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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护理伦理与法规》是为适应培养应用型、技能型护理学人才，落实整体护理的需要，对未来护理人
员进行职业伦理教育和法制教育的载体。
护理活动的对象是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精神属性的活生生的人。
因而护理人员一方面必须掌握相关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护理技术；另一方面必须树立指导具
体护理技术实施的伦理与法制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护理人员对专业价值的认识、护理人员的职业权利与义务的认识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行使
权利、超出权利范围要承担的责任等安全执业的基本意识。
《护理伦理与法规》的编写以培养护理人员的伦理与法制观念为宗旨，其目的在于使护理人员懂得如
何在伦理与法律规范的条件下从事护理职业；懂得如何尊重患者，怎样才能把患者利益置于护理工作
的首位；同时，也懂得如何才能学会维护社会利益，并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本教材的特色之一是每章先以案例导入并提出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然后进一步援以理论阐述，使
学生能够将护理伦理与卫生法规理论的学习与护理实践相结合，不仅能够激发其学习兴趣，而且能切
实体会护理决策中伦理与法制观念的重要作用。
这对转变护理人员“重术轻道”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特色之二是对伦理理论与法规的阐述简明扼要，注重从与护理人员执业有关的角度选择内容，比较注
重实用性与适用性，努力做到言之有物。
特色之三是从便于学生阅读的角度，注重知识的拓宽，选取有趣味性与实用性的相关链接，使学生在
阅读中受到教益。
本教材的核心是注重激发学生的伦理与法制意识，并注重以心灵的触动为起点来培养护理专业学生的
伦理观与法制观。
因为对他们而言，树立正确的伦理与法制观念与掌握伦理与法制知识一样甚至更为重要。
本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组织和支持下，由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九江学院、山西大学、首都医科
大学燕京医学院和山西医科大学的教师共同协作完成。
各位编者的分工是：绪论，第一章，第三章及第四章，由高玉萍完成；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及第
七章由汪力平完成；第八章由李德玲完成；第九章与第十章由苏天照完成；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由李
冰完成。
本教材编写提纲的拟定、对全书的修改及定稿均由高玉萍完成。
在此，我们对这些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对各位参编作者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同时，山西医科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段志光教授在百忙中对书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
。
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及网络资料，吸收了前辈及同行
们的研究成果，特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由于作者编写水平有限，教材的缺点在所难免，恳望读者及同行提出宝贵意见，使本书在教学实践中
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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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将护理人员置身于护理活动当中，针对从业中经常遇到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探讨了护理人员应具
有的伦理与法制观念以及如何在这些观念指导下规范地从事护理活动。
全书吸收了护理伦理学与卫生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针对性、实践性、适用性和科学性。
    本书可作为培养应用型、技能型护理专业人才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护理工作者学习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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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学习护理伦理与法规的目的与意义　二、护理伦理与法规的教学内容　　三、护理伦理与
卫生法规的关系　四、学习护理伦理与法规的方法第一章　护理人员与护理职业伦理  第一节　护理
职业概述  第二节　护理职业伦理  第三节  护理人员与护理职业伦理第二章　护理伦理原则、规范和范
畴  第一节　护理伦理原则  第二节　护理伦理规范  第三节　护理伦理范畴第三章　护理人员与患者的
伦理关系  第一节  护患关系概述  第二节  护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节  实践中的护患伦理关系（上
）    第四节  实践中的护患伦理关系（下） 第四章　护理人员与医院的伦理关系  第一节　护理人员与
医院关系概述  第二节  护理人员与医院同事的伦理关系  第三节　护理人员在维护医院形象中的伦理职
责第五章　护理人员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第一节　护理人员与社会的关系概述  第二节　计划生育伦理
