burn admitted to the Burn and Plastic Department of 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tervention program based on narrative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elf-management skills, self-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elf-concept and health knowledge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s of resilience at discharge and three months after admission in the two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t admission, 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levels of self-management skills, self-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elf-concept and health 
knowled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esilience 
intervention program based on narrative therapy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large area burns can enhance the treatment confidence 
of children, reconstruct the life story, help to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children.

【Key words】Narrative nursing therapy; Self-management; Large area b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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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能独立行走且活动范围较大，存

在较强的好奇心，因此烧伤事件发生率较高[1，2]。

完整的烧伤治疗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除了

治疗患儿有形身体的伤痛外，在创面治疗达到

稳定后，还要进行相应伤后功能康复和心理重

建[3-5]。对于烧伤患儿而言，如果得不到及时有

效的心理疏导，患儿会反复出现痛苦回忆、噩

梦、过分警觉及睡眠障碍等心理问题，甚至产

生自杀倾向。因此，心理治疗对烧伤患者至关

重要[6，7]。叙事心理疗法是目前受到国外广泛

关注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方式，该方法摆脱了传

统意义上将人看作问题的治疗观念，通过故事

叙说、问题外化及解构、探寻例外、重构故事

等方法，将患者的经历按照不同的维度“重新

编排”，成为一个积极的、自己的故事[8-10]。

为了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改善患者就医体

验，提升人文关怀，本研究将基于叙事疗法的

心理弹性干预方案应用于学龄期大面积烧伤患

儿，旨在帮助患儿树立治愈信心，重构生命故

事，改善心理弹性水平，促进患儿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2021年9月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就诊的76例儿童大

面积烧伤患者临床资料，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38例。对照组男21例，女17

例，年龄6～14岁，平均年龄（8.14±1.33）岁；

烧伤原因：热液烫伤19例，火焰烧伤14例，电烧

伤4例，蒸汽熏伤1例。观察组男22例，女16例，

年龄6～15岁，平均年龄（8.21±1.27）岁；烧伤

原因：热液烫伤18例，火焰烧伤16例，电烧伤3

例，蒸汽熏伤1例。两组性别、年龄及烧伤原因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所有患者及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儿符合大面

