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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护理人员参与巴林特小组活动的体验。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方法,对18名参与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一线工作且参与过巴林特小组活动的护理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将记录的资料按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

分析。结果
 

提炼出4个主题:巴林特小组提供了一个宣泄负性情绪(焦虑、紧张、恐惧、自责、愧疚、孤独感)的平台;参与巴林特小

组能够提升归属感,感受到同伴的支持;巴林特小组能开阔视角,多角度看待问题;巴林特小组更容易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主动

表达内心的感受。结论
 

巴林特小组活动可改善抗击疫情一线护士的负性情绪,帮助护士调适心理危机,可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护理人员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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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frontline
 

nurses'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Balint-group-based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a
 

war
 

against
 

the
 

COVID-19
 

outbreak.
 

Methods
 

Using
 

the
 

objective
 

sampling
 

method,
 

18
 

nurses
 

working
 

in
 

the
 

frontline
 

of
  

a
 

war
 

a-
gainst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having
 

participated
 

Balint-group-based
 

activities
 

were
 

invited
 

to
 

have
 

semi-structured
 

inter-
views.

 

Then
  

the
  

recorded
 

data
  

were
 

analyzed
 

and
 

collated
 

according
 

to
 

the
 

Colaizzi
 

7-step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Four
 

themes
 

were
 

refined:
 

The
 

Balint
 

Group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venting
 

negative
 

emotions
 

(anxiety,
 

nervousness,
 

fear,
 

self-blame,
 

guilt,
 

or
 

loneliness);
 

participating
 

in
 

the
 

Balint
 

Group
 

increas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eer
 

support;the
 

Balint
 

Group
 

broadened
  

the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s
 

and
 

views
 

of
 

a
 

problem
 

from
 

multiple
 

facets;
 

the
 

Balint
 

Group
 

could
 

more
 

easi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allow
 

them
 

to
 

actively
 

express
 

their
 

inner
 

feelings.
 

Conclusion
 

The
 

Balint
 

group
 

approach
 

alleviates
 

the
 

nega-
tive

 

emotions
 

of
 

frontline
 

nurses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helps
 

them
 

adjust
 

to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frontline
 

nurses
  

handl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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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

性极强、病程进展极快的新型疾病。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我院作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全院

护理人员身心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

机干预指导原则》[1]指出,各地应科学、规范地开展新

冠肺炎相关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巴林特小组最早被

用来帮助家庭全科医生发现和解决在治疗实践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2]。研究表明,巴林特小组可缓解医护

人员焦虑、抑郁程度,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感[3-4]。目

前对巴林特小组的研究多以量性结果呈现,而质性研

究鲜见。我院心理干预小组对抗击疫情一线护理人

员实施巴林特小组活动,本研究对参与巴林特小组活

动的护理人员进行质性访谈,深度了解其对巴林特小

组活动的真实体验,以期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护理人员心理疏导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3~4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我院抗击疫情一线护理人员为访谈对象。纳入标准:
①抗击疫情一线工作时间≥1周;②疫情期间参与过

巴林特小组活动,且自愿参与本研究。研究样本量以

受访者的资料重复出现不再有新的主题呈现(资料饱

和)为标准[5]。最后选取18名受访者,均为女性,年
龄23~39(31.3±4.8)岁。学历:大专3名,本科13
名,硕士2名。职称:护士2名,护师8名,主管护师7
名,副主任护师1名。工作年限1~19年,平均8.6
年。婚姻状况:已婚16名,未婚2名。
1.2 方法

1.2.1 巴林特小组活动方法 每次活动由1名组长

和8~10名组员组成。组长由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

证,既往参与过巴林特小组培训并考核合格,且有10
次以上主持巴林特小组经验的护理人员担任。①组

长用2
 

min介绍小组活动的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②每次活动分享1个案例,主题限定为发生在抗击新

冠肺炎期间的事件。案例提供者用10
 

min左右描述

自己所经历的事件经过,尽可能表达令自己印象深刻

的情绪波动、个人感受,并提出自己的问题。报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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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小组其他成员可以提出自己想了解的细节问题,案
例提供者给予回答。③小组成员用30

