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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精神科护理学编写大纲 

（供五年一贯制护理学专业用） 

一、课程任务 

    精神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本门课程主要内容

是各类精神障碍的概念、病因、临床表现及相应的护理。它的任务是：通过学

习，使护生能正确认识生物、心理、社会等因素对精神活动和躯体状况的影响

以使他们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能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去对患者进行合

理的护理；重视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熟悉精神障碍病史收集和精神状况检查

的方法与内容；能区分正常与异常的精神活动并能识别常见的精神症状；能对

常见精神障碍进行正确的护理。 

二、课程的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基本目标：①使护生在临床护理中具有精神卫生的基本理念，能

综合分析思考患者的精神、生理、病理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改善临床护

理质量，提高护理效果。②在毕业后的临床护理实践中能够识别常见的精神障

碍、能为患者进行规范的精神专科护理，并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1．了解常见精神科疾病的概念、病因、发病机制。 

2．重点理解精神卫生问题的概念、分类、临床表现。 

3．掌握常见精神障碍的预防、护理措施。 

4．学会正确识别与区别正常精神现象与异常精神活动。 

5．熟练掌握精神科整体护理。 

6．熟练掌握精神科基本护理技能和常见精神障碍的护理。 

7．具有关心患者痛苦，理解与同情患者的同理心。 

8．具备精神科护理必须的职业道德情操和慎独的品德。 

9．能够尊重法律，保护患者权益和利益，保护患者不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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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能够在护理过程中遵守护理伦理学的原则。 

三、教学时间分配 

 

 

 

 

 

 

 

 

 

 

 

 

 

 

 

 

 

 

 

 

 

 

 

*为选学 

四、教学内容和要求 

 

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教学活动 

参考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一、绪论 （一）  精神医学与护理学发展简史 

1．西方精神医学与护理学的发展 

2．中国精神医学与护理学的发展 

了解 

 

 

理论讲授 3  

章节 内    容 学时 

理论 实践 总学时 

第一章 绪论 3  3 

第二章 精神障碍的整体护理 2  2 

第三章 精神科基础护理 2  2 

第四章 精神障碍的病因与症状学 3 2 5 

第五章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 2 1 3 

第六章 心境障碍患者的护理 2 1 3 

第七章 神经症性与分离性障碍患者的护理 2 1 3 

第八章 应激相关障碍患者的护理 2 1 3 

第九章 人格障碍与性心理障碍患者的护理* 2  2 

第十章 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2  2 

第十一章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2  2 

第十二章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2）   

第十三章 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患者的护理 1  1 

第十四章 电痉挛治疗、工娱疗法与精神康复 1  1 

第十五章 精神药物的应用与护理 2  2 

第十六章 精神科急诊护理 2  2 

第十七章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 *（2）   

总计  30 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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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神健康、精神障碍、精神科护理学 

1．精神健康 

2．精神障碍 

3．精神科护理学 

（三）  精神科护理中的伦理问题 

1．伦理及相关概念 

2．护理伦理的基本原则 

3．精神科护理中常见的伦理问题 

（四）  精神科护理中的法律问题 

1．法律及相关概念 

2．相关法律 

3．精神科护理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及预防 

4．各种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 

5．精神卫生立法 

（五）  精神障碍的预防 

1．概述 

2．精神障碍的三级预防 

掌握 

 

 

 

 

 

了解 

了解 

熟悉 

 

了解 

熟悉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掌握 

二、精神障碍 

的整体护 

理 

 

（一）  精神科护士的角色、作用和素质要求 

1．精神科护士的角色和作用 

2．精神科护士的素质要求 

3．精神科护士面临的挑战 

（二） 精神科护患关系 

1．概念 

2．特征 

3．精神科护患关系常见的障碍及处理原则 

4．治疗性沟通 

5．会诊-联络精神科护士 

（三） 精神科护理中常见的护理诊断 

1．精神科首优的护理诊断 

2．精神科常见的护理诊断 

 

掌握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理论讲授 

角色扮演 

 

 

 

 

 

 

 

 

 

 

 

 

 

 

 

 

 

 

 

 

 

 

 

 

 

 

 

 

 

 

 

三、精神科基 （一）  精神科护理的基本技能  理论讲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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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护理 1．精神科护理观察与记录 

2．接触患者的方法和技巧 

3．患者的组织与管理 

4．实施或协助治疗 

5．培训与健康教育 

（二）  精神科护理的基本内容 

1．安全护理 

2．日常生活护理 

3．饮食护理 

4．睡眠护理 

5．药物依从性护理 

6．探视护理 

（三）  精神科分级护理 

1．特级护理 

2．一级护理 

3．二级护理 

4．三级护理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熟悉 

电教 

 

 

