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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叙事护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心理干预中的应用。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

本文发现叙事护理在缓解护理人员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本文还提出了相应

的实施策略和建议，为提高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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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frontline nurs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found that narrative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lleviating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nursing staff and im-
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level.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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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and cop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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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COVID-19 大流行给全球卫生保健系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也给医护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一线护理人员作为抗击疫情的重要力量，冒着生命危险为患者提供，其心理健康状况与医疗质量和患者

安全直接相关。然而，长期暴露在高压力环境中，对感染病毒的恐惧，以及目睹痛苦和死亡的情感负担，

对这些一线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从而减少一线护理人员

的心理压力，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1]。 
叙事护理是指通过倾听、记录和理解患者自身的故事，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疾病，同时也可

以帮助医护人员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工作压力[2] [3]。近年来，在医疗领域中叙事护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4]。首先，从应用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医院和护理机构开始引入叙事护理模式。泰

安市某三甲医院对 458 名临床护士的医学叙事能力进行考核评分，均分为 147.11 ± 21.75 分[5]。无独有

偶，一项研究对天津市 3 所三甲医院护理人员的医学叙事能力进行统计评分，均分为 154.20 ± 17.07 分[6]。
这足以显示出其受欢迎程度和普及速度。其次，叙事护理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

项针对叙事护理效果的研究显示，接受叙事护理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提高，其中疼痛缓解、情绪

改善和社交功能提升等方面均表现出积极的变化[7]。此外，叙事护理在提高患者满意度和护理效果方面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一项调查，接受叙事护理的癌症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达 80%，相较于传

统护理模式有明显提升[8]。同时，叙事护理还降低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减少了医疗纠纷，提升了

护理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效率。研究表明，叙事护理可以帮助医护人员缓解工作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从而提高工作质量及满意度[3]。同时，叙事护理还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疾病，提高治疗效果

和生活质量。 
本文将探讨叙事护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心理干预中的应用，以期为提高护理人员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采取自愿原则，选取我科 2022 年 12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0 日期间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区

一线岗位的护士 20 名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女 20 名。年龄：28~35 岁 12 名，36~45 岁 8 名，平均年龄(32.48 
± 5.34)岁。学历：大专 2 名，本科 18 名。工作年限：<10 年 15 名，10~20 年 5 名。职称：初级职称 10
名，中级职称 8 名，高级职称 2 名。婚育：未婚 2 名，已婚未育 3 名，已婚已育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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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干预方法 

运用包括技术外化、解构、改写、外部见证人、治疗文件等叙事护理的五大核心对研究对象进行叙

事护理干预[9] [10]。利用网络平台，建立钉钉群及微信群。通过微信群介绍调查目的、意义，征得同意

后，线上发放并指导完成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问卷调查，之后通过钉钉打卡、直播

授课；微信面对面视频或语音聊天；腾讯会议互诉心声等方式进行叙事护理干预，连续干预两周，再次

进行 SAS 及 SDS 量表问卷调查。具体方法如下： 
1) 一对一线上叙事护理干预：选择一个固定时间作为叙事护理干预时间，对没有工作安排的受试人

员通过利用微信面对面视频或语音聊天的功能进行线上干预。连续干预两周，每周两次，每次约 30 分钟

左右。聊天内容可以是工作中的见闻、日常生活琐事、身边的时事、外化对话等。 
2) 建立心理援助钉钉群或微信群：可以在群里发一些正能量、具有积极意义的视频、文字资料等。

进行每周 2 次的线上心理课堂，旨在疏导大家的心理障碍，灌输积极向上的思想。 
3) 群体叙事：借助腾讯会议平台，开展每周 2 次的互诉心声交流会。可以通过集体叙事的方式，在

群内沟通、倾诉，对于提出的问题，心理小组成员给予针对性的解答，通过在他人的经验中获得经验，

从而增强自信心。 

2.3. 评价方法 

干预前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表评价。SAS/SDS 的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

