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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哭泣、不服管……67% 的儿童术后第二天出现新问题

绘本缓解手术焦虑：让“怪”孩子变回乖孩子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在带娃的过程中父母不怕苦、不怕累，最怕就是孩子生病。当孩子大
病初愈，不少家长会疑惑，为什么孩子性情大变？

为了探索与化解孩子的“生病焦虑”，近日，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副
院长、教授李现红带领团队走进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调研了一批 7 至 9
岁住院儿童的情绪表现与语言表达，并以此为素材进行绘本创作——这本
由她和团队创作的《小黑屋历险记》获得第十一届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

一场手术为什么能改变孩子？家长又该如何让孩子变回从前？读懂这
本绘本，或许能帮你找到亲子沟通的小技巧！

2018 年，11岁的小乐（化名）随着父亲

来到湘雅医院接受治疗，她被诊断为“过敏

性紫癜肾炎”。

来医院的次数多了，护士们都认识了这

对“沉默”的父女。偶尔父亲会问一句：“饿

不饿？”小乐摇摇头后，快速地低下头，眼

“大部分患儿在病房有啜泣、紧

张等情绪表现。接受术前检查，他

们会询问：‘为什么要抽这么多血？’

‘这是什么检查？’”即将接受手术

的小陶（化名）曾在调研中告诉李

现红，自己以为手术室是一个小黑

屋，里面会有医生用大刀子切喉咙，

用大棒把自己敲晕，护士的针都很

尖很大。

“医护人员的情绪疏导、家长的

鼓励和同伴的支持能有效帮助孩子

勇敢面对疾病和手术。”李现红说，

他们发现医护人员常用比喻、类比的

方式对儿童进行疏导，如把“留置针”

比喻成“长着翅膀的小针”、把“心

电监护的电极贴”比喻成“护身符”

等。如果有年龄相仿的患儿，护士

还会让这两名患儿的等候位置相邻，

让其更有安全感。

就这样，李现红及团队根据对

患儿、家长、医护人员的观察，以“护

理学”独特的学科视角进行创作，

将“小针”“护身符”等沟通经验设

计进《小黑屋历险记》绘本中，以“润

物细无声”的形式走进患儿内心世

界，帮助孩子们用卡通思维了解手

术过程。

绘本定稿后，李现红及团队立

刻对 68 例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患

儿及家属进行了测试调研——结果

显示，术前两天接受了绘本干预的

患儿，在等候室与麻醉诱导时的耶

鲁围术期焦虑水平、焦虑视觉量表

（目前临床使用最为广泛的小儿术前

焦虑评价量表，分数范围为 0-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儿的焦虑水平

越高）得分均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这说明孩子的焦虑情绪得到了

显著缓解。”李现红说，通过了解医

疗过程和手术程序，他们让手术变

成了“一张已经知道了答案的考卷”。

患儿会运用绘本中“兔哥哥”数数

1~100 的方法来转移注意力以应对

焦虑，“孩子们在大脑中实现记忆与

编码，当遇到相同的场景时，便能

够调动大脑中的相关记忆，并且产

生相同的应对焦虑的行为”。

绘本发放后一个月，李现红及

团队再次调研，结果显示，55.9%

的患儿对绘本的喜爱程度给出满分，

85.2% 的患儿每次阅读时间为10-20

分钟，且 100% 的患儿表示阅读后

与家人进行了分享。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有患儿

在前往手术室时欣喜地说‘我要去

手术室历险了’！”李现红认为，这

说明孩子们对绘本教育接受度很高，

“如果能更多地推广应用，也许‘绘

本阅读’这种健康教育方式会成为

对临床儿童进行围术期健康教育最

经济实惠的干预方式。”

故事 生病后，乖孩子变成了“怪孩子”

调研 50%至 75%患儿对手术充满焦虑与恐惧

结论 用绘本干预，焦虑和恐惧得到显著缓解

■图说绘本

藏在小故事里的医学科普

李现红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湖南省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有国内权威文献报道，手术给患儿带来

焦虑和恐惧的发生率为 50% 至 75%，患儿

术前应激反应强烈，不仅影响手术的进行，

还会影响术后一段时期的心理和行为，给儿

童心理造成难以磨灭的阴影，对围术期患儿

进行干预已成为共识。

一项研究数据显示，67% 的儿童在术后

第二天出现新的行为问题，23% 在术后两

周内出现新的行为问题，其中，术后的常见

行为问题有噩梦、哭泣、不服从父母、分离

焦虑和发脾气。心理问题与行为问题相辅

相成，并关系到儿童术后的性格变化，成

为儿童围术期管理的主要挑战。

“我们团队在创作绘本前，做了重要的

临床调研工作。”李现红告诉记者，采用目

的抽样方法，选取了一批年龄为 7至 9岁即

将接受腺样体及扁桃体切除术的患儿进行

绘本创作前的调研，根据对小儿腺样体及扁

桃体切除术前护理、进入等候室、麻醉前

睛直直地盯着脚尖。有护士前来搭话，小乐

也只是神情木然地抬眼望一下，又低下头去。

“我不想来医院，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不

知道还能不能继续上学 ......”小乐沮丧地说。

她渴望亲人的安抚，但不善言辞的父亲无法

向她解释医学知识，索性就不说话了。当看

到医院走廊上别的家长和孩子有说有笑时，

小乐便更不愿意敞开心扉，将疾病带来的恐

惧和焦虑都闷在心里，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

躁。

为了调节小乐的负面情绪，父亲无奈选

择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给她一部手

机。很快小乐便沉迷于网络世界不可自拔，

只要一没收手机，就大哭大闹。“完全没办

法哄，只有这个方法才奏效。”小乐的父亲说。

后来，李现红在病房教授学生《儿科护

理学》这门课程时遇见了小乐，小乐的自我

封闭让她心痛。

因此，李现红开始思考能否借助于绘本

的力量来帮助在焦虑、抑郁中挣扎的孩子，

引导他们正确面对疾病，正视恐惧，为他

们“赋能”。

术前，医护人员向准备手术的孩子讲解绘
本，帮助他们克服害怕、紧张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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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将“留置针”比作“长
着翅膀的小针”，引导儿童正
确认识静脉注射；将“心电
监护的电极贴”比作“护身
符”，结合儿童对手术的有趣
想象，模拟手术过程，让儿
童对麻醉前等待、麻醉诱导、
麻醉复苏有所认识。

通过同伴支持来互相鼓
励，患儿共同度过术后的
疼痛、食物适应、语言适
应的关卡。绘本中的“兔
哥哥”获得了许多来自同
伴的支持，例如音乐老师
带来的同学们的鼓励，让

“兔哥哥”勇敢战胜疾病。

不久前的北京书展，一位小读者正在阅读李
现红团队编创的绘本。

准备、麻醉复苏室监测、术后观察等多流程

监测，了解到孩子们最真实的心理状态。

父母的鼓励和帮助让孩子
获得了成长的力量。面对术
后疼痛，“兔妈妈”通过故
事机、折纸、积木等方式
帮助孩子转移注意力，把疼
痛忘记在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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