 

 

 

 

 

 

 

 

 

 

 

 

 

 

 

 

 

 

 

 

 

 

 

 

 

 

 

 

四、精神障碍 

的病因与 

症状学 

（一）  精神障碍的病因学 

1．生物学因素 

2．社会因素 

3．心理因素 

4．多因素致病学说 

（二）  常见的精神症状 

1．感知障碍 

2．思维障碍 

3．注意障碍 

4．记忆障碍 

5．智能障碍 

6．自知力障碍和定向力障碍 

7．情感障碍 

8．意志障碍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临床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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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行为障碍 

10．意识障碍 

（三）  常见的精神障碍综合征 

1．幻觉妄想综合征 

2．紧张综合征 

3．遗忘综合征 

4．急性脑病综合征 

5．慢性脑病综合征 

6．病理嫉妒综合征 

7．精神自动综合征 

实践 1：精神障碍症状见习 

掌握 

熟悉 

了解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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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护理 

 

（一） 概述 

1．概念与流行病学 

2．病因与发病机制 

3．分型与临床表现 

4．病程与预后 

5．诊断、治疗与预防 

（二）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 

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 

护理目标 

护理措施 

护理评价 

实践 2：精神分裂症案例分析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了解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临床见习 

 

 

 

 

 

 

 

 

 

 

学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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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境障碍病 

人的护理 

 

（一）  概述 

1．概念与流行病学 

2．病因与发病机制 

3．分型与临床表现 

4．病程与预后 

5．诊断、治疗与预防 

 

掌握 

了解 

掌握 

熟悉 

熟悉 

理论讲授 

电教 

临床见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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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境障碍患者的护理 

1．躁狂发作患者的护理 

2．抑郁发作患者的护理 

实践 3：心境障碍案例分析 

 

掌握 

掌握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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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神经症性与 

分离性障碍 

患者的护理 

 

（一）  神经症性障碍概述 

1．概念与流行病学 

2．病因与发病机制 

3．神经症性障碍的临床表现与分类 

4．神经症性障碍的病程与预后 

5．神经症性障碍的诊断、治疗与预防 

（二）  神经症性障碍患者的护理 

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 

护理目标 

护理措施 

护理评价 

（三）  分离性障碍患者的护理 

1．分离性障碍概述 

2．分离性障碍患者的护理 

实践 4神经症性与分离性障碍案例分析 

 

掌握 

了解 

掌握 

熟悉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临床见习 

 

 

 

 

 

 

 

 

 

 

 

 

 

学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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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应激相关障 

碍患者的护

理 

 

（一）  概述 

1．概念与流行病学 

2．病因与发病机制 

3．分型与临床表现 

4．病程与预后 

5．诊断、治疗与预防 

（二）   常见应激相关障碍患者的护理 

1．急性应激障碍患者的护理 

2．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护理 

3．适应障碍患者的护理 

实践 5：应激相关障碍案例分析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了解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临床见习 

 

 

 

 

 

 

 

 

学会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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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格障碍与 

性心理障碍 

患者的护理 

 

（一）  人格障碍 

1．概述 

2．病因与发病机制 

3．类型与临床表现 

4．病程与预后 

5．诊断、治疗与预防 

6．人格障碍患者的护理 

（二）  性心理障碍 

1．概述 

2．病因与发病机制 

3．临床表现与分类 

4．诊断、治疗与预防 

5．性心理障碍患者的护理 

 

掌握 

了解 

了解 

了解 

熟悉 

掌握 

了解 

理论讲授 

电教 

2  

十、器质性精神 

障碍患者的 

护理 

 

（一）  概述 

1． 概念 

2．常见的临床综合征 

（二）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1．常见的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2．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三） 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1．概述 

2．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了解 

掌握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2  

十一、儿童青少 

年精神障 

碍患者的

护理 

 

（一）  精神发育迟滞 

1．概述 

2．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护理 

（二）  儿童孤独症 

1．概述 

2．儿童孤独症患者的护理 

（三）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1．概述 

2．儿童多动症患者的护理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理论讲授 

电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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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品行障碍 

1．概述 

2．品行障碍患者的护理 

（五）  儿童青少年期情绪障碍 

1．概述 

2．儿童情绪障碍患者的护理 

掌握 

 

了解 

掌握 

 

了解 

掌握 

十二、精神活性 

物质所致 

精神障碍

患者的护

理 

 

（一）  概述 

1．基本概念与流行病学特点 

2．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相关因素 

3．精神活性物质的分类 

4．临床表现 

5．病程与预后 

6．诊断、治疗与预防 

（二）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 

护理目标 

护理措施 

护理评价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熟悉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  

十三、心理因素 

相关生理 

障碍患者 

的护理 

 

