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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护理健康教育是现代医院为满足病人健康需求而

赋予护士的重要职能，是整体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检验整体护理效果和评价整体护理质量的主要指标。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护理健康教育不仅使病人增加

对自身疾病的认识，还能极大地改善疾病的预后，减

少残障的发生。同时，护士通过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

护患关系也会得到明显改善。近年来，在全国各医院，

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均得到了普遍认可和关注，健康教

育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也层出不穷。探询科学、

系统的健康教育模式，保证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同

时提升护理人员的健康教育水平，有效地对各类病人

进行健康教育，是本书编写的目的。

全书共八章，内容涉及病人健康教育的有关概念、

病人教育程序、护理健康教育方法、病人教育技巧以

及内外妇儿病人的健康教育。涵盖常见病患者的疾病

知识指导、检查与治疗知识指导、护理知识指导、康

复指导、出院指导等，参编者结合各自工作多年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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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宝贵经验，充分考虑目前临床护士开展病人健康教

育的实际需要，将健康教育理论与临床实践融于一体，

既向读者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有关病人健康教育理论知

识，又提供了简单、具体、可操作的且有目的、有计

划、有步骤的病人健康教育指导，有利于病人在就医

或住院期间了解自身疾病知识，获得自我保健护理知

识，以良好的心态配合医疗和护理，达到更快更好地

恢复健康的目的。

该书不仅是护士向病人进行健康教育的工具，也

可以作为医院其他医务人员、护理学师生学习和教学

的重要参考书。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健康教育领域发展迅速，

书中内容难免存在疏漏与欠缺，望护理界、健康教育

界的专家、同行及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便不断完善，

为促进护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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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护理健康教育基本概念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护理服务追求的终极目标。护

理人员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健康教育，唤起公众的健康意

识，使他们改变以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采纳有助于健康的行

为方式，从而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学习有关健康教育的

知识，可以使护理人员掌握健康教育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并能

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从而保

证健康教育活动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最终达到促进个体和人群

健康水平的目的。

第一节　健康与疾病

一、健康概念的演变
人人希望健康，并且把健康和幸福联结在一起，把健康和

社会进步联结在一起。但什么是健康，却有不同的理解；怎样

维护健康，也有不同的途径。

人们追求健康是与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相

联系的，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进步为人

类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生物医学把人简单地当做生物有

机体来研究，而忽略了人的社会方面，忽略了人具有丰富的内

心世界，这在健康的概念上也有明显的反映。《辞海》中健康

的概念是： “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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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效能的状态。通常用人体测量、

体格检查和各种生理指标来衡量。”这种提法比 “健康就是没

有病”要完善些，但仍然是把人作为生物有机体来对待，因

为它虽然提出了 “劳动效能”这一概念，但仍未把人当做社

会人来对待。对健康的这种认识，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被公认

是正确的。

（一）古代健康观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而

且始终把理想的健康状态作为一种追求。中国作为世界上四大

文明古国之一，在古代科学、哲学、医学的书典中自然不乏对

古人健康观的记载和诠释。早期关于健康的论著多把 “健康”

与 “长寿”相提并论，人们追求健康的实质是在追求长寿。

《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载了皇帝对健康与长寿问题的困惑。

皇帝问天师曰： “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

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何也？”岐伯对曰：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精于术数……而尽终其天

年，度百岁而去……”。此类的论述特别以我国古老的、土生

土长的道教为多见。道教认为，生乃道之别体，修道在于保性

命之真。奉行生道合一。这就规定了道教的出发点在于保全自

我，以求长生。同时，道教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 “天人合

一”，认为： “天地是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天之道乃

人之理也”。在这样的宗教哲学观的指导下，人们在研究宇宙

秩序的同时，更多是在思考人体内的 “秩序”。中国古人所讲

的养生，主要是指 “内养”，也就是说要从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入手，通过内视入静、呼吸调节、意念冥想、肢体导引、欲望

管理等一系列的手段，来保持健康、不生病，进而达到长寿的

目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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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健康的研究是基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研究的基

