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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与护理》课程思政建设设计方案 

序号 课程章节与名称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1 法安天下 

精神障碍患者常缺乏自知力，很难与正常人进

行有效的沟通，甚至发生暴力冲动等危机事件，

影响医患关系。教育学生尊重患者，建立和谐

的护患关系。同时介绍《精神卫生法》及正反

面案例，教育学生作为医务工作者应具备遵纪

守法的法治意识及关爱患者、尊重患者的职业

道德。 

2 从心出发 

我国在古代就很重视人的精神健康，例如中医

情志护理，随着现代精神医学逐渐发展，患者

命运得到改善，培养学生重视精神健康，培养

爱伤观念并具有关爱、关怀病人的护士人文精

神。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提倡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尊老爱老，重视对老

年患者精神健康的关怀。 

4 合格护士从我做起 

患者精神病性症状往往造成周围人对其不理

解，甚至误解，令患者痛苦不堪。面对遭受疾

病痛苦的患者时，培养护生具有爱心、同情心

和同理心。 

5 关爱精神障碍患者 
具备同情心和同理心，学会换位思考，帮助患

者早日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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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法安天下 

导入：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

法要求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该法对

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康复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医疗机构

及医务工作者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

严的原则，保障患者在现有条件下获得良好的精神卫生服

务。 

正文：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新十六字方

针的指导下，教育部提出了“依法治校”与“依法治教”的

观点。当代医学生担负着保护人民权利的神圣使命，是实施

依法治国的重要的力量。对医学生而言，他们手中掌握的知

识是把双刃剑，如果不对其予以法治教育，将会较于其他人

的犯罪更为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由于受精神症状的影响，会出现攻击行

为，如谩骂、威胁、讥讽、嘲笑、朝人吐口水等，护理人员

常常是直接的受害者。另外，一些带有紧张、悲伤和失望心

情的患者家属十分焦虑，往往将护士当成发泄对象，对护士

进行言语性攻击，给这些护士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出

现个别护士伤害患者而锒铛入狱的负面新闻。 

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

碍患者，侵害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及其他侵害精神

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情形，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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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工作者必须学法，懂法，在护理行为中守法，

护理过程既要关注患者的生命与健康，还要了解患者的权利

与需求，更要尊重患者的人格与尊严。 

对于这种情况，护士要设法取得患者的信赖，主动接触

患者，不能把气愤发泄到患者身上，而要帮助患者解决住院

期间的各种困难，使患者和家属感到护理人员可以信赖。对

于低级意向亢进的患者，尽量避免让受攻击护士单独为他做

治疗护理。要耐心向患者讲解精神病知识，使患者了解与自

己疾病相关的问题，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作为卫生职业院校的护生，应当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

识，增强法治观念，规范护理行为，提高护理质量，从而降

低执业风险，维护患者的健康和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了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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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从心出发 

导入：医学上认为良好的情绪是人体内一种最有助于健康的

力量，正常的情志活动是体内脏腑、气血阴阳调和的正常，

情志异常会直接伤及内脏。喜、惊伤心，怒伤肝，思伤脾，

悲伤肺，恐伤肾。 

正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精神

科护理的独特性在于特别重视与强调人际关系技巧的互动

过程，以达到治疗性目标，帮助精神病人发展较正向的自我

概念、信赖人的人际关系、具生产性的社会角色。 

精神科护理措施中的心理护理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起

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普遍

运用于临床，心理护理愈发受到重视，心理护理在中国医学

发展中早已有之，对应的即是情志护理。情志护理是以中医

基础理论为指导，以良好护患关系为桥梁，应用科学合理的

护理具体，改善并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从而达到预防和治

疗疾病的目的。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

神内守, 病安从来?”情志活动是人的心理活动对外界刺激

所做出的不同情感反应，其产生、变化与外界环境（自然、

社会环境）密切。中医情志护理通过掌握患者的情志变化，

设法防止和改善其不良情绪，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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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方法。例如情志护理中采用说理开导法、顺情从欲法、

