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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心理康复指导及正念疗法 
金东华 

（赤峰市复员军人精神病医院  内蒙古赤峰  024000） 

摘要：近几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人们社会活动正常秩序发生变化，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的压力、焦虑，导致精神与心理疾病患

者呈递增态势。精神疾病是一种高复发高致残率疾病，其慢性成因疾病和经济负担，使其家庭生活和其社会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作为精神

类疾患医护工作者，帮助精神与心理患者树立健康意识、改变不良行为方式，减少并发症发生，减少焦虑状态，鼓励病人积极配合检查、

治疗，提高生活质量而进行必要的康复训练、指导，让他们及早健康地回归社会。同时，在临床治疗中制定对策，打造良好的康复环境，

逐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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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人们的活动秩序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相应的经济、工

作、生活压力持续加大，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普遍。在多种因素交

织作用下，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成因很复杂，临床表现普遍存在心

理障碍、社会功能缺陷症状，如激动、烦躁、寂寞、孤立、焦虑、

无助、抑郁等，这或许与患者先天基因、自身体质，以及原生家庭、

低水平心理防卫机能有关。患者发病过程心理功能恢复较慢，心理

负担重，即使不处在急性发病期，也体现出社交恐惧、人际交往障

碍，不容易获得外界理解、丧失劳动能力等状况。对于精神与心理

疾病患者来说，由疾病所带来的身体、心理变化的确定性根本丧失，

是导致更多的焦虑和恐惧的主要原因。“为了消除患者的焦虑，医

生会尽量暗示以这种担忧没有理由的方式对待病情或进行治疗。然

而，病人的潜意识并不认为如此，反而对自己所患的病感到疑虑、

自卑，会有选择性地择性地将患病与某种惩罚联系起来。”［1］为此，

作为专业康复工作者除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外，还要有正确

的心理指导能力来帮助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早日康复。要充分利用

一切积极因素去帮助他们克服自卑、疑虑，适应环境，对这些患者

采用现代医学各种康复手段，尽最大的可能使他们恢复社会功能或

最大限度减轻缺损程度，适应社会环境，参与集体生活，保持或增

加脑力和体力活动，促进其恢复精神健康，防止衰退和人格改变，

尽可能恢复病前工作能力、自理生活能力，防止疾病再复发，就是

我们专业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一、康复基本概念及心理康复指导 

关于康复的基本概念，通常是指疾病的治愈。康复在现代医学

的定义是指综合地、协调地应用医学的、教育的、社会的、职业的

等各种方法使病、伤、残者，包括先天性残疾病人，已经丧失了的

功能尽快地最大可能地得到恢复和重建，使他们在体格上、精神上、

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能力得到尽可能的恢复 使他们重新走向生活、

重新走向工作、重新走向社会，康复不仅针对疾病，而且着眼于个

人，从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以及经济能力上，进行全面的康复。

国内学者郝伟把康复的基本概念定义为：“综合性与协调性地应用

医学的、教育的、社会的、职业的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措施，对残疾

者进行反复的训练，减轻致残因素造成的后果，使伤者、病者和残

疾人尽快和最大限度地恢复与改善其已经丧失或削弱的各方面功

能，以尽快提高其活动能力，改善生活能力，促使其重新参加社会

活动并提高生活质量。”［2］  英国康复师马修.曼宁认为：“康复治疗

者应该从关心的角度，而不应该从同情的立场看待病人。”［3］根据安

定医院特有的临床经验，精神与心理疾病的康复指导如下： 

（一）人际交往方面心理康复指导 

1.鼓励患者保持自信心，相信自己。带领其参加适当的文娱活

动，如打乒乓球、读报纸等。还可以引导他们帮助和照顾生活自理

能力较差的患者，如端茶打饭，去洗手间等，一方面可以培养患者

爱心、耐心；另一方面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并分散他们

的注意力，消除病态体验，逐步使他们回归社会。 

2.关心患者，让其懂得参加社会活动的意义，消除疑虑，以便

对社会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具有应对的心理准备和能力，也使之掌握

了与人交往的技能，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巩固疗效。 

