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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护心理学》是一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课程，本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心理现象及规律，使

学生理解和掌握各种心理现象和心理特征及其意义与发生机制，以及

社会和自然环境对它的影响，从而为防治和护理各种心理、心身和精

神疾病打下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教材根据医、护特定专业，高职、高专特定层次和三年特定学

制的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为重点，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突

出医护特色。编写过程中坚持贯彻 “三基” ( 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 、“五性”( 实用性、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先进性) 、

“三新”( 新方法、新理论、新技术) 的原则，理论以够用为度，突

出临床，注重整体，强化技能、渗透人文，体现专科特色，在定位和

内容上力求符合高职高专护理专业的培养目标。

尽管参与本教材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 《医护心理学》教学的一

线教师，尽管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最新的 《医护心

理学》教材和参考书目，尽管编者和出版社反复多遍校对原稿，教

材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敬请广大读者在使用本教材过程中将

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互作者和出版社，以便教材再版及重印时能够及

时修订完善。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作者所在单位和部门的大

力支持，特别是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审专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

汗水，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争鸣
2014 年 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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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十二五”高职高专医学专业规划教材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组织，全国十几所院校的教师共同参与完成编写。本套教材自 2005

年出版以来经过两次大的修订再版。2004 年 11 月，根据教育部、卫

生部颁布的《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

养指导方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众多专家在安徽省黄山市召

开了第一版教材的主编会议，2005 年第一版教材如期出版。使用两

年后，为了改进第一版教材的不足之处，适应护理人才培养要求，

2007 年 7 月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再版教材建设研讨会，对教材进

行再版修订。2008 年 8 月出版了第二版。

第二版教材对护理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适度的整合，科目由原来

的 22 门调整为 26 门; 对部分课程从护理专业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

定位，教材内容整体优化。四年的教学实践证明，第二版护理专业教

材在整体框架上是优良的，对护理专业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卫生部于 2011年颁布了新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新大纲打

破传统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和基础护理的划分局限，疾病按

系统、器官分类; 新增了护理相关的人文科目，包括精神障碍、中医

基础知识、护理管理、人际沟通、护理伦理与法规及部分临床疾病。

新大纲修改与新增内容共有 102 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是各高

等职业院校护理教育评价的“金标准”，亦是学生能否走出校门顺利

就业的敲门砖，紧扣新大纲的要求编写新的教材势在必行。

在此背景下，2011 年 5 月，编审委员会成员在湖南召开编写会

议，确定了“十二五”高职高专医学专业规划教材体系，共 34 门科

目，确定了本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与特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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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紧密围绕专业培养目标，突出护理专业特点，力求体现思想性、

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强调基本技能的培训。教材编写

紧紧结合临床实际和专业岗位的工作要求，把人文关怀渗透到各课程

专业实践中。

2. 紧密结合 2011年新颁布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根据新增的

相关知识点对教材进行整合与划分，力求提高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通

过率。

3. 不仅增加了计算机应用 ( 包括医疗信息系统) 、医学应用写作、

医护英语这三个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科目，而且增加了四种常用的实训

类教材，使本套教材涉及范围更广、专业内容更丰富，突出了基础与

临床的结合，更有利于培养实用型护理人才。

本套教材不仅可供三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专业学生使用，其中

的部分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医学专业学生配套使用。

作为本套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在此感谢各成员学校领

导的积极参与、全面支持与真诚合作; 感谢各位主编和编者团结一

致，克服了诸多困难，创造性地、出色地完成了编写任务; 感谢河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及有关单位的全力支持与帮助。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编写本套教材，但由于水平所限，不足之

处仍在所难免，希望使用这套教材的广大师生和读者能给予批评

指正。

方志斌
2012 年 8 月

◆ 医护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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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学习目标
掌握: 医护心理学的基本任务和观点，医护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当代心理学

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心理现象的分类，心理的实质。
熟悉: 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的发生与发展，一般脑科学的研究方法。
了解: 心理学、医护心理学和心理现象的概念。

第一节 心理学与心理现象

一、心理学的概念与目标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目标就是要
对心理与行为进行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