移精变气、暗示法。目前，情志相胜法在老年人身心调节的

干预中应用较为普遍。 

中医情志护理源远流长，拥有着良好的本土优势，与西

方心理学相比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和心理状况，作为医学

生，跟随目前发展中医的大趋势，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医情志

护理的重要性，工作中及时针对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 给予

有效地心理疏导和情志护理对患者的病情改善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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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导入：精神科护理是一门有目标的研究人类行为理论之科

学，也是一门艺术。目的在预防及治疗精神方面的障碍，以

期提升社会、小区及个人之精神、心理状态至最佳境界。 

正文：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9》中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2019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9%，预计到 2050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16%。我国自 2002 年迈入

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

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新任务，其工作目标不但要保证

老年人长寿，更要保证老年人活得健康。但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阿尔茨海默病的记忆障碍越来越严重，对于患者来说

每天醒来，就是全新的一天，他要费力去记住自己是谁，家

在哪，谁是自己的亲人，但即便一遍遍地用力记住，过不了

一会，都会全部忘记。老年抑郁症患者，不再能感受到含饴

弄孙带来的乐趣，胃口变差了，夜晚整宿地失眠，生活失去

了意义。调查表明，我国近 3 成老人面临精神困境，遭受老

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尤为常见）、老年抑郁症等病症折

磨。 

孟子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庄子日：挟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为也；为老人折

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尊老敬老，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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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传统，也是一种美德！尊老敬老是每个人的责任，关注老

年人精神健康问题更能体现我们医护人员的医者仁心。同学

们应该意识到老年性精神问题的严重性，真正理解退行性改

变的意义，从而更多关注身边的老人，同时提升自身的职业

素养。 

作为一名卫生工作者，我们应该在政府主导，全社会广

泛参与的努力下，让所有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作为医学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

我们的使命。携手同行，尊老爱老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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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合格护士从我做起 

导入：精神疾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精神科护理人员面对的

是一群特殊的患者。作为一名精神科护士，必须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正文：在精神科病区工作时，暴躁冲动的患者，自伤自杀的

患者，行为紊乱的患者，每时每刻都在挑战精神科护理工作

者敏感的神经。 

精神科护士用真诚去对待每一位病人，拉近了与病人

“心的距离”。病床前护士一声轻柔地问候“昨晚睡得好吗？

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如此亲人般的关切带给患者们怎样

的感动！寒冷的天气，无名氏病人和长期住院病人因家庭困

难衣着单薄，病区的医生和护士将自家的衣服拿来送给病人

穿。当她们看见患者一点点康复，家属满意的笑容时，工作

中遭遇的委屈都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欣慰和自豪。这才

是我们心目中的最美护士。 

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

已经飞过。作为卫生职业院校的护生，将来可能成为精神科

护理工作者之一，不仅要培养以南丁格尔精神为核心的职业

操守，更应该具备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尊重关怀精神障碍

患者，帮助他们早日走出疾病的阴霾，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而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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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关爱精神障碍患者 

导入：精神障碍患者普遍存在病耻感。患者病耻感越强，其

就医行为越可能延误。为了减轻患者的病耻感，我们要尊重

患者的人格与权利，为患者保守秘密，不论患者民族、性别、

职业、地位，都一视同仁。 

正文：病耻感是患者对所患疾病的羞耻感和社会公众对他们

采取的歧视和排斥态度。歧视和排斥使得患者与社会形成无

形的墙，从而导致精神障碍患者被动地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

和人际交往。病耻感的存在还影响了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患

者往往为了避免戴上“精神病”的帽子，往往拒绝就医或拒

绝承认自己患病。另外，有研究显示病耻感不仅仅是精神病

患者的个人问题，还会延伸到患者的家庭成员，产生“连带

病耻感”，而家属的耻辱、悲伤等内心体验，反过来又会影

响患者的康复。  

作为卫生职业院校的护生，除了要掌握精神障碍相关的

知识，还应当具备同情心和同理心，学会换位思考，帮助患

者早日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