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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护理学走向学科、走进科学的进程中，护理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是我在世纪之交赴美国留学时与国际著名的护理理论家罗伊教授的一次访谈后才认识到的，并由此
产生了一个愿望——为护理理论在我国护理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做两件事情：开设一门研究生课程，
编写一部研究生教材。
2003年春季，经过认真的准备，怀着课程可能因抽象难懂而遭到冷遇的担忧，我战战兢兢地启动了《
护理理论》课程的教学。
然而，第一轮次的教学出乎意料地引发了研究生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大家积极地参与教学而使本门课
程的设立获得成功。
2004年，《护理理论》研究生教材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2006年经全国护理学教材评审委员会讨论推
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将《护理理论》列为卫生部首批护理学研究生
规划教材。
历时4年，《护理理论》教材终于面世了。
也许是怀着对那些创立护理理论的先驱们的极大崇敬，也许是这部教材承载了太多的期望，也许是
在6个轮次的教学中，研究生们所表达的那种视《护理理论》为真正属于自己学科课程的情感，让我
感受到了压力，这部教材成为迄今为止我有限的教材编写经历中，耗时最长的一部。
本书共分17章，约35万字，26幅插图。
第一～二章系统阐述了护理学科的科学性质、基本概念体系、护理理论的类型和功能、护理理论的分
析与评判框架和标准、护理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标志性成果、发展理论的方法与技术，以及护
理理论未来发展面对的挑战等，使读者从宏观层次了解护理学科、护理理论的科学本质及护理理论在
护理学科学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第三～十七章，详细介绍了16位国际著名护理理论家及其所创立的15个护理理论或学说。
这部教材携带着我和我的合作者们无数的希望：我们希望，读者在读懂理论，提高理论素养的同时学
会应用理论，提高实践理论的能力，因此本教材的每个护理理论都配有精选的应用实例；我们希望，
读者能够用评判性的眼光来研读护理理论，因此本教材提供了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构建、评析理论的
基本方法；我们希望，读者在思考、分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建、发展护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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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7章，约35万字，26幅插图。
第一～二章系统阐述了护理学科的科学性质、基本概念体系、护理理论的类型和功能、护理理论的分
析与评判框架和标准、护理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阶段标志性成果、发展理论的方法与技术，以及护
理理论未来发展面对的挑战等，使读者从宏观层次了解护理学科、护理理论的科学本质及护理理论在
护理学科学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第三～十七章，详细介绍了16位国际著名护理理论家及其所创立的15个护理理论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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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安丽，第二军医大学护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上海职工医学院护理学专业，1983年任教于第二军医大学护理系。
2003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200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护理学院留学l年。
讲授《护理理论》、《护理教育学》、《护理学基础》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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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践方面的应用逐步走向进步和完善。
就当前的护理学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水平而言，护理科学的本质属性有4个方面的特征。
（一）关于人的科学护理学是关于人的科学，表现为护理学具有与其他有关人的科学同样的特征：1.
护理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定位于整体人包括个体人的整体性和群体人的整体性。
因此，护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都倡导从人的整体出发，去理解其中的个别现象。
2.护理学将其成员的经验的理解作为核心  这里强调了学科中经验性知识的重要性。
3.护理学将根据其成员看到的和观察到的材料的意义去处理问题  这些材料可以是一些反应、符号（文
字）、事件或情境。
4.护理学知识的构建需要通过相互作用对经验进行验证  为了能够理解这些意义与经验材料，学科专家
需要与参与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这种相互作用是对经验的意义理解的主要来源o.在从经验发展到知识的活动中，人们不仅是发展知识
和建构知识，而且还必须验证这些形成知识的经验。
5.护理学概括的范围是有限的  护理学只能在一定的内容范围内进行概括，因此，概括常呈现为一定的
模式。
6.对具体材料进行简化为了描述，一些条件、情境、行为和事件需要简化。
这些特征决定了护理学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去发展它的知识。
护理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关心的是人类的经验，特别是人类处理健康和疾病有关问题的经验
。
由于这些经验是在一定的历史、政治、社会结构、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护士应关心这些经
验是怎样影响人的健康行为和人是如何做出反应的。
这样也就确定了护理学必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二）实践导向的科学护理学产生于为已经存在或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提供护理的实践中，是源于实
践的学科。
这意味着护理学的首要的任务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
护理人员必须收集人们对疾病和健康反应的知识，去监护和促进健康，去帮助人们学会自我照护，帮
助人们提高应用健康资源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护理学需要应用基础性和应用性知识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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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护理理论》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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