（一）  进食障碍患者的护理 

1．概述 

2．饮食障碍患者的护理 

（二）  睡眠障碍患者的护理 

1．概述 

2．睡眠障碍患者的护理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1  

十四、电痉挛 

治疗、工 

娱疗法与 

精神康复 

（一）  电抽搐治疗 

1．概述 

2．操作方法及护理 

（二）  工娱治疗 

 

了解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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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工娱治疗的操作常规及护理 

（三）  精神障碍的康复 

1．概述 

2．精神障碍的医院康复 

掌握 

掌握 

 

了解 

熟悉 

十五、精神药 

物的应用 

与护理 

 

（一）  概述 

1．分类 

2．抗精神药物的用药护理原则 

3．影响药物疗效的因素 

（二）  抗精神病药物的应用和护理 

1．抗精神药物的作用机制与分类 

2．抗精神病药临床应用的原则 

3．不良反应及处理 

（三）  抗抑郁药物 

1．选择性 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
S
） 

2．三环类抗抑郁药 

3．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
S
） 

（四）  心境稳定药物 

1．锂盐 

2．抗癫痫药类心境稳定剂 

（五）  抗焦虑药 

1．概述 

2．苯二氮 类药物药理作用 

3．苯二氮 类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理 

（六）  精神药物治疗过程的护理 

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 

护理目标 

护理措施 

护理评价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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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精神科 

急诊护理 

 

（一）  暴力行为的预防与护理 

1．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及危险因素 

2．暴力行为发生的征兆 

3．暴力行为的预防 

4．暴力行为发生时的护理 

（二）  自杀行为的预防与护理 

1．概述 

2．自杀的原因及危险因素 

3．自杀行为的征兆 

4．自杀行为的预防 

5．对自杀的紧急护理 

（三）  出走行为预防与护理 

1．出走的原因及危险因素 

2．出走的征兆与表现 

3．出走的预防 

4．出走后的处理 

（四）  噎食、吞食异物的预防与护理 

1．噎食预防与护理 

2．吞食异物的预防与护理 

（五）  木僵患者的护理 

1．木僵的原因及危险因素 

2．木僵的表现 

3．木僵患者的护理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了解 

熟悉 

熟悉 

熟悉 

掌握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熟悉 

掌握 

理论讲授 

电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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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社区精 

神卫生服 

务 

（一）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概述 

1．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范围 

2．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要求 

3．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4．精神障碍的社区康复 

5．我国社区精神卫生发展状况 

（二）  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护理 

1．概念 

2．精神患者的家庭护理 

（三）  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1．老年精神障碍概述 

2．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四）  无家可归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1．概述 

2．无家可归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了解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了解 

理论讲授 

电教 

*  

                          

五、大纲说明 

（一）本大纲适用于五年一贯制高职护理专业，课程总学时为 36 学时，其

中理论教学 30学时，实践教学 6学时。 

（二）理论授课的教学要求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掌握”指学

生对所学和知识熟练应用，能综合分析和解决临床护理工作的实际问题；“熟悉”

是指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基本掌握；“了解”是指学生对学过的知识点能记忆和理

解。实践的教学要求分为熟练掌握和学会两个层次。“熟练掌握”是指学生能独

立、正确、规范地完成所学的技能操作，并能熟练应用；“学会”是指学生能基

本完成操作过程，会应用所学技能。 

（三）教学建议 

1．本大纲强调实践环节的学习，特别是临床认症见习与临床沟通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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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同时强调遵守护理伦理原则与国家相关法律，注重学生辨证唯物主义思维

的建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教学中应注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主动学习，教师所使用的

教学方式要符合教育心理学原理和人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阐述

相关知识，避免生硬死板的说教式教学模式，并应主动使用最新的教学手段，

并在适当的内容中增加学生亲身体验的内容，使他们真正地理解患者的痛苦及

相关操作感受。 

3．本课程重视临床能力的形成，强调专业能力的应用性和针对性；方法能

力的合理性、逻辑性和创新性；社会能力应能主动适应并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对上述三种能力进行有目的的培养。 

4．课程可适当使用导修与自修，导修是由教师指定题目,教师在学习过程中

给予辅导,可以小组也可以个人,最后评价考核功课；自修是由教师指定教科书某

些章节，基本没有辅导，但是要提供参考书和多媒体，最后要考核所要求的内

容，形式可以是口头、作业、演示等。两种方法都要事先向学生讲明要求和评

价考核的标准。 

5．成绩比例：平时表现及提问 10%、小组功课 10%、技能考核（病例分析

报告、见习报告）20%、理论考试 60%。 

6．各校也可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作出合理调整。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 

讲授法，临床见习、讨论、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多媒体。 

（六）教学内容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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