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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参照《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是护理及相关专业的一
门专业核心课程。
本教材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精神，遵循卫生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
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标准的指导思想。
力求卫生职业教育与岗位“零距离”，以适应城镇、社区、农村的技能型、服务型卫生技术人才的培
训需求。
　　本教材强调系统化整体护理的理念，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构建适应新的医学模式的知识结构，
既掌握心理与精神护理的基本理论，又学会心理和精神科护理的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全面、准确、深
刻地把握患者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能力，增强护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适应人群健康需求的变
化。
　　本教材的编写努力向任务引领型新课程体系过渡，尝试以心理学、精神病学、护理学的相关理论
知识和技能为基础，以心理护理和精神障碍护理为主题，将《心理护理学》与《精神科护理学》两门
课程融合为一门新课程。
为此，在保持了全书的完整统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课程内容的编排，以“必需、够用”为度。
另外，本教材还具有如下特点。
　　1.学习要点　　在每章的开始，列出学习要点，主要体现出大纲的基本要求，描述出主要学习内
容，便于学生掌握所学知识的重点。
　　2.重点提示　　在章节内容中穿插重点提示，将学习难点、重要知识点、学习技巧、护士执业考
试应注意的问题等予以提醒或解释，便于启迪学生学习兴趣与方法。
　　3.讨论与思考　　在每章之后，附有案例及思考题，通过课后的讨论与思考，既巩固了相应的知
识和技能，又培养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同步实验教学　　通过临床见习或角色扮演等开展同步实验教学，以临床护理工作岗位的要求
引领学生提高对患者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护理能力，并形成良好的工作态度。
　　全书共分为14章，包括绪论、心理过程与人格、心理应激与心理危机、心理评估与心理治疗、心
理护理与心身疾病、神经症与人格障碍患者的心理护理、精神障碍的诊断与常见症状、精神科护理基
本技能、精神障碍的治疗与护理、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
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心境障碍患者的护理及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与家庭护理，且在书后附
有8个常用心理测验量表（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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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与精神护理》参照《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护理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是护理
及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本教材强调系统化整体护理的理念，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构建适应新的医学模式的知识结构，既掌
握心理与精神护理的基本理论，又学会心理和精神科护理的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全面、准确、深刻地
把握患者的心理特点和规律的能力，增强护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适应人群健康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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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基本特征为泛化和持续的焦虑，并非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外部环境。
惊恐障碍以惊恐发作为主要症状，是焦虑症的亚型。
各种躯体疾病或精神障碍的惊恐发作症状，确切地应称作惊恐发作综合征。
　　（二）强迫症　　强迫症是一种以强迫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以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反强迫并存
为主要特征的疾病。
本病通常在青少年期发病，基本症状为强迫观念，常伴有强迫动作或行为。
　　1.强迫观念患者反复思考和联想同一观念，明知多余但欲罢不能的强迫思想；对常识或自然现象
强迫性穷思竭虑；对自己做过的事的可靠性强迫怀疑；对过去的经历强迫回忆；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冲
动要去做某种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但一般不会转变为行为的强迫意向。
　　2.强迫行为强迫动作或行为多为减轻强迫观念引起的焦虑，而不得不采取的顺应行为。
表现有强迫性洗涤、强迫性检查、强迫性计数及强迫性仪式动作等，患者也意识到这些强迫症状是不
必要的、异常的，但不能为主观意志所控制。
病程迁延者可表现为仪式动作为主，而精神痛苦减轻，但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三）恐惧症　　以过分和不合理地惧怕外界某种客观事物或情景为主要表现的神经症。
发作时常伴有明显的焦虑不安及自主神经症状。
患者明知这种恐惧反应是不必要的，但在相同场合下仍反复出现，难以控制，患者常主动回避所恐惧
的客观事物或情境，以致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根据恐惧对象的不同可将恐惧症归纳为场所恐惧症、社交恐惧症、特殊恐惧症3种临床类型。
　　1.场所恐惧症是恐惧症中最常见的一种，女性多于男性，主要表现为对某些特定环境的恐惧，如
高处、广场、密闭的环境和拥挤的公共场所等。
患者害怕离家或独处，害怕进入商店、剧场、车站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2.社交恐惧症主要特点是害怕被人注视，一旦发现别人注意自己就不自然。
表现为在社交场合感到害怕、局促不安、尴尬，怕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因而回避社交活动。
如不敢当众说话、不敢与陌生人对视、集会不敢坐在前面等。
　　3.特殊恐惧症是对特定物体或情境强烈地、不合理地惧怕与厌恶。
恐惧对象常见的为某种动物或昆虫，如蛇、犬、猫、鼠、蟾蜍、蜘蛛等，某些自然现象，如黑暗、雷
电，也可以是血液、尖锐锋利的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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