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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韩英红主编的《医学美学》主要是为医学美容专业的学生编写的。
在保留前部教材基本理论、原则和框架的基础上，立足于“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整体学科”的角度，
对近10年的变化作了简要的阶段划分，为的是让读者了解“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整体学科”发展的基
本脉络。
通过美学与医学的结合，既注重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传达，更注重基本技能和方法等实用技
术的阐述，是本教材的主要特色。
除了提高医学美容专业学生的临床审美技能外，也希望在提高医学生及医学从业人员的人文素质方面
发挥作用。
所以，增加了一些美学理论以及审美方面的知识，散见于相应的章节之中，以图启发和引导读者从美
学的角度来感受医学，为医学找回日益失落的情感与美感，全面理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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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什么是医学美学
第一节医学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医学美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二、医学美学产生的科学基础
三、医学美学在医学实践中不断发展
第二节美容医学学科概论
一、美容医学学科的定义、对象和学科基础
二、美容医学学科的基本任务和实施范围
三、美容医学学科的美学特点
四、美容医学学科的审美意义和要求
第三节医学美学的对象、任务和作用
一、什么是医学美学
二、医学美学的任务和作用
三、学习医学美学的意义
第二章医学美感经验
第一节美感及其基本形式
一、什么是美感
二、美感经验产生的根源
三、美感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医学审美活动
一、医学审美活动的结构
二、医学审美关系
第三节医学美感经验
一、医学美感经验的产生
二、医学美感的主要特征
三、医学美感的作用
第三章医学形式美
第一节形式美
一、形式与形式美
二、形式美的主要特点
三、“有意味的形式”
第二节构成形式美的感性因素
一、色彩
二、形体
三、声音
四、气味
第三节形式美法则在人体美中的体现
一、形式美法则
二、形式美法则在人体美中的体现与应用
第四章医学人体美学
第一节医学人体美概述
一、医学人体美及其特点
二、医学人体美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人体美与健康
一、人的全面健康是人体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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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体的美丑影响人的健康
第三节容貌美是人体审美的核心部分
一、容貌在人体审美中的重要地位
二、容貌的静态美特征
三、容貌的动态美特征
第四节研究医学人体美的基本原则
一、社会学原则
二、文化学原则
三、人类学原则
四、性别原则
第五章人体的整体形态美
第一节头面轮廓美
一、头型美
二、面型美
三、发型美
第二节体型美观测
一、体型的分类与标准
二、体型健美的标准
三、影响体型美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人的体姿美
一、体姿
二、体姿美的标准
第六章医学理论与技术中的美学神韵
第一节医学科学美
一、什么是医学科学美
二、审美在医学研究领域中的价值
第二节医学技术美
一、医学技术美概述
二、医学技术美的特征
第三节医学审美疗法
一、医学审美疗法及其基础
二、美学疗法的临床应用
第七章人体各部位的美
第一节眉与眼的美
一、眉的美
二、眼的美
第二节鼻与耳的美
一、鼻与容貌美
二、耳的美
第三节唇、牙、颏之美
一、唇之美
二、牙之美
三、颏的美
第四节颈与躯干的美
一、颈肩与背部美
二、胸部美
三、腰、腹、盆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美学>>

第五节四肢的美
一、上肢的美
二、下肢的美
第八章医学审美教育
第一节医学审美教育的内涵
一、审美教育的历史演变
二、医学审美教育的内涵与功能
第二节医学审美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目标任务
一、医学审美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医学审美教育的目标任务
第三节医学审美教育的实施
一、个体的审美发展与审美教育实施
二、医学审美教育实施的基本原则
三、医学审美教育的实施途径与方法
第九章美容医务人员的职业形象塑造
第一节美容医务人员的内在美
一、内在美是人的众美之核
