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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医护礼仪(第2版)(案例版)》是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着重阐述医护礼仪知识及医护人员的形体训练知识，具体内容包括医护人员的姿态、姿势、
表情、礼节、人际关系、工作态度、形体、仪容及仪表等多方面知识，有助于培养具有现代职业美感
及高尚情操的医护人员。
本教材与临床密切结合，内容新颖、丰富，图文并茂，并穿插了大量知识丰富的链接及临床常见的典
型实际案例，易学实用，随书还配有PPT教学课件，可在科学出版社网站下载，供教学使用。
 
《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医护礼仪(第2版)(案例版)》可供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各专业使用，也
可供职业培训教学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护礼仪>>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第1节 礼仪的起源与发展第2节 礼仪与医患的关系第3节 医护人员学习礼仪的意义及方法第2
章 医护人员职业形象美第1节 美学概述第2节 护理美学第3节 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素质第4节 医护人
员的职业形象美第3章 医护人员的仪容礼仪第1节 医护人员的头面仪容第2节 医护人员的表情魅力第3
节 医护人员的身体修饰第4章 医护人员的服饰礼仪第1节 医护人员的着装第2节 医护人员的佩饰第5章 
医护人员的姿态礼仪第1节 医护人员良好的姿态第2节 医护人员工作中的常见姿态礼仪第6章 医护人员
的人际交往礼仪第1节 医护人员的交往礼仪第2节 医护人员的交谈礼仪第7章 医护人员的接待礼仪第1
节 医护人员的人际关系第2节 工作岗位接待礼仪实践训练与效果测评训练1 医务人员的头面仪容及表
情训练训练2 医护人员工作服饰展示及训练训练3 基本举止礼仪训练训练4 医护人员工作举止礼仪训练
训练5 医护人员举止礼仪综合演练训练6 医务人员的人际交往礼仪训练训练7 医护人员的接待礼仪训练
参考文献附录 护理操作礼仪规范医护礼仪教学大纲目标检测参考答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护礼仪>>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第1节 礼仪的起源与发展一、礼仪的起源礼仪的形成源于俗。
礼俗源于自然界，是古人敬天畏神的观念和认识的反映。
因为远古的人们对大自然的变化无法认识，在变幻莫测、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
。
因此，认为有创造宇宙的神即万物之主，把一些自然现象如电、闪、雷鸣等奉为神灵加以膜拜，祈求
保护，并由此产生了祭神的活动。
在远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下，人们形成了群居的生活。
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这种祭神活动逐渐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习惯，此即为风俗，又称习俗。
这种习俗经长期使用并统一规范，形成了礼。
所以《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
后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人”们以大自然的秩序法则，用于家庭伦理，再延伸，用于政治伦理，就形成了“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可见，有人类必有俗，有俗必有礼，有礼必有治。
二、礼仪的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漫长的礼仪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远古时期礼仪1.萌芽时期 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大约旧石器时期）
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
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在去
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
2.草创时期 公元前1万年左右，人类步入新石器时期，原始礼仪渐具雏形。
还有无殉葬品的俯身葬等。
此外，仰韶文化时期的其他遗址及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
长辈坐上席，晚辈坐下席，男子坐左边，女子坐右边等礼仪日趋明确。
（二）奴隶社会礼仪1.形成时期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夏、商、周三代，中国由原始社会末期
向早期奴隶社会过渡。
传统礼仪进入了飞速发展以至成熟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礼仪被典制化，其内涵也得以扩充和完善，奠定了华夏礼仪传统的基础。
2.发展、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
在此期间，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巨人，发展和革新了礼仪理论。
他们提出了“礼治”、“仁政”、“隆礼”、“重法”等学说和主张。
这些礼仪思想对古代中国礼仪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古代礼仪文化的基础。
（三）封建社会礼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到来。
“礼”逐渐演变至“礼仪”，其主要作用是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
西汉时期，对封建礼仪制定影响最大的是叔权通和董仲舒。
叔权通制定的礼制发展了礼的仪式和礼节规定，突出了尊君抑臣，区分出尊卑等级序列的要旨，而董
仲舒在儒家“仁、义、忠、信”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仪、礼、智、信。
这一学说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准则。
宋代程颐、朱熹的“天理”论提出“三从、四德”的道德礼仪标准。
“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妇德”：一切言行都要符合忠、教、节、义；“妇言”：说话要小心谨慎；“妇容”：容貌打扮要
