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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随着我国逐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全民学习型社会，高等医学院校成人学历教育已成

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板块，并具有办学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等特点。接受成人学历教

育的学生有临床实践经验，对补充知识和提升岗位胜任力需求强烈，对知识的认识和选择的目

的性更强。这就对成人学历教育教材的内容适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教材编写在满足人才培养

目标补差教育的基础上，应提升职业技能和岗位胜任力，并适合自学；使学生对知识、技能不

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温故而知新，成为理论、实践均过硬的高素质人才。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为更好地配合教育部新时期继续医学教育改革、服务于成人学历教

育、探索教材建设新模式，在对高校继续医学教育广泛、系统的教学和课程调研后，启动了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成人学历教育（专升本、专科层次）规划教材”的组织编写工作，并得到

了全国众多院校的积极响应，一大批多年从事医学成人学历教育的优秀作者参与了本套教材的

编写工作，其中很多作者具有临床工作经验。首批规划了 36 种教材，其中医学基础课教材 9

种（供临床、护理、药学、检验、影像等专业用），护理学专业教材 27 种（专升本 17 种，专

科 10 种）。经教材编审委员会研讨、主编人会议集体讨论确定了整套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编写

特色，为保证教材质量、服务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套教材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找准教材定位　以“三基、五性、三特定”为基础，减少学科间的内容重复，优化编

排体例。精选适合成人学历教育的内容，夯实基础知识，与临床接轨，基础密切联系临床，兼

顾创新性培养和学科进展。

2．适应自主学习　结合临床岗位胜任力需求，护理学专业课教材“学习目标”多数采用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模式，按“识记、理解、应用”等不同层次列出。章后“小结”简

明、清晰，便于学生归纳总结。“自测题”可供学科考试、执业资格考试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的应试参考。教材配套有网络学习资源，利于学生立体化学习。

3．渗透情境案例　护理学专业课教材酌情压缩了医疗部分内容，突出护理。以引导式、

递进式案例模拟临床护理情境，与教材内容、临床实践深度整合，提升学生系统性的临床

思维。

4．扩展知识阅读　恰当处理新知识新进展，加入“知识链接”，展现新理论、新技术，

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有效达到知识更新与交融、激发进一步学习兴趣的目的。

本套教材得到了全国 40 余所高校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凝聚了众多作者多年教学的精

华和心血，于 2015 年陆续出版。在此对各有关高校和全体作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广大师生多提宝贵意见、反馈使用信息。您对本套教材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发送

email 至：textbook@163.com，以期在教材修订时进一步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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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出现，人们对精神卫生服务越来越重视，也更加清楚地

认识到精神（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这同时也向精神科护理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

人们对精神健康的需要，适应护理学专业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护理人员学习精神科护理

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成为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本教材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成人学历教育规划教材”编写委员会

指导下编写而成的。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相关资料，以护理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为指导思

想，以与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相结合为落脚点，以培养学生精神科护理学应具有的能

力和技巧为宗旨，按照精神医学和护理学的特点来选择和组织教材内容，保证了教材的科学

性、先进性、系统性、逻辑性和完整性。本教材基于成人学历教育学生的非零起点性、职业需

求性、学习模式多样性等特点，教材应体现职业性、实用性，同时本教材以精神科护理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加入已有定论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进展，以护理程序为

主线，体现“整体护理”和“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体现人文关怀，将临床工作思路融入教

材中。教材从我国目前护理教育和临床实际需要出发，力求深入浅出地把精神科护理的基本

理论与方法介绍给学生，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并为今后的临床实践打下良

好的基础。

本教材共十五章，内容重点放在知识的充实、更新和提高上，注重成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增加对新技术、新设备在临床应用以及最新的指南、标准的介绍。处理好专升本和大专

教材、大专和中专教材的内容衔接。教材章节编排循序渐进，便于学生接受。主要介绍了精神

科护理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不同类型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每章设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同时

以案例引入章节主要内容，而且还在每章后都附有各类习题，一方面便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加

深理解；另一方面，也为非临床教师提供实例。本教材的编委大部分是双师型人才，一部分是

长期从事精神科临床的护理专家，同时又承担医学院校的授课任务；另一部分是医学院校的教

授，同时又是精神科护理领域的专家，他们均有教材编写的经历，避免了只有理论、缺乏实践

经验或只注重实践而缺乏理论的现象，实践与理论尽可能地得到了互补。因此，相信读者能从

编者的真知灼见与临床经验中获得知识和启迪。

一本教科书不可能囊括一切，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热爱本专业的学生要多读几本其他有

关精神医学的书，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对精神疾病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与防治有更全

面的了解，这是成为一名优秀精神科护士的必经之路。

限于编者们的能力和水平，书中难免存有错误和疏落之处，恳请使用本教材的学生及护理

同仁们批评指正。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各位编者均得到了所在单位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及同事们的理解和帮

助。同时为了保证本教材的高标准、高质量，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领导及编辑也倾注了很多心

血。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本教材的全体编者们向所有曾给予我们支持、关心、帮助的朋友们表

示最诚挚的感谢 !

许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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