3.对精神与心理疾病的康复指导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仅要对

患者，还要对其家属进行指导。因为出院后许多家属认为他是患者，

什么事都不让他去做，也不让他出门，患者总体就是吃、睡。护士

应告知家属，出院后在家务必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做饭、

洗衣、打扫卫生等，还要经常将他带到集体活动中，教他主动与朋

友、亲属、同学、同事打招呼。也可利用公用设施，如约亲属、朋

友、同学看电影及一些娱乐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可适当增加人

际交往，如此反复进行，患者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可以提高的，否则，

长期闭塞，关在家里，久而久之一切行为就会退缩，不敢出门，不

敢说话，不敢做事，甚至懒散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成了家庭和社

会的负担。 

（二）婚姻及生育方面健康教育 

通常，正处于发病期间和未经治疗及尚未彻底缓解的精神病患

者应禁止结婚 。结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精神病已经痊愈，患者能

适应社会生活和恢复正常工作学习， 治愈一年以上无复发。精神

分裂症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大量资料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女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的发病率，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缓解后还

需长期服用维持剂量的药物，而这些药物有致胎儿畸形的副作用，

如果停药又可导致病情的复发， 再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缓解

后易遗留社会功能缺损，常常不能履行做父母的职责，对孩子的教

育缺乏，不利于孩子成长，加重社会的负担。有些患者及家属不能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这一建议一时难以理解与接受，因而护士

需要给予一定的时间，耐心细致地给患者及家属讲解这方面的知

识，让他们逐步接受这一现实。 

（三）康复期患者预防复发健康教育 

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康复期内，对外，主管科室应将患者有关

精神病的病史，病因、症状，治疗方法、相关药物疗效和副作用，

整理成书面材料发放给患者家属。对内，将有关卫生健康知识以板

报的形式宣传给患者，让他们对疾病有所认识，强调坚持服药的重

要性。并对其出院后定期到门诊复查，对家属强调一定要较长时间

的药物维持治疗，有的甚至要终身服药，不能擅自减药、停药，不

可掉以轻心。在发病季节要特别注意，密切观察病情，早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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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治疗，应告知家属细心观察病情，若有异常及时与医师联系。

另外，“帮助患者避免出现不良认知，进而促使患者情绪好转。实

践研究表明，开展心理护理干预对抑郁症康复护理的价值意义重

大，能够体现出更加积极的治疗效果，因此使用心理干预方式越早

越好。”［4］ 

（四）督促患者加强身体锻炼，预防其他疾病 

为使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安全度过康复期，首先，医护工作者

强调患者强健身体是战胜一切疾病的堡垒，能促进神经系统功能的

恢复，要注意卫生习惯，避免其他疾病的发生，是预防精神与心理

疾病复发的重要环节。其次，在做好康复期患者心理指导的同时，

对其家属和单位有关人员宣传精神卫生知识，使病人在出院后能得

到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与帮助，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对减少疾病复发

十分重要。第三，多方联动，争取社会救助和人文关怀等综合配套

措施，促进社会机能产生良性循环，真正做到把精神与心理疾病复

发控制到最低限度。 

康复的治疗对象主要是精神与心理疾病引起的功能障碍患者，

康复期间要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来对患者的功能障碍进行治疗训

练。目前，治疗的手段多数采取一些神经类药品和理疗类方法，包

括：（1）综合协调，采用多种有效的措施，进行康复治疗。（2）

是以精神与心理疾病的功能障碍为核心。（3）强调功能训练再训

练。（4）以最大限度的改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回归社会为最

终的目标。 

二、精神与心理疾病患者康复的正念疗法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因素的交织，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生

