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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技能训练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的作用分析

徐 娜
(河北定州市精神病医院 河北 定州 073000)

【摘要】目的:观察社交技能训练在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康复中的作用。方法:选取 2018年 11月至 2020年 11月期间在本
院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随机选择 60例进行研究,患者均接受综合治疗。 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纳入
患者 3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联合开展社交技能训练。 结果:干预前研究组 IPROS 评分高于对照组,但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研究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社交
技能训练可以有效促进其临床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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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大多相对较差, 影响其日常
生活,极易导致疾病反复发作。针对此类患者进行临床干预的
时候,应注意对其进行必要的训练,改善其社会功能,使患者
顺利回归社会[1]。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选取 2018年 11月至 2020年 11月期间在本院接受住院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选择 60例进行研究,患者均接
受综合治疗。 男性 31例,女性 29例;年龄 21~60岁,平均(38.25
±0.23)岁;病程 3~12 年,平均(6.25±0.25)年。 对患者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患者 3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
组联合开展社交技能训练。两组一般资料相近,经差异检验均
显示 P >0.05。

1.2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联合开展社交技能训练:首

先,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了解患者在人际交往、日
常与人交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通过耐心地陪伴患者,引导患
者说出真实的想法。向患者进行一定的教育和引导,指导患者
学习主动与他人打招呼、沟通等小技巧,鼓励患者保持良好心
态,主动、勇敢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其次,组织患者参加各种
集体活动,在活动中积极主动发言,与身边的病友交流,练习
之前学习的各种社交技能。在集体活动中,护理人员设置出具
体的情景,患者在模拟情景中充当不同的角色,进行相应的握
手、交谈等社交活动,锻炼患者的日常社交能力,增强其社交
技能和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信心。护理人员注意密切观察训
练中所有患者的表现,对训练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及时给予患
者必要的称赞和鼓励,纠正患者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对其进行
一对一指导,以提高训练效果。

两组均连续护理 8周时间。
1.3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临床康复情况, 评估工具为住院精神病患

者康复疗效评定量表(IPROS),评分越高,提示患者的精神症
状越严重,社会功能缺陷程度越高,康复效果越差[2]。

1.4统计学处理
两组干预前后的 IPROS 评分数据结果均列为计数数据,

收录进 SPSS 19.00软件后进行处理, 组间比较实施 t检验,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为检验显示 P <0.05。

2结果
干预前研究组 IPROS 评分高于对照组,但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研究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的 IPROS 评分结果统计比较(x±s,分)

3讨论
精神分裂症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社交能力,为

帮助患者回归社会,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需要对其日常社交
能力进行一定的训练[3]。 此次研究中,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对患者联合实施了社交技能训练。 经分组干预后发现,干
预前研究组 IPROS 评分高于对照组,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干预后研究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这表明,对住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实施社交技能训练可以有效促进其临床康复。 社
交技能训练过程中,首先通过与患者的交流,掌握患者在人际
交往、日常与人交流等方面的情况,并通过对其进行教育和引
导,帮助其保持良好心态,学习各种社交小技巧。 之后,通过组
织患者参与各种集体活动,锻炼患者与人交流的技能,增强其
社交能力,树立早日回归社会的信心[4]。 通过社交技能训练,培
养患者的社交技能和参与意识,促使患者树立社交的信心,有
利于其出院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综上所述, 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社交技能训练可
以最大程度地改善其社会功能,促进其临床康复,这对患者更
快地重返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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