积烧伤诊断标准；②家属依从性良好，接受出院

后随访。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肝、肾功能受损

患儿；②伴有精神障碍性疾病患儿；③先天性畸

形患儿；④合并脏器疾病的患儿。

1.3 方法

1.3.1对照组 采用常规心理护理干预：由护理人

员采用语言及非语言交流相结合，联合倾听、指

导、建议、鼓励等技巧，帮助患儿面对烧伤的事

实，鼓励患儿树立信心，配合治疗，鼓励患儿参

与力所能及的自理活动，增强其自信心及独立能

力。实施内心意象法训练，采用语言描述或图画

表达帮助患儿宣泄情绪，缓解其焦虑、烦躁及恐

惧感。

1.3.2观察组 在上述基础上采用基于叙事疗法

的心理弹性干预方案：①故事叙说：护士采用

接纳性语言与患儿开放式一对一交谈，交流过

程中面带微笑、目光亲切，选择适宜方式引导

患儿讲述目前自身困扰的问题，并通过耐心倾

听发现问题，给予患儿恰当回应，对其困扰问

题表示理解并尊重以增强其安全感；②问题外

化及解构：将患儿与问题分开并对问题进行重

命名，以转移其关注点并强化问题与自身无关

的意识，帮助其从一种思维角度散发至多种思

维角度，使其发现自身困扰问题的其他内涵，

增强其面对问题的意愿及能力；同时，通过解

构式询问方式倾听患者诉说困扰问题根源，帮

助其探究问题对自身及周围人群所造成的影

响，扩大患儿心理空间；③探寻例外：诱导患

儿回忆以往相似经历及自己最终如何克服问题

的体验，让患儿感受到自身具备解决问题的能

力，帮助其接纳自我及寻求家庭支持；④重构

故事：为患儿提供新的价值选择，帮助其在现

存消极自我认同中找到积极的自我认同。两组

干预时间均为住院期间至出院后3个月，出院

后电话随访每月1次，建立微信群聊以便于解

决问题。

1.4 观察指标

1.4.1心理弹性 采用《体表缺陷儿童心理弹性量

表》评定，该量表包含缺陷接受、情绪调控、适

应能力、自我效能、外部支持及挫折6个维度，

共计31个条目，总分155分，评分与心理弹性成

正比。

1.4.2自我管理行为 采用《自我管理行为测定量

表》评定，该量表包含自我管理技能、自我管理

责任感、自我概念及健康知识水平4个维度，共

计43个条目，总分172分，评分与自我管理行为

成正比。

1.4.3生活质量 采用《体表缺陷患者生活质量量

表》评定，该量表包含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及社

会交往3个维度，共计18个条目，总分80分，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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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质量成反比。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行t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n（%）]表示，行χ2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弹性比较 两组出院时及出院后3

个月心理弹性水平均高于入院时，且观察组高

3  讨论

小儿烧伤是外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是指由

于热力、化学物质、电流及放射线等因素作用

于儿童所引起的一种损伤[11]。学龄前儿童生

活自理能力差，安全意识低，易发生开水烫伤

及高温物质烧伤[12]。儿童皮肤娇嫩，各组织

器官发育尚未成熟，因此对烧伤耐受力差，损

伤程度具有程度重、致残率高的特点[13]。小儿

机体抗感染能力较弱，烧伤后易发生败血症。

烧伤后短时间内会有局部肿胀以及发红疼痛现

象，如不及时干预，严重者可能会出现皮下组

织受损以及角质层坏死，后期可造成瘢痕、肢

体功能障碍，甚至毁容、残疾等，处理不当或

不及时还会危及生命[14]。烧伤儿童常伴有心理

阴影、自卑、自闭及自我形象紊乱（沉默、少

语、逃避，感到自卑、无助，性格变化等）的

表现[15]。因此，心理治疗是烧伤治疗不可缺少

的一个环节。叙事护理是叙事医学的一部分，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2.2 两组自我管理行为比较 观察组自我管理技

能、自我管理责任感、自我概念、健康知识水平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2.3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生理功能、心理状

态、社会交往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心理弹性水平比较（ ，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入院时

67.41±10.83

66.29±11.25

0.264

＞0.05

出院时

78.47±13.64*

84.62±15.58*

6.241

＜0.05

出院后3个月

 89.72±14.35*

102.53±16.12*

8.365

＜0.05

n

38

38

注：与入院时比较，*P＜0.05

表2  两组自我管理行为比较（ ，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自我管理技能

128.35±4.26

144.27±5.31

7.273

＜0.05

自我概念

131.95±4.53

148.03±4.11

9.264

＜0.05

自我管理责任感

130.73±4.35

146.58±4.76

9.184

＜0.05

健康知识水平

126.04±4.33

147.94±3.29

8.041

＜0.05

n

38

38

表3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生理功能

43.74±5.28

58.16±5.33

8.147

＜0.05

社会交往

41.05±4.28

55.84±4.75

8.925

＜0.05

心理状态

44.18±5.53

57.42±5.71

10.584

＜0.05

n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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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后现代心理学中叙事治疗的理念和方法

与临床护理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心理护理模

式。该模式打破了以往护理人员只了解患者

病史、病情的传统心理干预模式，通过对患

者病情倾听、吸收，发现护理要点，运用叙

事疗法的技术和精神实施护理干预，从而使

患者对困扰自身的问题产生新的态度，获得

新的重建力量[17，18]。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出院时及随访3个月

后心理弹性水平均高于入院时，且观察组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

观察组自我管理行为及生活质量各项指标均较对

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对

大面积烧伤患儿应用叙事护理疗法能够改善患儿

的心理弹性水平，提高其自我管理行为及生活质

量水平，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基于叙事疗法的心理

弹性干预方案通过让患儿诉说故事，帮助患儿发

挥主观能动性，诱导患儿将问题与自我分开，能

够使患儿客观看待问题，重新构建生活信心。

综上所述，基于叙事疗法的心理弹性干预方

案对学龄前大面积烧伤患儿的应用效果良好，能

够增强患儿治疗信心，重构生命故事，提升患儿

自我管理行为及生活质量，改善患儿的心理弹性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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