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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内科住院患者
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李作为，廖巧玲，王玉秀，何丽娟，罗 艳，刘 睿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课在内科住院患者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0年 1月 26
日-2月 10日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病区住院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制作并向患者推送微课

视频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在实施前和实施两周后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和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评定患

者的焦虑和抑郁状态。结果 微课实施前，患者GAD-7和PHQ-9评分分别为（13. 03±4. 32）分、（14. 07±3. 13）分；实施后，患者

GAD-7和PHQ-9评分分别为（8. 58±2. 84）分、（12. 11±3. 27）分。微课实施前后，中度及以上的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均<0. 01）。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运用微课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可能有助于缓解内科住院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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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cro-lectures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medical inpatient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Li Zuowei，Liao Qiaoling，Wang Yuxiu，He Lijuan，Luo Yan，Liu Rui

（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er·The Third Hospital of Mianyang，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icro-lectures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medical inpatients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Methods Inpatients in 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The Third Hospital of Mianyang during January 26-
February 10，2020 were selected and receiv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rough micro-lecture videos posted on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nd group chats；At the same time，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and Patients’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PHQ-9）were adopted to assess the patients before and two week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cro-lectures，the GAD-7 and PHQ-9 scores of the patients were reduced from（13. 03±4. 32）and（14. 07±3. 13）
to（8. 58±2. 84）and（12. 11±3. 27），respectively. Moreover，the detection rates of moderate-to-sever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P<0. 01）. Conclusio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the
implementation of micro-lectures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ay help relie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among medical in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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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新冠肺炎在我国多地流行。日益

严峻的疫情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的心理应激以及

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内科住院患者不仅遭受所

患疾病的痛苦，同时处于医院这样的高危环境中，

还可能面临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极易产生紧张、

焦虑、恐惧、抑郁和绝望的情绪［1］。故对内科住院

患者进行适宜的心理干预尤为重要。口头宣教或

发放健康教育书面资料等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相

对枯燥，不便于患者理解记忆［2］。加之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以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感染防控

实施，可能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微课是以视

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知识点或主题开展教与学

的活动，其视频时长一般为 5~8 min，主题突出，内

容精简，指向明确，情景真实，包括讲授类、问答类、

启示类、讨论类、演示类、练习类、实验类、表演类等

多种形式［3］。目前，微课在教育系统针对中小学生

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中有所应

用［4-6］，在住院患者和出院患者的健康教育中，微课

的应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7-14］，但对于微课在内

科住院患者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应用鲜有报道。

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用微课形式对内科

住院患者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探讨该方式对改善内

科住院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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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2020年1月26日-2月
10日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病区住院治疗的

患者。入组标准：①意识清楚，言语沟通无障碍，有

一定的理解能力，能够完成量表评定；②自愿参与

本研究；③有智能手机及注册微信号。排除标准：

①病情进行性加重患者；②有精神障碍病史。符合

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120例，所有患者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通过微课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

1. 2. 1 组建团队

团队成员由 6名心理护理人员和 3名心理治疗

师组成，9名成员均具备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

资质。团队设组长 1名，负责整体牵头及沟通协调

工作其余成员按照其专业及特长分为四组：评估组

负责患者病情评估、微课实施前后患者床旁量表评

估筛查以及数据汇总统计工作；微课制作组负责微

课主题选择、微课视频制作及发布工作；专业督导组

负责量表筛查的培训、量表评估质量督导把关以及微

课内容的审核工作；技术保障组负责指导患者关注微

信公众号以及加入微信群，同时做好微信公众平台的

维护以及微信群的管理工作。

1. 2. 2 制作和发布微课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根据患者的评估筛查结

果，确定微课的主题和形式。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

信群，主动推送微课视频至客户端，团队成员均加

入微信群并对患者提供在线答疑，群管理员负责把

控群成员聊天内容。心理健康教育微课推送内容

见表1。
项目实施前，与内科病区负责人及医护团队进

行沟通协调，取得其支持与配合，同时在推送微课

信息前做好住院患者的沟通告知，教会患者关注公

众号、加入微信群、获取并查看微课视频。

1. 3 调查工具及调查方法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患者的性别、受

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信息。

采 用 广 泛 性 焦 虑 量 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评 定 患 者 的 焦 虑 程 度 。

