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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广大人
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护理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护理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迫切需要大量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护理人才。
　　高职、高专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根本任务，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要求学生“知识
够用、能力较强、素质较高”。
教材作为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工具。
教材建设是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护理学导论是引导学生进入护理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入门课程，对学好护理学专业其他课程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护理学导论》教材编写组依据培养目标和学科特点，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和课程特点
编写了本教材。
教材系统阐述了护理学的专业思想、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必须、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
化应用为重点，注重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与护理实际的联系，贯穿整体护理理念，力求使学生通
过对课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明确护理学的基础理论及学科框架，领悟护理学专业的独特理论体
系和模式，牢固专业信念，培养专业素养，为继续学习基础护理与临床护理的相关课程奠定坚实的基
础。
本教材对培养适应护理岗位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也供临床医师、护师工作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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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护理专业必修课程，《护理学导论》可引导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护理专业学科体系的形成
、发展和构成；内容上包括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应用，编写体例上以工作任务为中心进行展开，以教学
实践为基础，兼顾执业考试，注意前后知识点的衔接，以期实现提高护生的基本素质、培养独立思考
和创造性思维的临床护理人员之目标。
　　《护理学导论》适合高职、高专护理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供临床工作的护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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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健康就是没有疾病　　这是对健康最一般的认识，也是不少人所持有的健康观。
实际上，“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这种定义，是健康的消极定义，只是将健康和疾病视为“非此即彼”
的关系。
显然，这对于人们认识健康、研究健康、谋求健康，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存在着各种普遍的过渡状态。
这种状态常常是没有疾病，但也非健康。
例如，癌症病人在其成为病人之前，一种临界性癌细胞已经很早就在体内出现了，虽然表面上很健康
，但实际上已经有病在身了。
　　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任何一种疾病都有一个孕育的过程。
在疾病发生之前，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他们有时接近于健康，有时接近于疾病
，但又不是健康人，也未成为病人，而是亚健康状态。
可见，某些没有疾病的人不一定是健康，而某些表面上健康的人也未必没有疾病。
　　3.健康是人体正常的功能活动　　这个定义虽然比较古老，但它抓住了健康的重要特征而使人们
对健康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功能是生物学的概念，人们正是通过其各种功能的发挥，以达到与环境的和谐或平衡，使之能够生存
。
实际上，“健康是人体正常的功能活动”是从本体结构论的立场出发的。
的确，人体各部位功能如何，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体健康的程度，但这一定义却忽视了人体精
神心理的作用与影响。
例如，一个功能正常但精神心理崩溃的人，不能认为他是健康的；还有，某些精神病病人，其身体各
部分的功能可能是正常发挥的，但也难说他是健康的。
此外，各部分功能正常而整体不正常，或整体正常而某一局部机能不正常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故此，依据人体功能活动正常与否来界定健康也是不可靠的。
　　4.健康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心理活动　　此健康观认为人的健康不仅只是躯体的健康，也应包括
人的心理健康。
换句话说，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即使他的躯体健康，那他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很显然，这个健康定义比前者又有进步，但它仍欠全面，没有把健康置人人类生活的广阔背景中，忽
视了人的社会适应性。
　　5.WH0的健康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在1946年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但是没有疾病和身体缺陷
，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1978年，WHO又在《阿拉木图宣言》中重申“健康不仅是疾病与体弱的匿迹，而且是身心健康和社会
幸福的完美状态”。
WHO是从社会学角度给健康下定义的，这个定义从现代医学模式出发，既考虑了人的自然属性，又
侧重于人的社会属性，把人看成既是生物的人，又是心理的人、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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