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身体是形式或工具，灵

魂是身体的目的和动力的心身二元论观点。这种观点提示人

们，对健康问题的考虑需要从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即身心统一的观点。纵观中外哲人与医家的思想可以看到，古

人的健康观是一个整体健康观，即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人体

与宇宙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中国古代的中医、气功，印度的瑜伽术等是古人进行健

康干预的主要手段，而这些都强调从人体的整体入手进行调

理，调动人体本来的免疫功能以抵抗疾病。中医则采自然之

精华———中药来调节人体内在的功能。古代中医、气功理论源

于古代朴素哲学。中国著名的阴阳五行图 （又叫双鱼图）很

好地反映了古人对世界的理解，即世界上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两

种属性，阴阳相平衡且可以相互转化，这种平衡和转化是持续

发生着的。

古人的整体健康概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哲人和医家的聪

慧与先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更精细的健康概念探索的

无能，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可能让他们对人体的微观世

界进行深入的探索。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控制能力也是微乎其

微的，整体健康观的产生更多的是哲人 “思辨”的结果。

（二）近代健康观

虽然古代已有医家开始对病人实施手术，但对人体结构与

功能的系统认识是开始于近代。近代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劳

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不再去追崇那种思辨

的哲学，转而利用工具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自身。

１７世纪显微镜的发明使得人们有能力去探索人体的微观世界，
精细的工具可以使医生能够完成更复杂的手术。血液循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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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诞生，使得人们开始将物理学中能量的概念引入人体生理

学，并开始研究人体能量代谢过程。近代科学的发展解决了人

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因而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哲学

思潮认为科学无所不能。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也开始了 “物质

主义”、“结构主义”的探索。

近代社会，医学、生物学对人类的贡献可谓空前重要，人

们控制了许多传染病，能够治疗许多过去认为的不治之症，正

因为如此，人们对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就更加依赖，并期待着

用医学的手段控制人类的健康，用对人体生理、病理，甚至细

胞生理、细菌学的研究成果来控制疾病，延长人的寿命。所谓

“生物—医学”的健康模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三）现代健康观

１．四维健康概念　电子计算机的问世，特别是互联网的
产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使得信息交流变得十分便

利，使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信息社

会”在推动经济、政治、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人们的

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人们面临的压力也越

来越大，新的健康问题已油然而生。心理健康的问题成为了一

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亚健康”、“灰色状态”等健康问题困扰

着人们。人们开始认识到，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远不能诠释和

控制我们的健康。１９４８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它成立的时候就
将新的健康概念写进他的宪章中：“健康是指在身体上、心理

上、社会适应上都处于完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

弱”。这个健康概念被称为是 “三维”健康概念。

现代社会的发展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

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的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使

得部分人为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道德失衡成为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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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乃至个人发展的突出问题。１９９０年，世界卫生组织
又将道德健康纳入到健康的概念中，新的健康概念包含了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方面的

内容，即 “四维”健康概念。

２．动态健康概念及 “体适能”理论　世界卫生组织所提
出的四维健康概念虽然得到了全球的一致认可，但它所阐述的

是一种理想的健康终极状态。他对健康促进与健康控制并不具

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因此，美国运动医学会提出了 “动态

健康”的概念，认为 “健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人有时

是非常健康的，有时又是有病的，甚至有时可能患上严重的疾

病。生活方式的改变就会引起健康状态的改变”。美国运动医

学会积极倡导人们从事科学的运动锻炼，并以 “体适能”水

平来衡量一个人的健康水平。所谓体适能就是指人的适应环境

和运动活动的能力，它包括心肺耐力、肌力与肌耐力、平衡与

柔韧能力、身体成分四部分。这种理论似乎又回到了机械唯物

主义立场，用结构要素的方法来考察健康问题。事实上，动态

健康概念与体适能理论也是在整体考察健康实质的前提下，为

提高对健康状态的控制而提出的。体适能理论认为，健康是一

个复杂的概念，评价健康与健康概念本身一样复杂。体适能反

映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即反映了人的身体的 “性能”，因而可

以反映人的健康水平，同时也为我们进行健康干预、健康促进

提供了具体方法。

二、科技与社会对健康概念的影响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健康概念的影响

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改变着人们对自身

的认识，无疑也改变着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从健康概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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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可以看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如何

