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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医出版社4年前组织全国各地近50所医学院校编写出版了《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

专规划教材(护理、助产专业)》第1版。全套教材出版后在几十家院校应用,先后多次重印,有
的学科重印10余次,逐步成为医学教育领域中的一套优质品牌教材,为我国高等医学职业教

育和专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大力促进医疗体制改革、加快卫生职业教育步

伐、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区医疗建设,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水平成为日渐迫切的需

求;为各级卫生机构大量输送既有良好职业素质和沟通技巧,又有精湛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的

医护人员,是当前医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人民军医出版社有60年的医学专业出版历史,出版

了大批优秀学术著作和教材,具有较强的出版力和影响力。按照国家教育部、卫生部的有关文

件精神,人民军医出版社广泛征求各院校的意见,决定组织《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护理、助产专业)》的修订再版。
修订再版工作从2011年年初开始,组成第2版教材编委会,召开主编会议及各本教材的

编审会议,确定教材的编写思路,按规定进度完成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
本套教材秉承科学严谨、特色鲜明、质量一流的传统,坚持精理论强实践、精基础强临床、

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的核心思想,遵循“三基”“五性”原则,结合当前医学模式的变化和整体化

护理的进程,针对新的需要,注重与国家护士执业考试新大纲接轨,突出护理专业实践技能培

养,紧贴高职高专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满足“双证上岗”的需求。
本版教材的书目调整为37本,保留了第1版教材的精华,补充了近年来的新知识新发展,

改进了部分章节的讲授方式,修改删除了原教材中部分不够实用的内容。本版教材淡化学科

界限,围绕“基础课为专业课解惑、专业课渗透人文关怀、体现先进护理理念”的主线展开。第

2版教材经过精简、融合、重组、优化的精心打造,内容更加充实,更适用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模式,更能促进校内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与临床实际工作相结合,也更符合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

发展需求。
本套教材涉及面广,起点较高,涵盖了护理、助产专业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人

文课4个领域,可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基本满足了多数院校

的教学要求。欢迎各高等医学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有高职高专培养需求的医学院校

选用本套教材并对教材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广大人民群众对护理质量和护理服务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人文关怀在临床护理中显得日益重要,加强护理人文修养的学习与培训已成为

当今高等护理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为配合各医学及高职院校护理专业人文课程教学的

需要,人民军医出版社在《护理美学与礼仪》第1版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本教材,供高职高专护

理、助产等专业使用。
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是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借鉴传统礼仪和沟通的基础上,也吸收了

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传播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本教材坚持“以人为本”的护理理

念,遵循“实用、够用”原则,突出“精理论、强实践、精基础、强临床”,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强调

与临床护理工作、护士执业考试对接。编写时重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课堂的互动性,书中采用

了较多的图片和提供护理实践中的案例;重视实训与考核,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通过理论教

学、实训、考核,达到学生掌握必要的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技巧的目的,为学生提高社会适应能

力、走向护理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书在内容上分为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两部分。礼仪方面的内容除了护士仪容礼仪、服

饰礼仪、体态礼仪、交往礼仪,另外增加了涉外礼仪、求职应聘礼仪,以便能与国际接轨;在人际

沟通方面系统地划分为护理工作中的关系沟通、有声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书面语言沟通。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及教材,并吸纳了部分图表,同时

得到了人民军医出版社和各编写院校的大力支持,在此谨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虽经多次修改和审校,但由于编写经验不足,书中可能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

各位读者和同仁予以指正!

编 者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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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物质文明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人文

关怀以及平等意识理念的不断增强,人们对护理质量和护理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护

理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迎接新的挑战,护理礼仪知识与人际沟

通技巧的培养,已经成为当今护理教育中重要的内容。护理礼仪既是护士尊重患者的形式,也
是护士赢得服务对象爱戴的一种方法;护理人员的言谈举止是传递美好情感的桥梁,也是给患

者最大的人文关怀。礼仪在护理工作中发挥着树立护士形象、协调护患关系、提高护理服务质

量等重要作用。人际沟通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维护人际关系的手段。

第一节 学习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的必要性

一、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现代科学和医学的不断发展,使医学模式和护理模式都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的医学模式和

功能制护理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的护士不再仅仅是医生的助手,护士

的工作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医嘱、简单地发药打针,而是对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进行分析,实施整体护理,因此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也随着提高。护士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知