道德  第三节  处置严重缺陷新生儿的伦理道德  第四节  临终关怀伦理道德  第五节　预防医学伦理道德 
第六节　社区护理伦理道德  第七节  医疗卫生改革伦理道德第六章　护理人员与科学技术的伦理关系  
第一节　护理科研伦理规范  第二节　人工生殖技术伦理道德  第三节　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中的伦理
道德  第四节  器官移植伦理道德  第五节　人类干细胞研究伦理道德第七章　护理伦理教育、修养和评
价  第一节　护理伦理教育  第二节　护理伦理修养  第三节　护理伦理评价第八章　护理行为的伦理决
策  第一节　护理行为的合伦理性  第二节　护理伦理判断  第三节　护理伦理选择第九章　卫生法概述
 第一节　卫生法概述  第二节  卫生法的制定与实施  第三节　卫生法律关系  第四节　卫生法律责任  第
五节　卫生行政救济  第六节　卫生行政赔偿第十章　护士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护士管理制度概述  
第二节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制度  第三节　护士执业注册制度第十一章　护理活动相关法律制度第十
二章　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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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面对以上两个案例，我们不禁要问，护理与人文有关吗?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90％以上的医患
纠纷实际上是由沟通不当造成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医生们“不会说话”。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救死扶伤却不见得仅仅是挽救生命于危难之际。
对医护人员来说，更多时候，他们做的都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然而成功的秘诀也许就是把小事做好。
其实，人文关怀无小事。
患者把生命甚至是一生的希望托付给护理人员，那我们就应该在举手投足间、在细微处，释放与表现
我们的仁慈与责任。
护理伦理与法规就是研究护理行为实践中的伦理与法律规范的学科，其目的在于通过伦理与法规的方
式来规范与调整各种护理人际关系，重视人文关怀，使患者利益、社会利益及护理人员自身利益得到
协调发展，以达到护理活动的最终目标。
一、学习护理伦理与法规的目的与意义1．使护理人员懂得如何在遵循伦理与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从事
护理工作，提高护理人员的行为决策能力。
事实上，任何护理行为的决策及其发生都会受到护理技术及护理伦理与法规等层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当护理人员面临某一护理事实时，其一要考虑当下的护理科学能不能达到该次护理技术水平的要求?其
二是考虑实施该护理行为的护理人员是否具备该次护理对其技术要求?这些都属于护理科学或护理技术
层面要解决的问题。
而同时，技术水平能达到的护理行为是否就一定是适合患者的最佳选择?从社会公益的角度考虑，护理
技术能完成的行为是否就一定是应该选择的行为?在技术能达到的前提下，法律上规定谁具有实施该护
理行为的权利与义务?这些也是护理行为决策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而他们则属于护理伦理与法规层面
要解决的问题。
护理人员的职责就是“保护生命，减轻痛苦，恢复健康”。
可以说，护理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人命关天的事业。
由于护理人员及其服务对象——患者在对技术的了解与把握上具有不对等性，所以，护理行为的善与
恶、合法与违法，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这不仅表现在护理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上，而且还表现在护理行为的目的与手段上。
如果某一护理行为在动机与结果、目的与手段上既合乎伦理规范，也符合法律规范，无疑此行为既可
以维护患者利益，又可以维护社会利益，还可以维护护理人员自身的利益；反之，则既损害患者与社
会利益，也损害护理人员的利益。
这种利益不仅表现于物质层面，而且还反映到精神层面，如良心的自豪或谴责，成就感、价值感或负
罪感等。
患者利益、社会利益及护理人员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使得护理人员必须懂得护理伦理原则及法律规范
，树立正确的伦理与法制观念，为未来从事护理实践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增强护理行为的决策能力
，以提高护理人员适应社会、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素质。
2．使护理人员树立正确的人道观念，深刻理解和践行人性化护理护理学是一门艺术，而不单纯是一
种技术。
护理工作的对象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精神属性的个体。
护理本身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道主义思想，是以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利和保障人的健康为宗旨
的。
随着新的医学模式的确立，重视人性，回归人性，进行人性化护理已经成为当代护理学发展的重要趋
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护理伦理与法规>>

编辑推荐

《护理伦理与法规》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护理伦理与法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