全面地把握健康的概念，如何控制健康的问题。甚至到了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开始尝试运用现代医学、社会学、心

理学、管理学、统计学的研究成果，对健康进行评估与控制，

创立了一门新的技术———健康管理。作为一项新技术，健康管

理把对健康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的成果结合起来，把多种学科的

研究手段综合应用到对健康的研究当中，把研究成果直接与市

场联系起来，开创了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可以说，健

康管理不仅仅是一项新技术、新学科，而且更是一种新的科学

研究范式。

分子生物学、医学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控

制能力，现代物理学、数学的研究成果又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

疾病的检测能力。其结果是强化了人们的科学主义思想，进而

促使人们去研究 “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问题。在促进

人类健康水平、延长寿命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确功不可

没。然而，科学技术这把 “双刃剑”带来的环境问题、社会

问题、道德问题又在损害着人们的健康。现代科学技术已不能

包揽解决健康问题的重任。

（二）社会发展对健康概念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似乎永远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在发展中

国家尤其明显。但是，科学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

必须由社会本身去消化，这就促使了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

发展为人们探索健康问题，控制健康水平提供了方法上的可

能，但它带来的对健康的不良影响需要由社会的发展来解决。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四维健康概念就增加了 “社会适应”、

“道德健康”这样的社会学范畴的内容。现代社会将健康放在

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多学科的探讨，从医学、生物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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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心理学、管理学，进而扩展到环境资源、经济学等学

科。学科的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使

得人们对健康的研究也在微观和更加宏观的方向上深入发展。

的确，影响健康的因素既有宏观的自然界，甚至宇宙中的变

化，也有微观的细菌、病毒。既有可量化的医学、生物学影响

因素，又有只能模糊量化，甚至难以量化的社会学、心理学的

影响因素，如人际关系、自我效能、焦虑、社会动机等。对健

康的研究也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协调配合。

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 “全人健康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的概念绝
不仅仅是医学、生物学研究成果的结晶，而是集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甚至政治、经济之大成的产物。因为西方国家早就意

识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因

此，社会的和谐也是最大的健康促进因素。

三、不同社会时期的健康价值取向
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很低，人们不可能认识到很多的关于健

康的实质性的问题。同时，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们，相互交往

与沟通的渠道很少，人际交往的范围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影响也就很小。人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寿命的长短。

我国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古人关注健康，其核心

价值在于健康能够长寿，而且强调个人健康。

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变化，

工业化生产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某些行业还出现了

职业病，因此，健康被认为是坚持工作的前提，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由此看来，近代工业革命使得人们

的健康的价值观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即健康为个人发展。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健康价值观已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

统。人们关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适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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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们关注个人的健康，也关注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健康，因

为人与人之间的不良影响也影响到健康水平；人们关注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从古代到现代，健康的概念从整体的健康观到因素分析的

健康观，再到全人健康的整体健康观，健康的概念也走过了螺

旋上升的过程。如今，除了医学、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们，心理

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许多学科的专家们都在研究健

康问题。未来社会，健康将会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多学科综合

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同时，各行各业都将以健康主题引领行

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健康的研究将进一步促进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发展。

四、疾病概念的演变

（一）古代疾病观

早在距今约１０万年的原始公社时代，人们就开始接触疾
病和治疗的一些问题，虽然那时不可能提出关于疾病的定义、

概念，但由于日常生活的积累，产生了由经验所获得的医学技

术与药物。早期的原始医学，虽然内容比较贫乏、幼稚，但基

本上还是根据朴素的自然观来看待疾病的，如首先由于生存的

需要，人们较早地学会了观察与饮食有关的疾病，学会了识别

能吃和不能吃、有毒和无毒的植物。

进入奴隶社会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字已经形

成，医学有了萌芽，对疾病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根据

对人和动物各种疾病及患病过程的观察，从朴素的自然观出

发，再加上主观的观察，对疾病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古希

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根据恩培多克提出的 “四元素”说 （水、

火、金、土）的哲学观点，创立了 “液体病理学”，认为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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