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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的编写以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学生为对象，以现代医学观和整体化护理思想为指导，围绕技术应
用性人才的培养目标，突出护理专业特点，将心理学基础理论和实践技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力求淡化
传统的“心理学基础”、“护理心理学”作为两门课程、两段式教学的弊端，在参考和借鉴传统教材
的基础上，以必需、适度、实用为原则，构建教材框架，使学生在学习时易于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
本教材编写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将本学科应体现的“三基”内容作为重点编入其中，同时也
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弥补以往教材存在的不足，将本学科的实用方法和技术以及学科发展的最新成
果编入其中，如心理护理的实践模式、临床心理护理方法、临床病症与治疗的心理护理、临床常见心
身疾病的心理护理、生物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的心理护理等，突出了专业特点和层次特点。
二是在保持传统教材风格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同类教材的编写特点，在相应的章节内设置“
前沿与动态”、“经典实验”、“心理与生活”、“典型案例”等栏目，使其达到丰富、活泼而不失
严谨，系统而不乏实用。
三是在内容体系编排上，力求科学、系统，既注重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又尽量不拘泥于传统教
材的框架结构，既注重与相关学科如基础医学、临床护理、精神科护理等课程的衔接又尽量避免重复
，体现特色。
在内容取舍与详略表述上，努力克服以往教材存在的专业和层次特点不突出、针对性差、实用性不强
等不足，增加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全书共九章。
撰写分工如下：第一章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周郁秋；第二章 宁夏医科大学马丽、中南大学湘雅
医学院护理学院易巧云；第三章 皖南医学院刘彦；第四章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曹建琴；第五章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卢桂珍、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周郁秋；第六章 九江学院医学院梁光霞；第
七章 、第八章 第四军医大学张银玲；第九章 菏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蒋继国。
把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护理实践相结合是一种新的尝试，本书在结构框架和体系的编排上还不够
成熟。
同时也受编者的知识水平及编写经验的限制，其中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热忱地希望各位同行和使用
教材的师生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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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适用于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涵盖心理学基础和护理心理学两部分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介绍健康
、疾病与心理、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转归中的作用；心理护理的常
用技术，包括临床心理评估、临床心理护理程序、方法和技术；心理护理的具体实践，系统阐述病人
的一般心理、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疾病阶段的心理护理；临床病症与治疗的心理护理；心身疾病的心
理护理；生物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的心理护理。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掌握护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临床和社
区护理工作中有效地开展心理护理。
本书既适用于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教学用书，也适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人员自学、培训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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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 第九章 生物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的心理护理 第一节 生物因素所致传染性疾病的心理护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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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病人的心理护理 第二节 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的心理护理 一、创伤病人的心理护理 二、烧伤病人的
心理护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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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情绪情感的维度与两极性 情绪的维度（dimension）是指情绪所固有的某些特征，
主要指情绪的动力性、激动性、强度和紧张度等方面。
这些特征的变化幅度又具有两极性（two polarity），每个特征都存在两种对立的状态。
 （1）从性质上看，有肯定的情绪情感和否定的情绪情感。
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肯定的情绪情感，如高兴、满意、爱慕、欢喜等；人们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则
产生否定的情绪情感，如烦恼、不满意、憎恨、忧愁等。
肯定的情绪情感是积极、增力的，可提高人们的活动能力。
否定的情绪情感是消极、减力的，会降低人们的活动能力。
 （2）从强度上看，各类情绪、情感的强弱不一样。
例如，从微弱的不安到激动，从愉快到狂喜，从微愠到狂怒，从好感到酷爱等。
在强弱之间又有各种不同的程度。
例如，从好感到酷爱的发展过程是：好感→喜欢→爱慕→热爱→酷爱。
情绪情感的强度决定于引起情绪情感的事件对人的意义大小，也与个人的既定目的和动机能否实现有
关。
 （3）在紧张度上，情绪有紧张和轻松之别。
紧张和轻松往往发生在人的活动最关键的时刻。
紧张程度既决定于当时情景的紧迫性，也决定于人的应变能力及心理准备状态。
通常紧张状态可导致人们的积极行动，但过度紧张则会令人不知所措，甚至使人的精神瓦解、行动终
止。
 3.情绪与情感的区别与联系 情绪和情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
二者的区别表现在： （1）情绪具有情景性、激动性和暂时性，它往往随情境改变和需要的满足而减
弱或消失；情感则具有稳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是对人对事物稳定态度的反映。
 （2）情绪是情感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冲动性和外部表现；情感常以内心体验的形式存在，比较
稳定。
情感在情绪的基础上形成，情绪的变化反映情感的深度，情绪和情感不可分割。
 （二）情绪的外部表现和生理变化 1.情绪的外部表现 与情绪状态相联系的身体外部变化称为表情
（emotional expression）。
人类的表情具有适应意义，并通过遗传而保存下来。
正因为动作具有生物学根源，所以基本情绪的外部表现，如喜、怒、悲、惧等原始表情是通见于全人
类的。
当然，人的表情也存在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社会性差异。
对人类来说，表情已变成社会上通用的表达和交流的符号，成为和语言平行的交流手段。
表情可分为面部表情、身段表情、言语表情。
 2.情绪的生理变化 在情绪活动中所发生的内心体验和外部表现，是与神经系统多种水平的机能相联系
的。
与情绪有关的生理反应是由内分泌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所控制，诸如伴随情绪发生的心跳加快、血压
升高、瞳孔扩张、呼吸加速、脸色变化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学基础>>

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心理学基础(护理专业用)》讲述了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
以了解和掌握护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临床和社区护理工作中有效地开展
心理护理。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心理学基础(护理专业用)》既适用于高职高专护理专业教学
用书，也适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人员自学、培训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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