识、娴熟的操作技术,还必须具备良好的礼仪修养、人际沟通技巧及独立判断与处理问题的能

力。

二、塑造良好的护理职业形象的需要

护理职业形象是护理人员在工作状态所应保持的角色形象的全部内涵。它包括护理人员

的仪容、仪表、举止、行为、言谈等外在表现形式。护士美好的语言和行为是护士美好心灵的展

现、诠释和延伸;护士端庄的相貌和仪表是对患者的基本尊重,是良好护患沟通的前提。因此

学习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有助于塑造良好的护理职业形象。

三、协调改善人际关系的需要

人际交往重在有礼。只有知礼、守礼的人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文明礼貌、热情友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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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严以律己和宽以待人。现在我国独生子女的比例高,多数独生子女的性格特点是以

自我为中心,而不会以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情况是人际交往中产生矛盾最根本的原因。
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支持。只有学习礼仪与人际沟通并运用到

人际交往中,才能建立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推动我国护理事业向前发展的需要

随着护理事业的发展,临床护理已经走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整体护理是当前我国护理学

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特征,它强调以健康为中心、护理程序为方法,有系统地对患者躯体和

心理进行护理。整体护理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士的职业素质,这就要求我们在转变

传统的护理观念的同时,同样要注重护士的职业礼仪教育。护士良好的职业形象、高尚的品德

修养和有效的沟通技巧是保证整体护理实施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礼仪的起源和发展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礼仪,是人类文明社会交往时的基本修养,得体优雅的礼仪,包
含着对他人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体现。

一、礼仪的起源和发展

(一)礼仪的起源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即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产生之前。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

平低下,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限,人们对自然现象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更谈不上掌握和驾驭自

然规律,从而对自然界充满神秘感、崇拜感和恐惧感。当遭遇旱灾、水灾、瘟疫等天灾人祸的时

候,人们进行一系列的宗教祭祀活动,以祈求神明的保佑,伴随这些活动的宗教礼仪就应运而

生。
(二)礼仪的发展

1.萌芽时期 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期,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知道

打扮自己。他们用穿孔的兽齿或植物的种子等串成项链,用兽皮、树叶制作成衣服,在他们去

世的族人的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就是目前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葬礼。

2.形成时期 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771年的青铜器时代。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

渡,传统礼仪进入飞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礼仪被典制化,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礼仪著作《周
礼》《礼记》《仪礼》。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礼仪专著《周礼》,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等全部

纳入一个尊卑有序的模式中,要求人们重礼、守礼。《礼记》重点是对礼的各个分支作出符合统

治者需要的理论说明。《仪礼》重点记录战国以前贵族的行为规范。

3.变革期 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

转变的过渡期。在此期间,相继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发展和革新了礼仪理论。孔

子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倡导“仁者爱人”。孟子主张

“以德服人”“舍生而取义”。荀子主张“隆礼”“重法”,提倡礼法并重。

4.封建礼仪形成、强化、衰落期 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即秦汉时期至清朝末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并在全国推行“书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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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同轨”“行同伦”。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儒家“仁、义、忠、信”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三纲五

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这一学

说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一直被奉为人们日常行为的礼仪准则。清朝末期,大量西方文化涌

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和规范逐渐被时代抛弃。

5.现代礼仪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告结束。五四新

文化运动对腐朽、落后的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破除维护尊卑等级的封建礼仪,如跪拜、缠足

等,倡导民主、平等、自由的新礼仪,如握手、鞠躬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同志式的

互助合作关系及男女平等的新型社会主义关系,并把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孝敬父母、讲诚信、
讲信义、礼尚往来等中国传统礼仪的精华传承和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往日趋频

繁,西方一些先进的礼仪、礼节陆续传入我国,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中华礼仪的内涵。从推行文

明礼貌用语、制定文明市民公约到树立行业新风,各行各业的礼仪规范纷纷出台,礼仪讲座、礼
仪培训日趋红火。人人学礼、懂礼、守礼,在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各方面体现良好的道德

修养和礼仪风范,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华夏儿女的礼仪风采。

二、礼仪的相关概念

礼仪一词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礼仪是指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狭义的礼仪是指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并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

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并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形式固定下来的,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礼貌、礼节、
仪表、仪式等。

(一)礼貌

礼貌是指语言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相互表现敬重和友好的行为。
礼貌侧重于表现人的品质与素养,如握手礼。

(二)礼节

礼节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示敬意、问候、祝愿、迎来送往等方面的惯用形式,如鞠

躬、献花等礼节。礼貌和礼节的关系是:没有礼节,就无所谓礼貌;有了礼貌,就必然伴有礼节。
有礼貌而不懂礼节,容易失礼;懂礼节而没有礼貌,同样会失礼。

(三)仪表

广义的仪表指人的外表,包括容貌、姿态、风度,服饰等内容,是礼节的第一形象;狭义的仪

表主要指人们的服饰。
(四)仪式

仪式是指在一定场合举行的具有专门规定的程序化的规范活动,如开学典礼仪式、升旗仪

式、宣誓仪式等。

第三节 礼仪的原则

一、礼仪的特点

(一)共同性

礼仪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同国家、地域、民族均以讲礼仪为荣。尽管不同国家、区域、民