二、美容医务人员的内在美表现
第二节美容医务人员的“仁术”
一、美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能
二、美容医务人员的沟通技巧
第三节美容医务人员的职业形象
一、美容医务人员职业形象的基本要求
二、美容医务人员的职业形象塑造途径
三、美容医务人员的“生活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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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代医学生存在医学审美误区，表现在医学审美趣味的媚俗性、医学审美判断的盲目
性、医学审美对象的选择倾向于流行性以及医务人员形象审美注重外在包装，忽视内在素质的提高等
方面。
必须提高认识，走出误区。
学习美学与医学美学知识，并在实践中养成完美的人格，进行自由创造是两条有效的途径。
知识越丰富，实践能力越强，就越能使人放弃掺杂着欲望与俗念的低级情感，越能提高自己，锤炼自
己，净化自己，陶冶自己，最终使自己的人格日臻完善。
（三）可以满足医学生、医务工作者医学审美的迫切需要医学审美是人类在医学活动实践中积累起来
的认知、情感和能力，它包括审美感受、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和审美创造等一系列心理活动。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美容医学分册》中明确规定：“在美容医学临床技术操作中，医学审美不仅仅
是一种指导原则，还必须成为一种医疗操作技能，并贯穿于其实践的全过程”。
1.医学审美是一种对人体美的直觉。
它与人的心理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包括人格特点、社会心理背景、个人审美习惯等方面。
因此在美容医学临床护理审美的操作过程中，一定要顾及就医者的心理因素，把握审美技能、心理技
能与临床技能三者的综合实施这一重要原则。
在这三者中，医学是基础，心理是条件，审美是核心。
这是每一位美容医医师的必备条件。
2.不断提高医学审美技能的水准。
美容医者的医学审美技能水准，是建立在其对医学人体美学要则的深刻理解和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
的，是反映其医疗水平高低的表现之一。
医学人体美的要则主要有对称、比例（如黄金定律等）、对比、协调、和谐、整体性和多样统一等形
式美规律，以及对色彩、亮度、层次和角度的掌握。
医疗美容专业技术人员，应将上述理论与规律运用于美容医学临床审美的始终，并不断总结提高，才
能使自己的医学审美技能日臻完善。
3.在临床审美实施中贯彻整体性原则。
对人体健康状态和审美评价整个过程都应遵循整体与局部并重的原则，既重视局部美化，也不可忽视
整体的审美和健康。
4.审美具有极强的社会特性。
作为社会的医疗美容专业人员，应了解人体审美的社会流行性，如体形、眼形、脸形、眉形、鼻形等
的造型变化，以及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差异。
但绝不允许任何损害人体功能而一味追求时尚性，甚至追求改变人种的面型等错误做法。
美容医学专业人员既是美容医学活动中的主体，又是审美的客体，他们除需要有医学专业工作者所必
需的基本素养外，更重要的是从外表至内心应给社会、人群，特别是求美者以直接的美感，这是美容
医学专业人员必备的知识和素质。
作为称职的美容医学专业人员，对美应充满激情与执著追求，有塑造自我美的能力，根据年龄、性别
、职务、性格等自身特点，展示出或雅静端庄美或青春活泼美，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美的使者。
要达到这一目的，内在美上，必须学习美学与医学美学等理论知识，并在艺术欣赏与艺术实践中提高
自己的美学修养；外在美上，要学习形体美、服装美、修饰美等，并进行相关训练。
只有自身美丽的人，才会感染爱美者，激发其对美的渴望与正确认知，使爱美者树立信心，产生信任
。
不难想象，请满脸是青春痘的人做皮肤护理师，请五官不端正者做美容外科医生，让大腹便便者给人
做减肥治疗，其效果如何。
美容医学需要医者与患者进行充分的面对面交流、沟通、疏导、指导。
作为现代美容医师必须具有医学审美的意识和能力，否则就不是一名合格的美容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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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美学(第2版)》：供美容医学类专业用。
美容医学是运用医学手段来维护、修复和再塑人体美的一门科学。
也是美学思想在人这个载体上的应用和延伸的一门艺术，是以增进人生命活力和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
的，塑造人体身心美的现代医学，也是医学、美学和美容技艺三者相结合的一种造美的社会实践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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