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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观察Teach-back法在老年COPD患者抗阻训练健康宣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1
年8月至2022年8月泰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0例老年COP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2021年8~2022年1月住

院患者45例为对照组，2022年2月~8月住院患者45例为实验组。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抗阻训练指导，实

验组对患者实施Teach-back法对其进行抗阻训练宣教。对两组患者的入院前、出院时及干预三个月后患

者的肺功能、生活质量、抗阻训练依从性及健康素养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经统计发现，实验组

在实施Teach-back法后患者的肺功能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组的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组的锻炼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组的健康素养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在老年COPD患者抗阻训练健康宣教中应用Teach-back法对其进行干预能够增强患者的肺功能、

锻炼依从性、提升生活质量以及强化其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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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Teach-back method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resistance training in elderly COPD patients, and to evaluate its effect on pul-
monary rehabilitation in elderly COPD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90 elderly COPD patients ad-
mitted to Taixing City People’s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s, 45 inpatients from August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45 inpatients from February to August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were given the Teach-back method. The pulmonary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exercise 
compliance and health literacy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dmission, at discharge and 
after three months of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lung fun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mplementing the Teach-back method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exercise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health litera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Teach-back method i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resistance training in 
elderly COPD patients can enhance the patients’ lung function, exercise compliance,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strengthen their health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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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是一种异质性疾病综合征，其特征

是持续存在的呼吸系统症状和气流受限[1]。其发病人群中老年人占比较大，病死率比较高。患有 COPD
的患者有一定可能丧失劳动能力，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睡眠、心理、社交等健康[2]。有研究表明 COPD 老

年患者适当做一些抗阻运动训练可以改善其肺功能、健康等指标，加快其康复进程[3]。因此，对 COPD
老年患者抗阻运动训练的健康宣教进行科学有效的干预有着重大意义[4] [5]。 

常规的健康教育一般采用单向的信息传递方法，难以把握患者对抗阻运动训练认知理解的程度、获

得及时评价和反馈[6]。对患者进行常规的健康教育后，其不仅会忘记大部分的知识，已经记住的知识里

也有一半是错误的[7]。本文采用回授法(Teach-back)落实 COPD 老年患者抗阻运动训练的健康宣教。

Teach-back 是指教育人员将深奥的宣教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需接受健康宣教的患者进行复述并演

示，及时了解把握患者未理解或理解有误的地方并对其进行指导，直到患者能够正确理解和掌握[8] [9] 
[10]。本文旨在观察 Teach-back 法在老年 COPD 患者抗阻训练健康宣教中的应用效果、对老年 COPD 患

者肺功能、生活质量、抗阻训练依从性及健康素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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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泰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90 例老年 COP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取

2021 年 8~2022 年 1 月住院患者 45 例为对照组，选取 2022 年 2 月~8 月住院患者 45 例为实验组。对照组

患者予以常规抗阻训练指导，实验组对患者实施 Teach-back 法对其进行抗阻训练宣教。纳入标准：60 ≤
年龄 ≤ 80；符合 GOLD 慢阻肺的诊断标准；沟通无障碍且配合管理；患者无严重疾病情况。 

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疾病；患者有严重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处于 COPD 急性加重

期；患者有过康复训练史。实验组老年 COPD 患者：年龄 60~78 岁，平均(68.49 ± 2.23)岁；女 COPD 患

者 6 例，男 COPD 患者 39 例；文盲 4 名，小学文化 28 名，初中文化 9 名，高中文化 4 名；对照组老年

COPD 患者：年龄 62~79 岁，平均(69.18 ± 2.37)岁；女 COPD 患者 5 例，男 COPD 患者 40 例；文盲 5 名，

小学文化 27 名，初中文化 8 名，高中文化 5 名。两组老年 COPD 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学历等基本资料

比较无明显差异(P > 0.05)，可进行对比。本研究获得泰兴市人民医院伦理委会的批准并接受其监督；获

得受试者理解配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的健康教育，其具体实施内容如下：1) 护士对患者进行口头健康宣教，通过集中式

健康教育为患者讲解临床上传统的抗阻运动训练的具体内容及注意事项。2) 护士及家属监督患者进行抗

阻运动训练，每天完成两次直至患者出院。3) 建立延续性微信服务群便于后续指导患者及家属在出院后

坚持进行抗阻运动训练，并通过微信服务群与护士保持联系[11]。 
实验组对老年 COPD 患者的抗阻运动训练采用 Teach-back 法进行干预，其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2.2.1. 成立 Teach-Back 小组 
由经验丰富的护士长一名、康复专科护士一名、老年科医生一名、康复科医生一名、护士若干组成