4    

族所进行的礼仪活动内容、形式和重视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需要共同遵守的准

则与行为规范,例如礼貌问候、文明用语、庆典仪式、签字仪式等,都成为国际交往的共同礼仪。
(二)差异性

不同国家、地域、民族因文化背景不一样,形成的礼仪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例如在中国询

问男性与其身边同年龄女性关系时一般这样问“请问这是您的妻子(或者爱人)吗?”而在西方

国家只能这么问“请问这是您的妻子吗?”否则对方很生气,“爱人”在西方意指“情人”,因为你

的问话否定了对方作为妻子的合法地位。
(三)继承性

礼仪具有规范人们交往中的言行举止的作用,并以准则的形式固定沿袭下来。现代礼仪

规范秉承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例如谦虚、尊老爱幼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而西方国家传承的是自由平等、个性张扬的思想。
(四)发展性

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步,礼仪也在不断地发展。在古代社会中,平民老百姓见到当官

的或有钱的老爷必须下跪或者作揖,以显示尊卑之间的地位差异,如果违背了则被认为“大不

敬”,重则入狱乃至杀头。而在当代社会中,它摒弃和革除了显示人尊卑身份的跪拜礼仪,建立

了民主、平等关系的握手礼仪。
(五)实践性

礼仪是来源于社会实践,而又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反复演练,并服务于社会实践的一门学

科。在社会交际中,只有把学到的礼仪理论自觉运用到实际生活工作中,才能不断检验和提高

自身的礼仪素质,达到学习礼仪的最终目的。
(六)针对性

礼仪是用于需要以礼相待的特定的交际场合的仪式、礼节。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礼
仪会行之有效,发挥很好的作用。在现代已经把护理定位为服务行业,一般情况下要求微笑服

务。例如在门诊的导诊台为患者解答疑惑或者在住院部迎接新入院患者时,微笑代表的是乐

于为对方服务,但是当患者抢救失败的时候就不适合了,这就是礼仪的针对性。

二、礼仪的作用

(一)尊重作用

尊重的作用是指向对方表示尊敬、敬意,同时对方也还之以礼。亚洲名嘴张锦贵教授曾经

说过:“你把亲切送给对方,对方就会把欢喜送给你!”这里蕴含的就是礼尚往来,彼此尊敬的意

思。
(二)教育作用

礼仪的推广可以在社会上起到良好的示范教育作用,可以带动良好的社会风气。例如央

视综合频道经常播放公益广告,纠正人们不正确的行为习惯,倡导按照礼仪要求,协调人际关

系,最终营造文明、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三)沟通作用

热情的问候、友善的目光、亲切的微笑、大方得体的举止可以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增加人

际交往吸引力,为成功的沟通做好准备,并有利于扩大社会交往,促进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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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调作用

礼仪是交际活动中的润滑剂,能够起到协调的作用。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关系错综

复杂,在平静生活中突然发生冲突,甚至采取极端行为,礼仪有利于促使双方保持冷静,缓解已

激化的矛盾。在社会交往时只要人们注重礼仪规范,就能够互相尊重,友好合作。
(五)约束作用

礼仪作为行为规范,一经制定和推行,便形成社会的习俗和社会的行为规范。尽管礼仪不

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力,但是它可借助舆论监督和社会影响而产生约束作用,使人们在适当范

围内自觉遵守它。
(六)美化作用

礼仪是塑造形象的必要手段。在社交活动中,交谈注重礼仪,可以变得文明;举止注重礼

仪,可以变得高雅;穿着注重礼仪,可以变得大方;行为注重礼仪,可以变得美好。只要注重礼

仪,事情都会做得恰到好处。

三、礼仪的基本原则

(一)遵守的原则

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每个人都要自觉自愿地用礼仪规范自己的言行,每个人都有自觉遵守

和运用礼仪的义务,无论普通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也不管是百万富翁还是乞丐,都应严格地

遵守人际交往中的各种礼仪,否则就会被公众指责,甚至导致事业的失败。只有掌握、坚持这

条原则,才能保证礼仪的逐步推广和规范使用。
(二)自律的原则

自律是礼仪的出发点和基础,礼仪规范由“对他人做法的要求”和“对自己做法的要求”两
部分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自我的要求,即在社会生活中首先要做到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
我检点、自我反思。正如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指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
否则礼仪就无从谈起。

(三)敬人的原则

在社会交往中,要常怀敬人之心。礼仪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尊重他人的具体体现,尊重是礼

仪的实质。心理学把人们对尊重的需要分为两大类,即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重。自尊包括对