整齐美观；“妇功”：要把侍奉公婆和丈夫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明朝时期大力推崇礼教，礼仪之风盛行，制定了祭祖、祭天、祈年等仪式仪程，规范了“君臣之礼”
、尊“卑之礼”、“交友之礼”等社会活动，使礼制向深层发展，礼仪日益完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护礼仪>>

到了清王朝，不仅继承了上述礼制，而且还将其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下去。
（四）现代礼仪1911年，清王朝土崩瓦解，孙中山先生和他的追随者破旧立新，用民权代替君权，用
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改易陋习，剪辫子，禁缠足等，从而正式拉
开现代礼仪的帷幕。
民国期间，西方的一些礼仪如握手礼等传入中国，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民间。
（五）当代礼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礼仪和礼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人们摒弃了昔日严重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尊老爱幼、讲究信义、以诚待人、先人
后己、礼尚往来等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精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奋斗目标将掀起礼仪建设的新高潮。
三、礼仪的概念、特点（一）礼仪的概念礼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与
准则。
礼仪，从广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从狭义上讲，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俗
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以建立和谐
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礼的精神及要求的行为准则或规范的总和。
通常，与“礼”相关的词有以下几种，即礼貌、礼节、礼宾、礼俗、礼制、礼仪。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常被人混合使用。
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礼貌 侧重于表现人的品质和素养。
指在人际交往中，通过言语、动作向交往对象表示谦虚和恭敬。
2.礼节 指人们在交际场合相互表示尊重和友好的惯用形式，是礼貌的具体表现方式。
它与礼貌的相互关系是：没有礼节，就无所谓礼貌；有了礼貌，就必然有具体的礼节。
3.礼宾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交流为目的，以交际为手段的一项社会活动统称为礼宾。
对内称之为礼宾工作，对外称之为国际礼宾。
4.礼俗 指人们在社会当中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
5.礼制 指人们通过文字的设定，约束社会公民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必须遵照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
6.礼仪 是对礼节、仪式的统称。
指在人际交往中，自始至终地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完整行为。
礼貌是礼仪的基础，礼节是礼仪的基本组成部分。
换言之，礼仪在层次上要高于礼貌、礼节，其内涵更深、更广。
礼仪，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具体的、表现礼貌的礼节所构成的，是一个表示礼貌的系统而完整的过程。
（二）礼仪的特点礼仪是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约定成俗、相延成习的。
与其他行为规范相比，礼仪有其独具的属性和特点，主要表现在共同性、传承性、差异性、变异性、
时代性、限定性等方面。
1.共同性 礼仪是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行为规范。
社会的每个成员均离不开一定的礼仪规范的制约。
在生活中，许多礼仪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存在本身具有很强的普遍性。
比如最简单的问候语“您好”、“再见”等，这几乎是全世界通用的一种问候礼节，具有绝对的普遍
性。
2.传承性 在礼仪发展的源流中，礼仪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一个剔除糟粕、继承精华的过程
。
那些反映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代表劳动人民道德水平和气质修养的健康高尚的礼仪得到了肯定和发
扬，而那些代表剥削阶级、帝王将相和封建迷信的繁文缛节得以根除。
3.差异性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的礼仪文化亦不同。
不.同的地域文化决定着礼仪的内容和形式。
以见面问候致意为例，其形式就大不相同：有脱帽点头致意的，有拥抱的，有双手合十的，有手抚胸
口的，有互碰脸颊的，更多的是以握手致意。
礼仪的差异性除了地域性差异外，还表现在礼仪的等级差别上，对不同身份地位的对象施以不同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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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此外，行业礼仪也有其差异性，航空、医务、公务、外交等都各具特色。
4.变异性 时代总在不断地前进，礼仪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一方面，礼仪文化随时代的不断进步而变化。
如现代人所拍发的礼仪电报、电视点歌祝寿贺喜等礼仪形式就是时代进步产生的新生事物。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相互渗透，
我国的传统礼仪自然也被赋予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5.时代性 礼仪作为一种文化范畴，必然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
任何时代的礼仪由于其时代的特性和内容，往往决定了它的表现。
时代的特色对文化冲击的烙印是深刻的。
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该时代变迁的缩影。