一支 Teach-back 小组。其中护士长担任 Teach-back 小组的组长，其主要职责是对小组进行全面管理及协

调。老年科医生的主要职责是筛选患者并对进行抗阻运动训练的患者的病情进行及时的评估。康复医生

的主要职责是为患者制定抗阻运动内容，并且对小组成员进行关于康复内容培训考核。康复专科护士的

主要职责是将宣教的内容及注意事项编写成册、编写 Teach-back 法的沟通技巧、拍摄抗阻运动训练视频。

护士负责将抗阻运动训练的健康宣教落实到位以及记录患者的详细信息。小组组长每周至少组织一次培

训及考核[12] [13]。 

2.2.2. 抗阻运动训练内容 
Teach-back 小组指导患者进行抗阻运动训练：1) 热身阶段：进行 8~15 min 的热身，热身完后放松全

身肌肉，护士为患者辅助按摩。2) 运动阶段：坐位扩胸—坐位前推—坐位上举—屈膝—伸膝。每套动作

需循环 7~12 次，根据患者的耐受能力进行调整，一组动作循环 5 次左右，每周训练 3~4 天[14]。3) 宣教

阶段：在患者运动过程中讲解各个动作的作用、要点及注意事项，及时解决患者运动过程出现的问题。

4) 院后干预：患者出院后也要进行抗阻运动训练，并由家属拍摄视频发到 Teach-back 小组工作群，由护

士对其进行监督指导[15] [16]。 

2.2.3. 方案实施流程 
首先组建 Teach-back 小组，建立微信工作群；一个小组负责一名患者，经小组成员分析讨论制定出

符合患者病情的抗阻运动训练方案，小组长组织培训和考核，考核通过的成员方可参与 Teach-back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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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护士向接受抗阻运动训练的患者以视频、文档及手册等方式讲解抗阻运动训练的内容、作用以及

注意事项，并为患者示范详细的动作；康复科护士带领患者进行抗阻运动，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患者

讲解每一步动作的要点和难点，鼓励患者及家属勇于诉说自身困难及不解之处；采用开放式问答交流的

方式对患者进行提问，并收集患者及家属所提问题，为其进行详细的解答并再次示范动作；护士需对患

者的入院前、出院时及干预三个月后患者的肺功能、生活质量、抗阻训练依从性及健康素养的情况进行

跟踪记录；患者填写对此次健康宣教满意度的调查问卷表[17] [18] [19] [20]。 

2.3. 观察指标 

1) 比较两组老年 COPD 抗阻训练患者在入院前、出院时及干预三个月后患者的肺功能的高低，其量

表包含最大深呼吸时第一秒呼出的气体容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 FEV1)、尽力且

最快呼出的气体容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两个肺功能指标[21]。 
2) 比较两组老年 COPD 抗阻训练患者在入院前、出院时及干预三个月后患者的生活质量的高低。该

量表包含睡眠质量、活动能力、外出能力、咳痰咳嗽等 8 个条目，分数 0~32 分之间。评分愈高表示生活

质量愈差。 
3) 统计两组老年 COPD 抗阻训练患者在入院前、出院时及干预三个月后完成及未完成抗阻训练的患

者例数，患者的抗阻训练依从性 = (完成抗阻训练的患者例数/总患者人数)*100%。 
4) 自制老年 COPD 抗阻训练患者肺康复行为量表，比较两组患者的健康素养高低。该量表包含 35

个条目，每个条目为 0~4 分，满分为 140 分。评分愈高表示老年 COPD 抗阻训练患者的健康素养越高[22]。 

2.4.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 s±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n (%)]表示，行 χ2检验；以 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比较 

实验组的 COPD 抗阻训练患者的 FEV1、FVC 两个指标都显著地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between two groups ( x s± ) 
表 1. 两组肺功能指标比较( x s± ) 

组别 n 
入院前 出院时 干预三个月 

FEV1 FVC FEV1 FVC FEV1 FVC 

对照组 45 1.41 ± 0.23 2.24 ± 0.36 1.58 ± 0.43 2.69 ± 0.77 1.72 ± 0.61 2.70 ± 0.84 

实验组 45 1.39 ± 0.44 2.32 ± 0.54 1.85 ± 0.52 3.16 ± 0.91 2.43 ± 0.73 3.46 ± 0.79 

t 值  0.270 0.827 2.684 2.645 5.007 4.421 

P 值  0.788 0.411 0.009 0.010 0.000 0.000 

3.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实验组的 COPD 抗阻训练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地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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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life qu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x s± ) 

