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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日常护理结合早教在新生儿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黄伟芳 

河源市人民医院  广东河源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日常护理结合早教在新生儿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在我院出生的 80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观察组在常规日常

护理的基础上结合早教干预，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日常护理。通过对比两组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指标、护理知识掌握

情况及家长满意度，评估结合早教的效果。结果 观察组新生儿的体重增长、身长增长及头围增长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家长护理知识掌握情况也高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家长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结论 新生儿日常护理结合早教效果显著，故而宜推广。 
【关键词】新生儿；日常护理；早教；生长发育；护理知识掌握情况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9 日   【DOI】10.12208/j.jmnm.20250154 

 

Application of daily care of newborns combined with early education in clinical care of newborns 

Weifang Huang 

Heyuan People's Hospital, Heyuan, Guang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eonatal daily nursing combined with early education in 
neonatal clinical nursing. Methods 80 neonates bor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ed the early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daily care, and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routine daily care. By comparing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nursing knowledge and parental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the effect of combining with early education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weight gain, length 
gain and head circumfere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lt;0.05); the nursing 
knowledge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neonatal daily nursing and 
early educat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so it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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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期是人生理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

护理与教育对新生儿的未来成长具有深远影响[1]。随着

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人们健康观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

家长开始关注新生儿的早期教育和发展[2]。然而，传统

的新生儿护理往往侧重于生理层面的照顾，忽视了新

生儿心理、情感及认知能力的培养。因此，探索一种将

日常护理与早教相结合的新型护理模式，对于提升新

生儿的整体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研究表明，

早期教育能够刺激新生儿的感官发育，促进大脑神经

网络的连接，从而提高其智力、情感和社会交往能力[3]。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新生儿日常护理结合早教与传统

日常护理的效果，为新生儿临床护理提供新的思路和

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在我

院出生的 80 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

法，将新生儿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观察

组中，男童 21 例，女童 19 例，新生儿年龄范围在 1-
28 天，平均年龄（14.56±3.21）天；平均出生体重为

（3205.56±102.21）g，Apgar 评分为（9.56±0.21）。

对照组中，男童 22 例，女童 18 例，新生儿年龄范围

https://jmnm.oajrc.org/


黄伟芳                                                        新生儿日常护理结合早教在新生儿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 127 - 

同样在 1-28 天，平均年龄（14.78±3.12）天；平均出生

体重为（3217.52±102.26）g，Apgar 评分为（9.42±0.27）。
两组新生儿的性别、出生体重、胎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

准包括：足月出生、体重在 2500 克以上、无先天性疾

病或遗传病史、家长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包括：早产儿、低体重儿、有严重疾病或

并发症的新生儿、家长不同意参与研究或无法配合完

成研究的新生儿。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新生儿接受常规日常护理，包括保暖、喂养、

清洁、预防感染等基础护理措施。护理人员定期监测新

生儿的生命体征，如体温、心率、呼吸等，确保新生儿

处于良好的生理状态。同时，对家长进行新生儿护理知

识的宣教，指导家长如何正确喂养、护理新生儿。 
1.2.2 观察组方法 
观察组新生儿在常规日常护理的基础上，结合早

教干预。早教干预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人员实施，每

天进行 1-2 次，每次持续约 30 分钟。同时，护理人员

还会根据新生儿的反应和发育情况，及时调整干预内

容和强度。早教干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吞咽功能训练：通过特制的奶嘴与喂养技巧，

引导新生儿进行有序的吞咽练习，强化其口腔协调能

力，为后续的辅食添加打下坚实基础。 
（2）口腔干预运动：采用轻柔的口腔按摩与刺激

手段，激活新生儿的口腔肌肉群，促进唾液分泌，预防

口腔感染，同时提升其对食物的感知能力。 
（3）新生儿抚触：运用专业的抚触手法，温柔地

触摸新生儿的肌肤，不仅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还能

有效促进新生儿的血液循环与神经发育。 
（4）室内音乐疗法：精选柔和、舒缓的音乐旋律，

营造宁静、和谐的室内环境，通过音乐的魔力，激发新

生儿的听觉感知，促进其大脑皮层的活跃度。 
（5）袋鼠式护理：鼓励家长采用袋鼠式拥抱方式，

让新生儿紧贴父母的胸膛，感受心跳与呼吸的节奏，增

强安全感，促进亲子依恋关系的建立。 
（6）非营养性吸吮：提供安全的吸吮工具，让新

生儿在无需进食的情况下进行吸吮练习，以满足其口

欲期的需求，同时锻炼口腔与面部的肌肉。 
（7）出院前的健康指导：为即将出院的家庭提供

详尽的健康指导，涵盖喂养技巧、日常护理要点、疾病

预防知识等，确保新生儿在家也能得到科学的照顾。 
（8）制作视频宣教：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生