礼仪文化也是如此，它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6.限定性 礼仪主要适用于交际场合，适用于普通情况.下一般的人际交往与应酬。
在这个特点范围之内，礼仪肯定行之有效。
离开了这个特定的范围，礼仪则未必适用。
这就是礼仪的限定性特点。
必须明确，当所处场合不同时有时甚至还会差异很大。
通常适合应用礼仪的主要是初次交往、因公交往、对外交往三种交际场合。
四、礼仪的功能礼仪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礼仪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形象”一词的本意是指人或物的外观和形体，在社会中专指
参与交往的主客双方心目中形成的综合化、系统化的印象。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交往者的自身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形象好坏与否直接影响着交往双方关系融洽程
度和交际的成败。
印象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对象的反映。
在社交活动中，人对人的印象的形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知觉过程。
他人通常是作为以某种打扮、具有某种特征的容貌和声音、用一定姿态表现某种行为的存在而出现的
。
人们最初认识的是通过五官接受的形态、色彩、动作、声音、气味等感性特性，这便是知觉的过程。
对人的印象的形成首先是从这类知觉开始的。
这一过程的特点如下。
1.信息少 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主客双方掌握对方的信息是很有限的，其中不乏虚假信息。
人们却不得不根据这些信息资料去分析、判断对方。
2.印象形成快 人们一见面，甚至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可能立刻形成一个清晰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3.具有伸展性 人们常常根据少量的信息以及以往的直觉经验，形成超出这些信息实际能说明的范围之
外的、更为广泛的印象。
可见，社交中印象的形成过程是极容易产生偏差的，这种偏差有的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进而导致社
交的失败。
讲究礼仪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交形象。
如前所述，人们的印象形成过程始于通过感官觉察对方。
社会交往中的人总是以一定的仪表、服饰、言谈、举止来表现某种行为，这是影响人们第一印象的主
要因素。
整洁大方的个人仪表、得体的言谈、高雅的举止、良好的气质风度，必定会给对方留下深刻而美好的
印象，从而建立起友谊和信任关系，达成社交目标。
在这里，礼仪起着“黏合剂”的作用，它对于表达感情、增进了解、树立形象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礼仪规范着人们的社交行为礼仪从古至今都是衡量一个人文明程度的准绳。
在社交中，人们相互鞠躬、握手、拥抱、献花等，不仅是对交往的对象表示善意和尊敬的一种形式，
而且还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气质修养，以及处理问题时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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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场合人们按照礼仪所规定的要求进行交往，有助于相互间的沟通和达成共识。
礼仪作为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还具有整合、疏导人际关系的功能，如守时守约、讲究仪容仪表
、尊老爱幼等。
礼仪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养成良好的文明
习惯，彬彬有礼，努力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
礼仪同时还促使人们按照社会公认的行为模式去生活、交往，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造就和
谐统一的良好人际关系。
在这里，礼仪起着“润滑剂”的作用。
从人的需要来看，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对人的需要问题进行过深刻的研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
需要层次论”。
他认为，人不仅有需要，而且人的需要是有高低不同的层次的。
按照从低到高的次序排列，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
需要。
无论是高层次的需要还是低层次的需要，要获得满足都需要一定的条件。
其中，知礼、守礼无疑是其中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较高层次的需要的满足，更离不开对礼仪规范的
遵守。
在人类社会，一个人的需要和发展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如果不注重礼仪，不用说得不到爱，受不到尊重，不能自我实现，甚至连安全的需要也无法保证，生
理的需要也难以满足。
（三）礼仪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缺少
的重要内容，是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极其宏伟的系统工程。
它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讲文明、懂礼貌、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恢复
和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推动。
礼仪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好形式，它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通过仪表、举止和讲究礼
貌、执行礼节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
古往今来，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把礼仪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看作是
一个民族精神面貌和凝聚力的体现，看作是一个人道德水准高低、有无教养的尺度。
中华民族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礼仪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
