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学导论教案

课 程 护理学导论 课程类别 考试课

章 节 第五章 护理理论与模式

第三节 纽曼的健康系统模式

第四节 莱宁格的跨文化护理理论

第五节 人文关怀理论

课 题 护理理论与模式2 授课形式 理论课

教学

目标

（含

技

能）

知识目标

1.熟悉

健康系统模式的基本概念和内容，夸文化护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内荣、

自理理论的临床护理应用

2.了解

健康系统模式的临床应用。

能力目标

1.健康系统模式和跨文化护理模式解决护理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素质目标

1.引导学生以现代护理理论为基础形成先进的护理理念并指导自身的

专业行为。 

教学

主要

内容

（知

识

点）

任务3  纽曼的健康系统模式

一、健康系统模式的主要内容

二、健康系统模式与护理实践

任务4  莱宁格的跨文化护理理论

一、跨文化护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跨文化护理理论与护理实践

重点

难点

重点：

护理理论的内容及应用

难点：

护理理论的概念及应用
学情

分析

理论性较强，内容抽象，理解困难



教学

辅助

设备

及资

源

多媒体课件、挂图、实物教具、影像资料、电子教案、试题库、仿真软件等

数字化教学资源

参考

资料

刘喜文．护理学导论．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李小妹．护理学导论．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卫生

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李小妹．护理学导论复习指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刘喜文．护理学导论要点提示与习题．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7.

彭幼清．护理学导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邹恂．现代护理新概念与相关理论．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

版社，2004.

姜安丽．新编护理学基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教学

设计

（理

论或

实践

教学

的组

织形

式、步

骤、

方法

等）

护理相关理论与模式

徐某，男，67岁。入院前与老伴一起居住，既往体健，生活完全

自理，现股骨头置换术一周。病人病情平稳，体温36.8℃，脉搏70次

/分钟，血压130/85mmHg，住院期间病人的女儿每天前来医院照顾，

因考虑到父亲年迈，从协助翻身到喂水喂饭，照顾得非常周到，老人

从来不需要自己动手。

问题：

1.你认为女儿的这种照顾是否合适？

2.作为主管护士你应该做些什么？

任务3  纽曼的健康系统模式

一、纽曼系统模式的主要内容

    主要论述应激源对人的作用以及如何帮助人应对应激源，以发展

和维护个体最佳的健康状态

    基本概念：

                    人（client）

                    压力源（stressor） 

                    反应（response）



                    预防（prevention 

    （一）人

    1.基本结构

    （1）位于核心部分，是机体的能量源

    （2）能量源＞需求时         个体保持机体的稳定与平衡。

    （3）机体具有三种防线抵抗有害因素的干扰，维持自身系统的

稳定与完整。

    2.弹性防御线 

    （1）最外层的虚线圈，是保护基本结构的最外层防御机制。

    （2）主要功能是防止应激源入侵，缓冲、保护正常防御线。

    （3）受个体生长发育、身心状况、认知技能、社会文化、精神信仰

等因素影响。

    3.正常防御线

    （1）弹性防线内层的实线圈，位于弹性防线和抵抗线之间，这

是第二道防御机制。

    （2）应激源入侵正常防御线，个体即发生应激反应，表现为稳

定性降低和疾病。 

    （3）强弱与个体对环境中应激源的适应与调节程度有关。 

    4.抵抗线



    （1）为紧贴基本结构外层的一系列虚线圈，是护理对象系统的

第三道防御机制 。

    （2）抵抗线保护基本结构 。 

    （3）抵抗线功能有效发挥，它可促使个体回复到正常防御线的

健康水平；若抵抗线功能失效，可导致个体能量耗竭，甚至死亡。

    （二）应激源

     1.内在的

    来自个体内，与内环境有关的应激源。如愤怒、疼痛、自尊紊乱等。

     2.人际间的

    来自于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应激。如夫妻、上下级关系紧张等。 

    3.外在的

    来自于个体外部的应激。如环境陌生、经济状况欠佳。 

    （三）反应

    应激反应不仅在生理方面，而且是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与

发展多方面的综合反应。 

    （四）预防

    1.一级预防

    防止应激源侵入正常防御线，控制或减少应激源，加强弹性防御

线的功能 。如健康宣教、疾病早期检查、预防接种等。

    2.二级预防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增强抵抗线。如观察病情变化、进行各种治疗

和护理。

    3.三级预防

    恢复及重建功能，减少后遗症，防止应激源的进一步损害,健康

教育，提供康复条件。

    二、健康系统模式与护理实践

1.收集个体系统资料

2.制定并实施干预措施

3.评价护理效果、修订干预计划

任务4  莱宁格的跨文化护理理论
    一、跨文化护理理论的主要概念及内容



（二）日出模式

“日出模式”包含以下 4个层次：

 世界观和文化社会结构层

 文化关怀与健康层

 健康系统层

 护理关怀决策和行为层

莱宁格的“日出模式”，包含以下 4级（即 4个层次）：

 Ⅰ级（最外一层）世界观和文化社会结构层

 Ⅱ级（第二层）文化关怀与健康层

 Ⅲ级（第三层）健康系统层

 Ⅳ级（第四层）护理关怀决策和行为层

2、跨文化护理理论与护理实践

   （一）收集与文化有关的资料  

  病人所属文化社会结构和世界观

  病人的健康状况及对关怀的理解、期望以及关怀的方式  

  病人关怀系统  包括病人的一般关怀系统和专业关怀系统

   （二）识别文化及文化关怀的共性及差异

   （三）护理关怀决策与行动

 文化照护保持

 文化照护调整

 文化照护重塑

作业

布置

1．杨某，男，25岁。病人主诉右下腹剧烈疼痛，腹痛开始于肚脐周

围，然后转移至右下腹。体检：体温 39.5度，脉搏 113次/分，血压

125/85mmHg，右下腹压痛，肌紧张，有反跳痛，肠鸣音减弱。入院诊



断：急性阑尾炎。立即形手术治疗。

问题：

（1）用纽曼的健康系统模式分析护理实践过程。

达标

情况

学生基本能掌握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课后

体会

对对纽曼的健康系统模式理解有点难度。对护理理论这节课，理论性

强，要多举实例进行分析，增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并学会在护理实

践中运用此理论。

备

注

授课

记录

授课顺序及班级 授课时间 授课场所

1

2

3

4

注：课程类型分为：考试课、考查课、选修课（或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等，

授课形式分为理论课、合堂课、实验实训、集中复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