动、直观的视频宣教材料，向家长展示早教干预的正确

方法与步骤，便于家长在家中进行延续性练习，巩固早

教成果。 
1.3 观察指标 
（1）生长发育指标：包括体重增长、身长增长、

头围增长等，通过定期测量并记录数据，评估新生儿的

生长发育情况。（2）护理知识掌握情况：通过考核家

长对新生儿日常护理及早教知识的了解程度进行评估，

包括喂养、保暖、清洁、疾病预防等。（3）家长满意

度：通过自制问卷对家长进行满意度调查，包括护理服

务、早教效果、新生儿发育情况等方面，总分 100 分，

评分越高表示家长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运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细致分析，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形式展现，并采用 χ2 检验法；计量资

料则以（ sx ± ）表示，并运用 t 检验法予以处理。当

差异达统计学显著水平时，设定 P＜0.05 为判断标准。 
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生长发育指标比较 
表 1 为两组新生儿干预后的生长发育指标比较结

果，观察组各项指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观察组家长在新生儿日常护理及早教知识的

考核中得分较高，平均分为（92.35±2.52）分，而对照

组家长平均分为（85.47±3.14）分，两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t=6.738，P＜0.05）。 

表 1  两组新生儿生长发育指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体重增长（g） 身长增长（cm） 头围增长（cm） 

观察组 40 350.69±50.21 4.16±0.61 2.03±0.28 

对照组 40 298.52±45.37 3.61±0.53 1.74±0.24 

t - 4.689 3.217 4.053 

P -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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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家长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家长满意度评分为（95.61±2.35）分，对照

组为（89.51±3.42）分。观察组家长满意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218，P＜0.05）。 
3 讨论 
新生儿期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发育阶段之一，这

一时期的生长发育状况对新生儿的未来成长具有决定

性影响[4]。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过程，

涉及多个系统和器官的发育和成熟[5]。其中，体重增长、

身长增长和头围增长是衡量新生儿生长发育的重要指

标之一[6]。这些指标的变化能够直接反映新生儿的营养

状况、生长速度和发育水平。 
在新生儿护理中，促进生长发育是一个重要的目

标。传统的新生儿护理主要关注生理层面的照顾，如保

暖、喂养、清洁等[7]。然而，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人

们健康观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心理、情感

及认知能力的培养同样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

影响[8]。因此，将早教融入新生儿日常护理中，成为一

种新的护理模式。早教通过提供适宜的刺激和环境，能

够促进新生儿的感官发育、大脑神经网络的连接以及

智力、情感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9]。在新生儿期进行

早教干预，不仅能够为新生儿提供更加全面、科学的护

理模式，还能够为其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10]。 
本研究中，对照组新生儿接受了常规日常护理，包

括保暖、喂养、清洁、预防感染等方面的措施。这些措

施是新生儿护理的基础内容，对于保障新生儿的生理

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照组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例如，它忽视了新生儿心理、情感及认知能力的

培养，无法全面满足新生儿的成长需求。相比之下，观

察组方法在常规日常护理的基础上结合了早教干预。

早教干预内容涵盖了吞咽功能训练，口腔干预运动，新

生儿抚触，室内音乐疗法，袋鼠式护理，非营养性吸吮，

出院前的健康指导，制作视频宣教等多个方面。这些干

预措施不仅符合新生儿生长发育的规律和特点，还能

够为新生儿提供更加全面、个性化的护理模式。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新生儿在体重增长、身长增

长、头围增长等生长发育指标上均高于对照组；同时，

观察组家长在新生儿日常护理及早教知识的考核中得

分也高于对照组；此外，观察组家长的满意度也明显高

于对照组。这些结果充分说明了新生儿日常护理结合

早教的有效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新生儿日常护理结合早教能够有效促

进新生儿的生长发育，提高神经行为能力，并增加家长

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护理中广泛应用，为新生儿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早

教内容对新生儿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优化早教干预

方案，以更好地满足新生儿的需求和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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