评定结束后，将得到的量表总分，再乘以 1.25 以后取得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分，分数越高，则表明症

状越严重。SAS 标准分低于 50 分者为正常；50~59 者为轻度焦虑，60~69 者是中度焦虑，69 以上者是重

度焦虑。SDS 标准分的分界值为 53 分，其中 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3 分以上为重

度抑郁。通过微信线上发放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完成问卷后及时收回。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配对 t 检验，以 P < 0.05 为检验结果有意义。 

3. 结果 

每名护士每周线上访谈 2 次，共进行 80 次访谈。期间接到求助电话 20 次，集体心理疏导 4 次，集

体叙事 4 次。干预后，SAS/SDS 得分较干预前显著降低，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AS/SDS scores of front-line nurs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points, x s± ) 
表 1. 干预前后一线护士 SAS/SDS 得分比较(分， x s± ) 

时间 人数 SAS SDS 

干预前 20 57.81 ± 4.32 58.34 ± 2.74 

干预后 20 49.13 ± 3.46 48.79 ± 3.11 

t 值 - 8.902 10.554 

P 值 - 0.000 0.000 

4. 讨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挑战。他们不仅需要面对病毒的

威胁，还要应对紧张的工作环境、长时间的工作以及与患者沟通的困难。因此，对于这些护理人员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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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干预至关重要。叙事护理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法，可以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帮助护理人员应

对工作压力，提高心理适应能力[9] [10] [11]。 

4.1. 叙事护理的概念和意义 

叙事护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方法，它强调通过倾听和理解患者的经历和感受，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叙事护理可以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和情感，提高

护理质量[12] [13]。叙事护理还可以帮助护理人员释放工作压力，提高心理适应能力。以往的心理干预方

式强调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较为主观。而叙事护理则与之不同，在治疗过程中，通过综合运用 5 个核心

技术，引导叙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及故事，倾听者通过倾听将自己带入进叙述者的内心世界，发掘自身

潜在力量，从而帮助自己走出困境[14] [15]。 

4.2. 叙事护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心理干预中的应用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患关系尤为重要。通过叙事护理，护理人员可以

更好地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感受，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这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信任度及患者的满意度，同

时也有助于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帮助护理人员释放工作压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压力非

常大，护理人员需要长时间工作，而且要面对病毒的威胁[2]。通过叙事护理，护理人员可以分享自己的

感受和经历，从而释放工作压力。这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工作效率[16]。护理人员需要

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故提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的心理适应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叙

事护理，护理人员可以学会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提高心理适应能力。这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心理

素质和工作能力[17]。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叙事护理干预后，本组护士的 SAS/SDS 总分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新冠肺炎重症病区护士的心理症状可以通过叙事护理干预得到明显改善，促进心理健康，

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4.3.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新型叙事护理模式 

借用先进的网络平台，搭载各种社交工具，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干预。朱艺红等运用基于微信

平台的健康教育结合叙事医学护理模式，对 63 例行永久性肠造口手术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结果显示在这

种模式干预下，患者社会影响量表(SIS)评分与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评分更优，且造口并发

症总发生率仅为 6.35% [18]。本研究同样使用了新型叙事护理模式，充分考虑了一线护士的具体情况，

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心理疏导，并将一对一叙事方式和集体叙事方式相结合，既能保护叙事对的隐私，

又发挥了集体叙事的优势：通过观看他人的叙事素材，护士可以了解他人的经历体验，从中发掘出对自

身有教育意义和启发作用的关键点，从而改变以往的认知，增强战胜现有困境的信心。另外，这种干预

方式操作性强，且成本低廉，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应用。 

5. 结论 

叙事护理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法，可以帮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的护理人员更好地应对工

作压力和心理挑战。通过帮助释放工作压力、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及提高心理适应能力，叙事护理可以

为护理人员提供积极的心理支持，促进身心健康。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应该加强对护理人

员的叙事护理培训和实践，开展实践活动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措施，以提高一线护理人员的心理素质和工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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