的特点加以发展。
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继承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之一的礼仪文化中
的精华，并根据时代的特点，创造出更加符合当代需要的礼仪文化，以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程度，促进
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礼仪有利于国人增强民族自尊心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使国人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礼仪
也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问题。
人们认识到在礼仪问题上故步自封是行不通的，但是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必须加强对国人的礼仪教育，通过礼仪教育和礼仪实践，可以使国人了解和把握本民族优秀的礼
仪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
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
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礼仪，可以展示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加深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提高我国的国
际地位和威望。
当然，我们要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礼仪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
国。
第2节 礼仪与医患的关系医护人员为什么要学习礼仪?礼仪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模式，在人类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除了要了解礼仪的基本概念及特点外，还应该明确医护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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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它与医患之间的关系。
一、医护礼仪的概念和特征医护礼仪是一种建立在公共礼仪基础上的特殊礼仪，其面对的对象是患者
群体。
因此，医护礼仪指的是建立在对患者的尊重、关心、理解、爱护的基础上，通过医护工作者的言谈、
举止、表情、工作态度等，在临床工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德和行为规范。
医护礼仪主要是研究医务工作者服务艺术的学问，是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是人文科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
它汇集了医护礼仪、临床案例、形体训练等有关知识成果，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对提高医
护人员的现代素质和缓解现在医患紧张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故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二、礼仪与医患的关系医护人员的职业形象是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即医生和护士的医疗和护理实践中的
行为体现，是社会赋予医生、护士角色的特殊要求。
医生、护士职业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医生、护士职业的评价，更直接反映了医疗水平的高低
，同时也会影响患者的康复。
礼仪之所以重要，除了以上所讲，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职业礼仪修养的培养及服务理念的教育，让医护
人员了解自己在服务体系中的位置，全面掌握服务患者的应知应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六个基本方面，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统一。
显然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事人类文化护理研究的护理专家莱宁格（Ma-deleineLeininger）认为护理的本质是文化关怀，关怀是
护理的中心思想，也是护理活动的原动力。
我国传统的礼仪思想核心是“仁”，仁即是爱人，只有学会爱别人、爱医疗事业的人，才会在工作实
践中实现对服务对象的关怀。
（一）心理感应的关系在医患交往的大多数场合，施礼并非纯粹的礼仪之举，而是附着于各类医疗工
作来传情达意。
患者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根据医护人员的礼仪以及自己受到的礼遇，来分析和判断其中折射出的对方的
心态、情感和意向，从而产生一定的情绪体验。
如果一名医护人员仪表不整，就对患者进行各种处置操作，即使医护人员是按照技术操作规程去做，
患者也会误认为对方的工作是不认真的，态度是不端正的，这就是观点定势作用。
通常人们所持的观点来自于对客体对象的知觉。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与自己信念一致、见解接近的观点，常常表现出认可与接受的心理状态；而
对与自己的观点有着明显矛盾的见解，则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表现出逆反的心理。
（二）调节的关系首先，行为调节作用体现在对交往者个人的印象整饰上。
所谓印象整饰，是在医疗活动交往过程中，围绕自己为在服务对象心目中形成的形象期望，选择一定
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以达到有意识地控制别人对自己形成各种印象的过程。
所以，医护人员常常借助于施行礼仪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印象整饰的目的；同时，服务对象也常
常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感受，评价护理质量以及自己所受的礼遇状态，据此调整自己在护患交往中
的行为。
其次，行为调节作用体现在对医患、护患关系的调整、润滑和整合上。