GAD-7共7个条目，每个条目从“完全不会”到“几乎

每天”分别计0~3分，总评分范围0~21分，0~4分为没

有焦虑，5~9分为轻度焦虑，10~14分为中度焦虑，

15~21分为重度焦虑。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92［15］。何筱衍等［16］在综合医院人群中的研究显示

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90。
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s’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PHQ-9）评定患者的抑郁程

度。PHQ-9共 9个条目，每个条目从“完全不会”到

“几乎每天”分别计 0～3分，总评分范围 0～27分。0
～4分为没有抑郁症状，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

为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

重度抑郁。PHQ-9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57，条目

间的相关系数为 0. 236～0. 718，各条目与量表总分

的相关系数为0. 588～0. 784［17］。
分别在微课实施前和实施 2周后进行量表评

定，由各科室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护士在患者床旁

进行，对于符合自评条件的患者，可在心理护士的

指导下实施自评，不具备自评条件的患者由心理护

士实施他评，专业督导组对评估质量进行随机抽

查，针对存在心理评估危机值（自杀风险）的患者的

评定结果予以复核。对于在研究期间办理出院的

患者，按出院随访的方式发送电子问卷链接（问卷

星）进行评估。问卷回收率为100%。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0. 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例数、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

表1 心理健康教育微课推送内容

推送时间

第2天
第4天
第6天
第8天
第10天
第12天

微课主题

这个春节人声鼎“肺”，莫让病毒变心毒

缓解新冠肺时期的不良情绪，有妙招

“新冠”时期如何应对您的焦虑？

疫情笼罩下的情绪管理——正念减压

改善睡眠的小技巧

我和手机有个约定

主要内容

提高对新冠肺炎的正确认知

识别不良情绪及合理应对

正确认识焦虑情绪产生的影响并学习应对方法

正念减压的方法及技巧

促进睡眠的方法，乐眠操示范

疫情期间手机信息浏览的合理管控与处理，减少信

息过载导致的情绪困扰

微课形式

讲授

情景演示

问答

示范练习

演示

情景演示

视频时长

8′34″
8′07″
7′12″
8′23″
7′43″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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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共120例内科住院患者参与调查，其中男性72人
（60. 0%），女性 48人（40. 0%）；年龄（45. 2±5. 4）岁。

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78人（65. 0%），中学及以下

42人（35. 0%）；婚姻状况：已婚 103人（85. 8%），未

婚 8人（6. 7%），离异或丧偶 9人（7. 5%）；职业：企业

工作人员 39人（32. 5%），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7人（30. 8%），个体或自由职业16人（13. 3%），农民

12人（10. 0%），退休16人（13. 3%）。

2. 2 微课实施前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实施微课心理健康教育前，患者 GAD-7和

PHQ-9评分分别为（13. 03±4. 32）分、（14. 07±3. 13）分；

实施微课视频心理健康教育后，GAD-7和PHQ-9评分

分别为（8. 58±2. 84）分、（12. 11±3. 27）分。微课实施

前后，中度及以上的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1）。见表2。

3 讨 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住院患者的情绪状况受

到了所患疾病本身和疫情严峻形势的双重影响，值

得关注和重视［1］。本研究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院内科病房的住院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均高于非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其他相关调查结果［18-20］，尤其

是中度及以上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更高，可

能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内科住院病房采取了严格

的感染防控措施，如严格陪护指征、谢绝亲友探视、

每日增加体温监测频次、严格佩戴口罩和病区消毒

力度增加等，加之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高风险场所，让本身受到所患疾病困扰的住

院患者感到难以适应，从而出现和加重了负性情绪

的困扰。因此，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患者实施心理健

康教育意义重大。

心理健康教育是由护士针对住院患者的心理、

生理、文化和社会适应能力而进行的一种健康教

育，是临床心理护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临床护理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1］。新型冠状病毒主要传播

途径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

（口头宣教、发放宣教资料）在这一特殊时期受到疫

情防控措施的影响而难以实施。本课题组尝试利

用自媒体平台推送微课视频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最

大程度地减少了与患者的接触，极大地提高了心理

健康教育的可及性。通过比较微课心理健康教育

实施前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变化，实施后中度及

以上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降低，说明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运用微课对内科住院患者实施心理健康教

育可能有助于缓解其负性情绪。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①本研究为自身前后对

照设计，微课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与自然变化的作

用可能互相交织；②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均通过方便

抽样获得，统计方法的选择可能不适用于方便抽样

样本；③部分受教育程度偏低、年龄较大的老年人

在微信熟练使用程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可能影

响微课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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