机率显著提升。精神心理疾病仅依靠药物治疗，难以获得良好的效

果，因此许多精神与心理疾病新兴疗法开始盛行，“正念疗法”全

新概念心理治疗方法和其有效性，则为精神心理疾病治疗拓宽了新

思路。 

（一）正念疗法的阐释及应用范围 

许多研究者、临床医生发现，对正念的清晰定义很难，而心理

学家用不同的组合来衡量“正念”的变化，包括容纳、注意力、知

晓、完美体态、好奇心、非主观态度等。正念和冥想并不是一回事，

有很多类型的冥想是有意识的。辩证的说，不是所有的正念都包含

冥想，反之，也并不是所有的冥想都是以正念为基础的，目的就是

锻炼他们感知周围世界以及行为模式和习惯的技能。正念疗法临床

应用较多，人们所熟知的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接纳疗法、

承诺疗法等都称为“正念疗法”[5]。正念疗法在应用上包括：心理

咨询、心理康复，临床治疗等，通过实践与评估，正念疗法对人格

障碍、焦虑、抑郁、强迫、瘾症、精神分裂等精神心理疾病等方面

疗效显著。 

（二）正念治疗的适用及应用价值 

正念疗法的核心是冥想训练，鼓励病人不必在意心理疾病成

因，要以耐心、慈悲心、开放地心态进行训练，使患者在完成整个

训练的过程中，不断提炼自我修复能力，修复心理裂痕，做到相信

自己、鼓励自己、提升自己。正念疗法可以让患者内观和自省，对

于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来说，其精神状态的变化是疾病症状表现的

主要原因，正念疗法可以通过一种新的训练方式帮助患者打破消极

思维的枷锁，逐步从不良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心理稳

定，使自己的整体状态处于澄明和虚空状态。对自己外部环境产生

积极和敏感的感觉，通过观察、描述、参与和其他非主观的方式来

检查自己的心理环境、内部和外部环境，只关注训练的过程，而不

考虑训练的结果，并最终获得良好的治疗结果。 

（三）正念治疗的临床应用与进展 

正念疗法有助于有效预防心理问题，同时也能够作为当前疗法

的补充方治疗方案，在临床实践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适用于精神

心理疾病患者、癌症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慢性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减轻患者的压力。但

是相关研究人员也表示，正念疗法虽然可以改善慢性疼痛症状，减

少患者对疼痛的情绪反应，但是也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特别是那些

患有各种严重精神健康问题的人，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

人。近年来，许多学者承认正念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最流行的疗法

之一，但并不能将正念疗法推荐作为治疗疾病的首选疗法，除非有

更有力的证据显示正念疗法能给机体带来一定益处，在心理康复护

理领域，针对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医护工作者尝试对患者进行心

理康复使用正念疗法，以期改善患者的认知领域，增强患者记忆力，

对患者心理问题进行全面调试。从事正念疗法治疗效率研究的科学

家们也常常将这种疗法与其它可信的疗法进行对比，大多数科学家

表示，将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加关注正念疗法，加强对正念疗法理论

和实践的研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心理疾患和所受影响还需要探索

摸出其症结所在。“在临床治疗中，为患者提供心理治疗，准确掌

握患者的精神心理疾病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疗控制方案，引导患

者借助治疗与护理实现对患者病情的稳定控制，从而进一步提升患

者的治疗依从率”[6]。作为医护工作者，提高精神类患者基本生活

需求，只是常规治疗手段，终极目标是强化此类患者治疗信心，提

高他们对于自身精神类疾病的控制与干预能力，从而实达到整体治

疗最佳效果。当然，仅依靠医护人员对患者关怀和药物治疗只是一

部分，还需要全社会关怀和患者本人共同努力，应用各种先进治疗

方法，为精神类患者营造出温馨舒适氛围和积极乐观的生活环境，

全社会理解抑关爱精神类患者，杜绝用歧视的眼光对待精神类患者

人群，让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和周围人给予的人道关怀，康复治疗

中逐步改善患者心理状态，让他们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为精神类患

者的康复制定好对策。 

参考文献： 

[1]S.K.图姆斯[美],病患的意义[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2. 

[2] 郝伟. 精神病学[M].第 5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240~ 241. 

[3]马修.曼宁[英],康复是一次旅行[M].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

社,2002: 19. 

[4]李禺. 心理干预在抑郁症康复护理中有何干预价值 [J].中国

医学人文(学术版),2021.11. 

[5]徐松,谢俊鹏,彭李.正念心理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军人情

绪 体 验 和 注 意 控 制 的 影 响 [J]. 第 三 军 医 大 学 学

报,2018,40(17):1527-1533. 

[6]舒瑜,谢晓燕.团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状况及社

会功能的影响[J].山西医药杂志,2017,46(3):254-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