医护礼仪作为一种医患交往的方式，可以将临床活动行为纳入一定轨道，以保持医患交往中应有的秩
序和帮助，人们据此恰当有序地处理相互关系，使交往得以顺畅融洽地进行，从而产生良好的“人际
气候”，使交往双方互相吸引，从而建立和发展良好、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
第3节 医护人员学习礼仪的意义及方法一、学习礼仪的意义医护人员的基本职责是保护人类的生命，
治疗病痛、减轻病痛和促进健康。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学护理模式的转变，特别是护理工作已经扩展到生理、心理、社会的范畴，
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的时候，为满足患者的身心健康要求，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就显得更为必要。
医护人员从立志从事这一职业开始，就要学习必要的专业礼仪知识，培养良好的礼仪修养，为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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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妥善地处理各种医患关系，使双方的关系更为和谐。
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医护人员的言谈举止、仪表仪态都会给服务对象的心理和健康产生很大的
影响。
所以，医护人员得体的举止、恰当的言谈等良好的礼仪行为会对服务对象的身心健康起到药物无法起
到的效果，而这些转变无不要求医护人员更新观念、加强自身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塑造医务工作者
良好的专业形象。
礼仪知识的学习与运用是培养医护人员良好的素质修养、造就坚强的意志与独立精神、树立良好专业
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样也能使自己拥有一颗圣洁、仁爱的心灵。
二、学习礼仪的方法（一）培养判断和观察能力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对一些日常的行为要有一定的判断
能力，这是医护礼仪实践的前提。
如果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行为都无法辨别的话，学习礼仪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即我们要普遍地关怀别人并且亲近有“善行芳表的人”。
这里所说有“善行芳表的人”，就是当今社会上、工作上行为规范的人，都值得我们去敬佩和学习，
与其亲近，使自己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直接观察的方法，选择在门诊、病房、急诊室、注射室、换药室、手术室等医疗
场所，以及社区医疗服务地点、家庭病房等有服务对象的场所，观察其他医护人员的言谈、举止、行
为，判断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哪些方面给患者带来了不良影响，又在哪些方面使医患关系显得更为和谐
。
通过综合的分析和比较，找出哪种方式及服务态度更为恰当，并加以学习和借鉴。
（二）采取多种途径学习在学习礼仪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应广泛利用课堂听课、课后翻阅图书资料、
接触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等多种途径全面获取有关礼仪规范的知识。
同时也可以从社会交往实践中进行学习。
交往实践作为学习礼仪的一个具体过程，不仅可以使人加深对它的了解，强化对它的印象，而且还可
以检验其作用，并且据以判断个人掌握、运用礼仪的实际水平。
（三）进行规范性模拟训练一个人的礼仪修养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课堂上
的模仿训练以及后天学习逐渐积累而成的。
向患者表示关心友好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医疗规范和操作中规定的一些行为规范以外，还涉及语言，
包括语速、语态、语音等方面，以及一些形式上的礼节，比如鞠躬、手势、非语言行为等，都必须进
行规范性的训练。
（四）反复实践学习礼仪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强化的过程。
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知礼、守礼、行礼的人，就必须把对礼仪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化为实际的礼仪
行为。
然后，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检讨，并把从反省中得出的新的认识贯彻到行为中去。
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从而达到提高礼仪品质的目的。
医护礼仪的学习不是单纯的动作表演、姿态的训练以及语言的规范化。
医护人员在讲究外在形式的同时，还应重视内在的修养。
如果一个人仅有光鲜的表象，而不去努力提高自己内在的素质，那么礼仪也只能是一种缺乏内涵的机
械模仿。
因此，医护人员要不断地完善自我，这种完善包括道德修养的成熟、文化知识的充实、业务技术的精
湛、职业素质的提高、个人素质的培养等，最终达到“秀外慧中”、诚“于中而形于外”的目标。
医护礼仪不但是医疗职业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专业的文化模式，它指导和协调医护人员的临床实践
活动，有利于处理医患关系，体现出医护礼仪特有的美的本质和人文精神。
总之，只有医护人员的职业素质全面提高才能保证广大的患者得到优质服务，同时，医院的医疗、护
理工作秩序稳定，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医院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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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薇薇、宋璐波主编的这本《医护礼仪(第2版)》是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教材共分7章，内容包括：医护人员职业形象美，医护人员的仪容礼仪，医护人员的服饰礼仪，医护
人员的姿态礼仪，医护人员的人际交往礼仪，医护人员的接待礼仪等。
可供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各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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