 

min自由表达

自己对该案例的看法、感受,组长鼓励并肯定大家的

发言。④案例提供者根据小组成员的发言用8
 

min
提炼出要点并表达对此案例的认识及感受,表达对其

他小组成员的感谢。⑤组长用10
 

min对活动进行总

结评价并表示感谢。巴林特小组活动每周1~2次,
每次60

 

min左右。为避免人员聚集,小组活动以网

络会议的形式进行。
1.2.2 资料收集方法 以质性研究中现象学方法为

指导,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与观察法收集

资料。访谈前在查阅相关文献基础上拟定提纲,正式

访谈前对3名护理人员进行预访谈,结合2名有质性

研究经验的护理管理者意见对访谈内容进行修改、确
定提纲内容。包括:①您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工作期

间的心理感受是怎样的? ②您是如何处理和应对这

些心理问题的? ③在参与巴林特小组后,您有了哪些

改变? ④与您以往接触到的心理干预方法相比,巴林

特小组有何不同? 根据受访者意愿选择在清洁区休

息室、医护人员定点酒店等地方进行访谈,采取相应

防护措施,访谈时间为30
 

min左右。访谈前向被访

者说明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方法,访谈严格遵守伦理

保护原则及自愿原则,向受访者承诺遵守对有关信息

的保密要求。给受访者的访谈记录建档,以 N1~
N18表示,根据受访者意愿采用录音、笔录的方式对

访谈内容进行现场记录。访谈中注意观察受访者的

表情、眼神、手势等非语言信息,同时对其观点及时进

行确认与澄清,对受访者平时的工作状态进行观察和

记录。访谈结束后将笔记、录音等整理成为文字材

料,采用Colaizzi分析法[6]进行整理与分析。
2 结果

2.1 主题一:巴林特小组提供了宣泄负性情绪(焦
虑、紧张、恐惧、自责、愧疚、孤独感)的平台 作为新

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一线护理人员感染风险更

高,加之工作压力大、对防护装备的不适应、与家人长

期分离、面对患者离世的无力感等因素,极易产生紧

张、焦虑、恐惧、自责、愧疚、孤独感等负性情绪。N9:
“每天近距离接触新冠肺炎患者,我也害怕被感染,但
是又不想让家人、朋友担心,所以自己的这些想法都

没有跟别人说过,本来这个时候大家都挺紧张的,要
不是巴林特小组活动,我的这些情绪还会放在心里很

久。”N1:“我参加工作不到两年,都不敢跟爸妈说自

己上一线了,怕他们担心,挺想他们的。这么久了我

也是在巴林特小组活动上才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N15:“我原来工作的科室很少碰到患者离世,这次参

加一线工作面临患者去世,心里有点接受不了,那些

场景最近经常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这些感受都不知

道跟谁说,因为我熟悉的同事好像都没有碰到过类似

的事情。”

2.2 主题二:参与巴林特小组能够提升归属感,感受

到同伴的支持 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在参与抗击疫情

工作后有负性情绪,在参与巴林特小组活动的过程

中,均会对案例陈述者的感受产生共鸣,找到归属感,
同时也能从同伴的发言中找到应对问题的经验、方
法。N2:“参与巴林特小组的成员呈现的案例真的让

我感同身受,在活动中我才意识到大家都碰到过类似

的问题,并且大家的反应和感受都是相似的。”N11:
“之前想家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是当我分享了我的案

例,听取发言后发现大家和我一样,并且老师们还特

别关心我,他们的发言也让我找到了很多缓解不良情

绪的方法。”N8:“分享案例的时候我哭了,看到很多

同事也哭了,这时候虽然他们没说话,但是我知道他

们的感受跟我一样,我不是一个人,有他们陪伴着我

感觉自己变得有力量了。”
2.3 主题三:巴林特小组能开阔视角,多角度看待问

题 所有的受访者表示,在参加过巴林特小组活动之

后,他们对分享的案例以及自身的心理问题有更全面

的了解,不再沉浸在自己的负面情绪里,并从小组活

动中学会自我反思,并由此引发处理自身心理问题的

行为改变。N3:“我觉得巴林特小组最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让我了解到了当我情绪不好时我的父母、家人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通过换位思考我也发现我自己

