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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 back模式在眼球穿通伤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陈素珍，刘荣娇，肖惠明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外伤科，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了解眼球穿通伤患者健康教育中的Teach back模式的具体应用情况，讨论眼球穿通伤患者健

康教育中Teach back模式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

诊的50例眼球穿通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25例。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实

验组实施Teach back模式健康教育，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和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结果：实验组眼

球穿通伤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与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眼球穿通伤患者的健康教育中应用Teach back模式，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让患

者掌握更多相关的健康知识，提高治疗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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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each back mode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penetrating eye injury, and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each back mode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penetrating eye injury. Methods: From August 2019 to January 2020, 50 patients with penetrating eye 

injuries admitted to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s, with 2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was give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each back model health education was deliver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of the patients with penetrating eyeball injur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pplying the Teach back model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patients with 

penetrating eye injur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llow patients to master more relevant 

health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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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穿通伤是由于异物碎屑高速射入或外界

锐器刺伤眼球壁而出现的组织损伤，多发于青壮年

和儿童，其严重程度与是否有异物存留于眼球内、

污染程度、受伤部位、飞射速度、致伤物的性质、

形态、大小都有关系。如果不能够恰当、及时地处

理眼球穿通伤，很容易出现交感性眼炎、内容物脱

出、眼内感染等，病情严重的患者还可能会出现失

明[1]。因此在临床中，必须及时抢救眼球穿通伤。

多数患者由于意外受伤，起病急，急诊入院行清创

缝合手术后即出院，后续于门诊复查。在临床治疗

眼球穿通伤患者时，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健康

教育，健康教育可以将患者对眼球穿通伤的认知显

著提高，确保患者在接受治疗、护理时积极配合，

照顾好自己[2]。而在短暂的住院时间内，让患者快

速有效地接收健康教育内容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在健康教育中广泛应用的Teach back模式，指

医护人员将健康教育信息传递给患者之后，让患者

通过动作或语言复述所获得的信息，医护人员对患

者的理解力和记忆内容进行评估[3]。本文就是在此

背景下选择探讨Teach back模式在眼球穿通伤患者

健康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2019年8月到2020年1月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就诊的50例眼球穿通伤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每组25例。对照组女13例，男12例，年

龄2~35岁；实验组女11例，男14例，年龄1~32岁。

本研究已获得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学伦理委员

会批准，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两组一般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健康教育

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在对照组眼球穿

通伤患者住院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将与眼球穿通

伤的相关健康知识传授给患者及其家属，将眼球

穿通伤知识相关资料分发给该组患者。在进行日

常护理期间，护理人员也时刻注意进行健康宣教

工作，提醒患者及其家属注意日常养护。

1.2.2 应用 Teach back 模式的健康教育

实 验 组 采 用 Te a c h  b a c k 模 式 的 健 康 教 育 模

式 。 实 验 组 眼 球 穿 通 伤 患 者 获 得 的 健 康 教 育 内

容包含： 1 ) 成立 Te a c h  b a c k 健康教育小组，小组

的护理人员需明确了解 Te a c h  b a c k 健康教育的护

理技巧及相关健康知识内容 [ 4 ]。护理人员在实施

Te a c h  b a c k 模式健康教育时，不仅态度与语气要

体现人文关怀，为患者护理时采取适宜的目光接

触和肢体接触，还需要掌握较强的表达能力，确

保 在 与 患 者 及 其 家 属 沟 通 时 使 用 的 语 言 通 俗 易

懂 ， 与 患 者 及 其 家 属 可 以 无 障 碍 沟 通 。 护 士 所

要履行的义务必须认真履行，正面解答患者及其

家属的疑问，详细记录患者的教育反馈情况 [ 5 ]。  
2 ) Te a c h  b a c k 健康教育的内容，护理人员将贯彻

执行，将通俗易懂的健康教育提供给眼球穿通伤

患者，了解患者理解信息的情况，注意患者在接

受健康教育的反馈情况。在眼球穿通伤患者入院

之后，护理人员就需要将患者的健康教育档案建

立起来，记录患者的病情和基本信息，与患者交

流了解其掌握的眼球穿通伤知识，进而对有个体

差异的患者实施不同的健康教育 [ 6 ]。护理人员为

患 者 开 展 健 康 教 育 时 ， 可 事 先 将 健 康 教 育 方 案

制定，确保方案的个性化以及与患者个人的契合

性。在进行健康教育时，护理人员需要参考患者

及其家属的理解能力和文化水平，确保患者及其

家属都可以理解教授的知识，避免教授的内容过

于书面性 [ 7 ]。护理人员可以反复讲解患者不理解

的健康知识，以此来将患者对健康知识的印象加

深。在与患者交流时，应避免单纯地回答“是”

