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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养护理对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功能的影响 

王小花 

苏州市广济医院  江苏苏州 

【摘要】目的 探究精神障碍患者采取文化素养护理的价值。方法 选取本院托管病区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收治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随机分组研究，共纳入 196 例患者划分 2 组各 98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

实施文化素养护理。以社会功能、应对方式作为观察项目，评价 2 组干预效果。结果 2 组患者干预后住院精神患

者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PPI）较干预前增加（P＜0.05）；观察组该评分相比对照组更高（P＜0.05）。2 组患者干

预后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较干预前增加（P＜0.05）；观察组该评分相比对照组更高（P＜0.05）。结论 精
神障碍患者采取文化素养护理能提升其社会功能，树立积极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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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ultural literacy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dmitted to the managed ward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4 to December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9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ultural literacy nursing. Social function and coping style were used as observation items to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ocial Function Rating Scale (SPPI) of in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in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after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th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of 
the two groups increased after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th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ultural literacy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can improve their social function and establish positive cop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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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病区主要收治救助站救助的精神障碍患者，

康复中心托管在我院的经过急性期治疗、病情相对稳

定、处于康复期的精神或心理疾病患者以及慢性精神

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患者存在思维、感知觉、行为等障

碍，对于现实与想象难以有效区分，对正常生活及社会

交往带来严重影响[1]。精神障碍治疗难度大，症状反复

出现，以往临床主要通过抗精神病药物来缓解症状，控

制病情发展[2]。尽管有一定作用，但是副作用也较多。

同时多数精神障碍患者因为长期被病症影响，产生各

种负性情绪，治疗信心下降，过于悲观消极，过度自卑
[3]。所以在精神障碍患者治疗期间，提供有效的护理干

预至关重要。文化素养护理是本院托管病区的一种新

型护理模式，通过采取各种形式为患者展示本地姑苏

文化，丰富患者精神生活，借助艺术力量促进情感表达

与心灵交流，从而积极调节患者情绪状态，提升心理健

康水平[4]。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精神障碍患者采取文

化素养护理的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托管病区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收

治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随机分组研究，均为男性，共纳入

196 例患者划分 2 组各 98 例。对照组年龄区间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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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均值（38.19±4.28）岁；患病时长 1~4 年，均值

（2.35±0.37）年。观察组年龄区间 22~58 岁，均值

（38.45±4.14）岁；患病时长1~3年，均值（2.17±0.29）
年。基线资料分析，2 组间对比无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每天查房主动与患者交流，

给予适当心理支持和鼓励，改善情绪状态。向患者发放

健康图册，口头形式科普精神障碍相关知识，鼓励患者

提出疑问并解答。监督患者每日正确服药，观察不良反

应及时处理。引导患者进行适当身体锻炼，主动参与文

娱活动，增加和他人交往机会。 
观察组实施文化素养护理，（1）个体评估：科室

护士与康复师与患者进行深入交谈，充分了解其文化

背景和心理需求，根据苏州独有的姑苏文化，采取多样

化活动方式帮助患者感受苏州的古典美与现代美，提

升患者文化素养。（2）具体实施：①由护士选取代表

性的姑苏文化内容，将其制作成 PPT 课件，集中组织

患者进行展示，借助各种图片解释苏州市的古代建筑

风格和历史背景，讲解现代地标的设计理念和功能，并

播放相关视频资料，借助视觉、听觉多重刺激和专业讲

解引导，让患者身临其境，充分感受这座城市的悠久历

史和独特韵味，领略苏州这座城市的现代魅力。②组织

患者进行创意表演，挑选患者扮演江南四大才子，身着

古装，摇着扇子，吟诗作对。表演前患者提前了解四大

才子的历史背景和生活事迹，由患者发挥创意如何演

绎四大才子才华横溢、诗书画样样精通的一面，观众及

医护人员对患者表演给予表扬和肯定。③将姑苏文化

昆曲、评弹、苏绣等非遗内容融入文化素养护理，由病

区组织欣赏昆曲、评弹、苏绣等文化活动，通过 PPT 图

片讲解昆曲、评弹、苏绣的历史背景、艺术特点和代表

作品，让患者沉浸式欣赏昆曲《牡丹亭》和评弹《声声

慢》等，制作非遗体验卡，通过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

让患者们参与互动体验，感受姑苏文化的精髓，体验人

文关怀。 
1.3 观察指标 
（1）对 2 组患者社会功能进行评定，干预前后均

参考住院精神患者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PPI），包含日

常生活能力、社会性活动技能、动性和交往情况 3 个

维度，条目共 12 项（分值 0 至 4 分），总分 48 分，

社会功能越好则评分更高。（2）对 2 组患者社会功能

进行评定，干预前后均参考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

条目共 20 项（分值 1 至 5 分），总分 100 分，患者采

取的积极应对方式更多则评分更高。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通过 SPSS23.0软件完成处理，（χ±s）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两组间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n（%）]表示计数数据，两组间采取χ2 检验，统

计学有意义时表示 P＜0.05。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 2 组患者社会功能对比 
2组患者干预后SPPI评分较干预前增加（P＜0.05）；

观察组该评分相比对照组更高（P＜0.05）。干预前 SPPI
评分比较，2 组间对比无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干预前后 2 组患者社会功能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SPPI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98 23.78±3.53 26.58±3.77* 

观察组 98 24.07±3.15 32.28±4.12* 

t 值  0.607 10.104 

P 值  0.545 0.000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 

2.2 干预前后 2 组患者应对方式对比 
2 组患者干预后 TCSQ 评分较干预前增加（P＜

0.05）；观察组该评分相比对照组更高（P＜0.05）。干

预前 TCSQ 评分比较，2 组间对比无差异（P＞0.05）。
见表 2。 

表 2  干预前后 2 组患者应对方式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TCSQ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98 51.24±4.74 62.54±5.15* 

观察组 98 50.81±4.96 71.67±5.69* 

t 值  0.620 11.777 

P 值  0.536 0.000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精神障碍是临床高发的精神疾病类型之一，其发

病通常和遗传、精神、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密切联系[5]。

严重的心理问题导致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功能下降，并

对病情控制效果及康复质量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如何

解决此类患者心理问题一直是临床护理的重点[6]。常规

护理模式通常以疾病作为重点，尽管能够起到一定作

用，但是缺少对心理、社会等层面关注，相关护理措施

不足，整体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7]。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干预后 SPPI 评分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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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比较显著提高；同时观察组干预后 TCSQ 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结果证明精神障碍患者采取文化素养

护理能提升其社会功能，树立积极应对方式。分析具体

原因：文化素养护理中采取多元化形式为患者展示姑

苏文化，引导患者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让患者文化需求

得到满足，提升文化素养，转移注意力，保持情绪稳定，

减少冲动行为[8]。比如通过图片和视频带领患者感受苏

州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领略与时俱进的现代气

息，患者流连忘返、沉醉其中，有助于让患者感受生活

美好，找到归属感，这种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缓解负性

情绪，放松心情[9]。同时让患者开展创意表演活动，在

此过程中需要患者和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促进患者与

他人有效沟通，改善人际关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患

者还可以从表演中收获信心，体会成功的喜悦，提高自

信，调动患者积极面对生活各种事件[10]。 
综上所述，文化素养护理可明显提升精神障碍患

者的社会功能，促进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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