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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新生儿心理护理是指针对出生后不久的婴儿所进行的一系列心理护理措施，旨在

促进婴儿的心理健康发展和减轻其因疾病或治疗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重要性

新生儿心理护理对于婴儿的早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婴儿期，大脑发育

迅速，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发育和神经网络的连接至关重要。适当的心理护理有助

于促进婴儿的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的发展，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定义与重要性



新生儿通过感觉器官来感
知外部世界，包括听觉、
视觉、触觉等。

感知阶段 情绪阶段 行为阶段

新生儿开始出现情绪反应，
如快乐、不安、恐惧等。

新生儿开始出现自主运动，
如抓握、吸吮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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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心理发展阶段



    

新生儿心理护理的基本原则

适应性和个性化原则

根据新生儿的个体差异和需求，提供

适应性的心理护理措施。

整体性原则

将心理护理与生理护理相结合，全面

关注新生儿的身心健康。

发展性原则

遵循新生儿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提供相应的心理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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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需要一个稳定、安
全的环境来满足其基本心
理需求，这有助于他们建
立信任感和安全感。

安全感

新生儿需要与父母或照顾
者建立亲密关系，以获得
情感上的满足和安全感。

亲密感

新生儿需要舒适的环境和
身体接触，如温暖的包裹
和抚触，以促进其心理和
生理发展。

舒适感

基本心理需求



新生儿通过面部表情、声音和动

作来表达情绪，如高兴、不安、

痛苦等。

表达方式

新生儿需要父母的安慰和安抚来

调节情绪，帮助他们缓解紧张和

焦虑。

情绪调节

情绪表达与调节



新生儿的睡眠模式与成年人不同，他

们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且睡眠周期

短而浅。

新生儿在睡眠中可能会有梦境体验，

这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发展。

睡眠与梦境

梦境体验

睡眠模式



感知能力
新生儿具有基本的感知能力，如听觉、视觉、触觉等，这些感知能力在出生后

迅速发展。

知觉形成
新生儿通过感觉输入逐渐形成对世界的知觉，如对声音、光线、触感的认知和

记忆。

感知与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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