或“不是”，而是需要更有耐心的讲解 [ 8 ]。在进

行 健 康 教 育 时 护 理 人 员 可 以 鼓 励 患 者 复 述 所 学

知识，以便掌握患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还

可 以 有 效 地 补 充 患 者 欠 缺 的 知 识 。 在 整 个 Te a c h 
bac k健康教育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详细记录健

康教育具体情况。

1.3  观察指标

比 较 两 组 的 护 理 满 意 度 与 健 康 知 识 掌 握 情

况 。 自 制 患 者 满 意 度 调 查 表 调 查 此 次 研 究 对 象

的 护 理 满 意 度 ， 设 非 常 满 意 、 满 意 、 一 般 、 不

满意4个选项，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
×100%。健康知识分为4个部分，包括疾病相关知

识、用药宣教、复诊时机、日常防护，掌握情况

分为完全掌握、基本掌握、未掌握 3个选项。

1.4  统计学处理

利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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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以例(%)表示，采用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的护理满意率仅为8 4 . 0 %，有4例患者

明确表示不满意护理；而实验组则达92.0%，两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健康知识掌握

实验组患者对眼球穿通伤疾病相关知识、用药宣

教、复诊时机、日常防护等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情况(n=25)

Table 1 Comparison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25)

组别 非常满意/[例(%)] 满意/[例(%)] 一般/[例(%)] 不满意/[例(%)] 满意度/[例(%)]

实验组 22(88.0) 1(4.0) 2(8.0) 0(0.0) 23(92.0)

对照组 19(76.0) 2(8.0) 3(12.0) 1(4.0) 21(84.0)

χ2 5.121

P 0.003

表2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对比(n=25)

Table 2 Comparison of health knowled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25)

组别
疾病相关知识/[例(%)] 用药宣教/[例(%)] 复诊时机/[例(%)] 日常防护/[例(%)]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完全掌握 基本掌握 未掌握

实验组 20(80.0) 5(20.0) 0(0.0) 22(88.0) 3(12.0) 0(0.0) 19(76.0) 6(24.0) 0(0.0) 23(92.0) 2(8.0) 0(0.0)

对照组 15(60.0) 8(32.0) 2(8.0) 18(72.0) 5(20.0) 2(8.0) 15(60.0) 7(28.0) 3(12.0) 19(76.0) 5(20.0) 1(4.0)

χ2 8.453 7.028 7.656 7.451

P 0.003 0.024 0.032 0.023

3  讨论

眼球穿通伤有着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患者

很 可 能 会 出 现 视 网 膜 脱 落 、 眼 球 出 血 、 眼 内 异

物 、 外 伤 性 白 内 障 等 情 况 ， 必 须 非 常 及 时 地 对

此 类 患 者 进 行 处 理 ， 避 免 视 力 受 到 严 重 损 伤 。

在 治 疗 眼 球 穿 通 伤 时 ， 患 者 往 往 承 受 着 巨 大 痛

苦 ， 心 理 压 力 非 常 大 ， 很 容 易 产 生 消 极 情 绪 ，

从 而 对 治 疗 效 果 产 生 负 面 影 响 。 因 此 ， 在 临 床

护 理 过 程 中 ， 需 要 将 健 康 教 育 给 予 眼 球 穿 通 伤

的患者，提高其依从性 [ 9 ]。 Te a c h  b a c k 模式又称

反 馈 教 学 、 回 授 法 ， 指 让 患 者 能 够 在 护 理 人 员

关 心 的 情 况 下 对 自 己 在 健 康 教 育 中 掌 握 到 的 相

关 健 康 知 识 进 行 复 述 ， 反 馈 给 护 理 人 员 [ 1 0 ]。 本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实 验 组 护 理 满 意 度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实 验 组 对 眼 球 穿 通 伤 疾 病 相 关 知 识 、 用

药 宣 教 、 复 诊 时 机 、 日 常 防 护 等 各 项 知 识 的 掌

握 情 况 亦 显 著 优 于 对 照 组 ， 可 见 在 眼 球 穿 通 伤

患者的健康教育中应用 Te a c h  b a c k 模式，可以提

高 患 者 及 其 家 属 的 相 关 知 识 量 ， 增 强 健 康 教 育

效果，为整体治疗提供保障 [ 1 1 ]。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眼球穿通伤患者时，在

健康教育中应用 Te a c h  b a c k 模式可以有效提高护

理效果，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在临床中，Teach 
back模式在眼球穿通伤患者的健康教育中具有一定

应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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