获得信心、能力、本领、成就、独立和自由的愿望;尊重他人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劳动和价值,
以平等的身份同他人交往,还包括尊重他人的选择,不强求他人按自己的爱好习惯去生活、行
事。受人尊重则是来自他人对自身的承认、接受、赏识等。

(四)宽容的原则

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

一致的意见。人与人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发生冲突和误解,做人要怀有一颗宽容的心,得理也

饶人,而不要咄咄逼人、斤斤计较、过分苛求,这样才能减少交往矛盾,化解人际冲突。
(五)平等的原则

平等是礼仪的核心,对待交往对象要以礼相待、一视同仁,给予同等礼遇。不能因为交往

对象的身份、地位、年龄、性别、种族、财富以及与自己关系亲疏程度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区别

对待。



6    

(六)从俗的原则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因为国情、民族习惯、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地的礼仪要求也存在差异。
对于这种情况,要坚持入乡随俗,与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做法保持一致,千万不要妄自尊大、自以

为是,否则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
(七)真诚的原则

真诚是决定一个人的人际吸引力高低的首要因素,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态度,是一个人外

在行为与内在道德的统一。“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明,一个君王没有诚信会亡国;“狼来了”的
故事说明,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诚信会丢掉性命。失约、不守时及言而无信等都是令人反感而

失礼的行为。在人际交往中,务必要做到以诚待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八)适度的原则

应用礼仪时要注意把握分寸,礼仪是一种程序规定,而程序规定本身就是一种“度”。礼仪

的适度要求有感情适度、谈吐适度、举止适度三个方面。彬彬有礼,却不低三下四;热情大方,
却不轻浮谄谀;自尊却不自负;谦虚却不拘谨;老练却不世故。这就是一个人具有高度礼仪修

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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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中的黄金原则

1.对朋友的态度要永远谦恭,要常常微笑着同别人交谈、交往。

2.对周围的人要时时保持友好相处的关系,寻找机会多为别人做些什么。例

如,你的邻居病了,你能想到为他做一碗可口的汤,别人对你就会经久难忘。

3.当别人给你介绍朋友时,你应集中精力去记住人家的名字。在以后的交往

中,你一见面就能叫出他的名字,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热情,很有心。

4.要学会容忍,克服任性,要尽力理解别人,遇事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做到

这一点就能让朋友感到亲切、可信、安全。

(杨云山)

1.如何理解礼仪的含义和礼仪的相关概念?

2.礼仪的特点有哪些?

3.礼仪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4.在生活中,哪些方面是礼仪的表现? 作为一名学生,应加强哪些礼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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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护士,人们都会联想起“白衣天使”的形象,说明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中,人们对职业形

象都有一个具体的定位。这虽不是硬性的规定,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对我们职业的定

性,对护士职业有一个自身想象的空间。那么为了让我们自己能适合大众期望,仪容就显示出

其特殊的作用与位置,仪容可传达出最直接、最生动的信息,因此掌握仪容相关礼仪在护理工

作中至关重要。
人们常常被告诫不可“以貌取人”,但在人际交往中仪容表达出的意义往往胜过语言。“相

由心生”,仪容常常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文化修养。得体、优雅的仪容能够激发人的

自信和乐观进取的心态。护士的仪容是护士与患者进行交往的第一印象,护士整洁简约、形象

端庄、修饰规范的仪容会赢得良好的首因效应,从而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患者更多的尊重、支
持与配合。反之,与“白衣天使”形象背道而驰的邋遢、不整洁、着装不规范自然会给人一种不

被尊重的感觉。总之,护理人员应学会如何塑造自身良好的仪容,这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

艺术。
仪容,通常指人的外貌或容貌,主要包括头部和面部。在仪表礼仪当中,仪容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礼仪对个人仪容的首要要求就是仪容美,它包括三层次的含义:仪容的自然美,指先天

条件,一个人的容貌如何,通常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拥有一副先天美好的仪容相貌,无疑会令人

赏心悦目、感觉愉悦;仪容的修饰美,指依个人条件,规范地对仪容进行必要的修饰,扬长避短,
设计并塑造出美好的个人形象,在与人交往中尽量建立一个良好的个人形象;仪容的内在美,
指通过后天的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艺术素养,培养出自己高雅的气质

与美好的心灵,使自己秀外慧中、表里如一。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仪容美,应该是以上三个方面

的高度和谐与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个人的仪容美。

第一节 皮肤护理

面部皮肤犹如一面镜子,可折射出人的健康状况、年龄和情绪。如果能对面部皮肤实施最

佳的保养护理,会使青春常驻,由于受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皮肤不可能是十全十

美,为使皮肤光滑滋润,应根据自身皮肤的性质、特点有针对性地护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