1. 描述心理与行为 我们先看两个问题: 右脑损伤后会发生哪些行为变化? 孤独
症儿童对父母的反应是否异常? 想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对每一个问题中提到的每一
种行为有一个详细的描述。描述是在对典型行为的观察的基础上所做的记载。

2. 解释心理与行为 即说明一种心理与行为的产生原因与机制。例如，机体的感
受器为什么可以专门用来感受机体内外各种刺激?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表明，这是由于各
类感受器都具有换能作用这一生理特性，也就是说，当适宜刺激作用于感受器时，只要
其刺激强度达到一定值，就可以导致感受器产生发生器电位，最后导致动作电位传入大
脑皮质特定区域从而产生特定感觉。至此，我们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个解答了。

3. 预测心理与行为 即准确地预知、预测、预报可能发生的心理与行为。例如，
当你毕业后进入社会求职时，你所选择的职业与你日后事业是否成功、生活是否幸福是
可以通过一定的测量预测结果的。大多数有此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一预测是准确
的。不同的心理测量工具能够帮助我们预测人们在学业、职业生涯中能否成功，甚至可
预测一个人婚姻是否美满、一段时间内身体是否健康。

4. 控制心理与行为 一旦提到控制，人们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威胁个人自由的错觉。
心理学中的所谓控制，指的是根据预期结果改变影响行为的条件，例如，一位心理学家
建议，对教室环境精心布置有助于孩子们学习，这就是在运用行为控制的方法。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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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助一个人克服恐高症的过程中也必须包括控制方法的运用，以及在飞机的设计中运
用行为控制的原理，尽量避免驾驶中失误的发生。研究表明，可以通过运用心理学原理
改变人的行为。但是，人类必须理智和人道地运用知识，其中包括心理学知识和其他一
切学科的知识。实际上心理学家在对心理障碍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时，使用催眠、暗示等
治疗手段就是不同程度地控制求助者的心理与行为，但更多的则是通过患者自我控制来
实现治疗效果的。

二、心理现象

人的心理现象也称心理活动，包括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特征两大部分。人类的心理
活动绚丽多姿，丰富多彩; 心理特征千姿百态，神秘莫测。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构成了
世界上最复杂的心理现象。心理现象是人人都很熟悉的客观事实。例如，我们看到光
亮，听到声音，嗅到气味，尝到滋味，摸到物体的软、硬、凉、热等，这就是人的感
觉; 一旦知道了听到的是什么东西发散的声音，看到了是什么物体发出的光亮，嗅到了
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气味，尝到了是什么东西的滋味，摸清了是什么物体的软、硬、凉、
热等，这就是人的知觉; 我们不但能够感知事物，而且还能把感知过的或是想到过的事
物保留在头脑里，这就是人的记忆; 我们头脑里不仅能够记住大量感知形象，而且还能
依靠既往经验制作出从未感知过的形象，这种心理现象心理学上称为想象; 人不仅能直
观地感知事物的形象和表面现象，而且还能通过大脑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
断、推理等来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这就是人类独特的高
级思维心理。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都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所以在心
理学中把它们统称为认识过程。

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凡是与自己有关的，总会对它有个态度: 符合自己需要、
动机、愿望的就产生满意、愉快的态度体验; 违背自己需要、动机、愿望的就产生忧
伤、愤怒或烦恼等态度体验。这些复杂多样的态度体验心理学上称为情绪和情感。

人不但能认识事物，体验对事物的态度，而且还能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自觉地确定
目的，制订计划，克服困难，努力达到目的。这正是人的意志过程。

上述认识、情感、意志活动统称三大心理过程 ( 简称知、情、意) 。心理过程是心
理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也可说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共同性的部分。

由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不一样，后天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受教育的状况也有差别，各
自从事的实践活动又不相同。因此，上述人类共有的心理活动过程具体到每个人时的表
现也就各不相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个性。个性是心理学研究内容的又
一大方面。它包括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倾向、个性心理特征和自我意识等。

心理现象

心理过程
认知过程: 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
情绪过程: 喜、怒、忧、思、悲、恐、惊等
意志过程: 确定目标、克服困难、

{
调节自身行为

人格 ( 个性)
人格倾向: 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
人格特征: 能力、气质、性格等
自我意识系统: 自我认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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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等

◆ 医护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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