组别 n 入院前 出院时 干预三个月 

对照组 45 20.26 ± 1.64 19.11 ± 1.03 17.42 ± 1.33 

实验组 45 21.04 ± 1.53 16.50 ± 1.21 14.15 ± 1.09 

t 值  2.333 11.018 12.756 

P 值  0.022 0.000 0.000 

3.3. 两组患者抗阻训练依从性比较 

实验组的 COPD 抗阻训练患者的抗阻训练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mpli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mple) 
表 3. 两组依从性比较(例) 

组别 n 入院前 出院时 干预三个月 

对照组 45 0 21 (46.67) 14 (31.11) 

实验组 45 0 36 (80) 33 (73.33) 

χ2值   10.766 16.076 

P 值   0.001 <0.001 

3.4. 两组患者健康素养比较 

实验组的 COPD 抗阻训练患者的健康素养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health literac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4. 两组健康素养评分比较( x s± ) 

组别 n 入院前 出院时 干预三个月 

对照组 45 81.23 ± 2.34 100.16 ± 3.60 103.55 ± 3.04 

实验组 45 82.06 ± 2.75 114.59 ± 3.87 127.54 ± 3.47 

t 值  1.542 18.314 34.884 

P 值  0.127 0.000 0.000 

4. 讨论 

4.1. 抗阻训练对老年 COPD 患者的影响 

COPD 主要对患者的肺部造成严重的伤害，并且会连累其心脏、肝脏等功能。而老年患者的抵抗力

较弱，当患有 COPD 时医院需对其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护理干预。COPD 患者常常会感觉到

胸闷气短、难以呼吸等，由此 COPD 的治疗主要内容是通过引导患者在戒烟并减少其它不良嗜好，定时

对患者进行诊断评估并进行合理的药物预防与治疗以及合理规范肺部康复训练，护理人员为 COPD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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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耐力和抗阻运动训练是临床较为合适的康复手段。抗阻运动训练是患者的手臂和腿等四肢来抵抗运

动所带来的阻力，其包含在力量训练中，有卷腹、单腿桥式、坐位扩胸等动作。能够锻炼到腹壁肌、肋

间肌等呼吸肌肉，若能坚持进行抗阻运动训练直至干预结束，可以增强患者的呼吸能力、改善他们的肺

功能、运动能力。并且采用此治疗手段可以减轻老年 COPD 患者的经济负担，提升其日常生活能力，改

善其生活质量[23] [24]。 

4.2. Teach-Back 法在老年 COPD 患者抗阻训练健康宣教中的影响 

由于老年 COPD 患者的理解力、记忆力下降，当对其抗阻训练进行常规的健康宣教时，患者经常忘

记动作、难以理解动作的要点、动作不标准导致康复效果低下。本文是采用 Teach-back 法这种非常新型

宣教模式的对抗阻训练的健康宣教进行干预。患者与 Teach-back 小组人员一对一进行沟通交流，

Teach-back 小组人员将深奥的宣教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需接受健康宣教的患者进行复述并演示动作，

患者进行复述抗阻训练的内容、作用及注意事项并复现动作。可及时解决患者出现的问题和及时评估患

者对内容的掌握度、理解度。 
结果显示，老年 COPD 患者抗阻训练健康宣教中实施 Teach-back 法相较于常规方法其肺功能的

FEV1、FVC 两个指标都有增高、生活质量也提升、患者的依从性升高及健康素养也大大的提高了。

Teach-back 法的实施避免了患者记不清动作及动作不标准的问题，且患者对抗阻训练的作用更加了解，

极大地增加了患者的自信心和主动性。Teach-back 小组也会在患者出院后对其监督，观看患者进行抗阻

训练的视频，并指出问题。在之后越来越多患者能够坚持进行抗阻训练，其依从性大大的升高。由于标

准的动作和长久的坚持，老年 COPD 患者很好地锻炼到了呼吸肌肉群，增强患者的呼吸能力、改善他们

的肺功能、运动能力，提高了肺功能的 FEV1、FVC 等指标、加强了患者的健康素养。患者的肺部得到

较好的康复，改善了呼吸困难、胸闷气短、经常性咳嗽等问题、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社交的能力、减

少其经济负担并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25]。 

4.3. 本文的不足及改进 

综上所述，在老年 COPD 患者抗阻训练健康宣教中应用 Teach-back 法对其进行干预能够增强患者的

肺功能、锻炼依从性、提升生活质量以及强化其健康素养。样本量不大，并且这些样本都来自一个医院，

不具备充分的代表性，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量和样本来源；参考的文献过少导致对 Teach-back
方法的认识不足，本文观点可能有失偏颇，未来可多参考中文及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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