处理情绪问题的时候可以用更好的方法。”N12:“我
是一名护理管理者,疫情期间因工作繁忙,与其他同

事之间有一些不愉快,当我参加巴林特小组叙述完我

的案例后,有几位老师说出了他们的感受,我一下子

就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对了,并且是发自内心地感觉到

了自己做的不太稳妥的地方,那些委屈、生气的感觉

一下就没有了。”
2.4 主题四:巴林特小组更容易调动参与者的积极

性,主动表达内心的感受 大部分受访护士表示巴林

特小组活动的方式易于被接受,并且希望在今后遇到

心理问题时采用巴林特小组活动的方式进行应对。
N4:“我觉得疫情期间有这样一个平台特别好,因为巴

林特小组活动是一群人在一起共同讨论,跟一对一的

干预方式相比更让我有安全感,而且小组活动形式特

别轻松,就是活动时间有点短了,有点意犹未尽的感

觉。”N7:“与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方法相比,巴林特小

组活动让组员之间的语言交流更多,情绪表达更充

分。”N14:“以往心理学的一些干预方法让我觉得很‘高
大上’,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基础才能参与进去,
但是巴林特小组这个氛围特别有亲和力,而且实施起

来也比较简单,即使我没有很好的心理学基础也能参

与进来,我希望以后可以不要限制组织活动的频率,只
要护士碰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困扰就可以开展。”
3 讨论

江霞等[7]调查显示,抗击新冠肺炎一线护士躯体

化、焦虑评分显著增高。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心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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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轻 则 引 起 护 士 身 体 不 适,重 则 引 起 职 业 倦 怠

感[8-10],进而影响工作效率、护理质量的提高。因此,
重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的心理状况,及
时干预护士的负性情绪,是保障其身心健康、维护护

理队伍稳定、提高护理质量的必要措施。
3.1 巴林特小组以团队支持为依托,可有效疏导护

士负性情绪 与传统的案例讨论不同,巴林特小组每

次讨论的案例都是小组成员亲身经历的案例,能够更

加真实、深刻地将事件经过、自身感受呈现在小组成

员面前。本次参与巴林特小组的成员均是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一线的护理人员,相同的工作环境、工作经

历让他们在讨论案例时更能引起共鸣。部分护士临

床工作经验相对缺乏,在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中会显得手足无措,情绪的起伏会更加明显。将不

同层级的护士集中起来进行巴林特小组活动也能让

他们感受到自己经历的场景、出现负性情绪并不是个

别现象,也与个人工作能力、工作年限的长短无关,而
高年资护士拥有更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情感体验,能够

帮助低年资护士更快掌握调节情绪的技巧,从而使低

年资护理人员在集体中获得情感的支持和帮助。
Elder[11]提出,巴林特小组可增强组织内人员的情感

安全感,同时也有利于组织本身的团结合作,鼓舞士

气。一方面护士的负性情绪得以疏导,另一方面在同

伴处获得支持,实现了情感上的双向共赢。由于疫情

防控的特殊需求,本研究将巴林特小组活动流程进行

优化,采用网络会议的形式开展,实现了疫情背景下

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团体心理疏导工作的持续开展。
3.2 以反思助力护士自我成长 反思是个体对于自

身知识、意识、观念的审视与重构,是对自身过去或当

前行为、经验、实践活动的反省与调节[12]。在小组长

的引导下,事件的陈述者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了解

了当其他同事遇到此类事情时会是怎样的感受、会用

到怎样的方法去处理。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感受到

了事件发生时患者的想法和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

系列行为,从而更加透彻地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通

过对事件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事件的经历者会反

思自己的行为。这种反思不仅出现在巴林特小组活

动过程中,也持续在护士参加完巴林特小组活动后,
帮助其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走出之前的负性情

绪,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以后的护理工作。
3.3 立足护士“自我心理调适”培训,促进巴林特小

组发展 巴林特小组不是单纯的案例讨论,也不同于

被动的知识灌输,而是通过引导护士发掘自身的力量

来进行心理调适[13-14]。参与巴林特小组的成员能够

通过情感的表达、负面情绪的宣泄、同伴的支持来发

起主观的内省,而这种对自我的察觉最终会以改变行

为的方式体现。在本研究中,受访者表示巴林特小组

的活动方式易于被接受,且调动了参与者的积极性,

表明长期施行巴林特小组活动具有可行性。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

人员存在心理困扰,巴林特小组活动给护士带来了

宣泄不良情绪、提升归属感、感受同伴支持、引发自

身思考的正性体验。巴林特小组能够为参与者提供

深入的交流机会,让小组成员主动参与到活动,依靠

团队的力量让个人的创伤得以修复。巴林特小组帮

助护理人员恢复心理健康的实践效果显著,因此将

其作为提升灾难救援护士自我心理调适能力的课程

有着良好的实践基础,巴林特小组方法可为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心理问题干预提供新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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