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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

陶以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从而成为个人

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 [1]。护理研究生作为护理学科高素质人

才，不仅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更需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如何促进学生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全面

提高，培养具有以“责任、关爱、沟通、感恩”为核心价值的

优秀人才一直是每位带教老师所思考的问题。近年来，教研室

积极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护理研究生的临床带教中，并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结果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在广东省中医院实习 1 年的护理学研究生 52 名，随机分

为 2 组，即人文素质教育组(观察组)和传统教育组(对照组)，
每组各 26 名，2 组性别、年龄、第一学历、生源及其它成绩

等一般情况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带教老师均为 10 年以上护龄，主管护师以上职称

的临床一线带教老师。
2 教学方法

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带教方法，即学生跟随老师进行临

床实践，通过自觉学习，向带教老师请教及带教老师讲授等方

式进行学习。
2.2 观察组 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临床教学中，其具体实施

方法如下：①强化理论学习：针对护理研究生只在本科教育阶

段涉足部分人文课程，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普遍只注重必修课

程尤其是英语、统计、科研、文献检索等实用性课程的学习特

点。教研室组织各临床科室带教老师，以护理伦理学、护理心

理学、护理美学、护理管理学等教材为蓝本，根据不同科室的

护患关系及专科特色，制订出涉及礼仪、沟通、关怀及实践技

巧等人文知识的系列讲座。通过讲小课、小组讨论、模拟练

习、角色扮演、护患互动讲座等方式对研究生进行培训，增强

研究生的人文素养，使其更好地掌握人文关怀的基本知识及技

巧。②掌握人文技能：通过前期理论知识的强化学习，学生提

升了自身的人文素质，为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人文关怀的技能，

老师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护理评估、诊

断、计划、实施、评价的每个环节中，与护理研究生进行分析

讨论，以增强研究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在讲授护理病历书写

时，融入护理科研意识和科学精神；在解答问题时，注重培养

护理研究生的语言表达和交流沟通技巧；在护理技能训练中，

注意养成教育，时刻提醒护理研究生要“三查八对”，训练研

究生轻拿轻放，手勤、脚勤，跟快、嘴快，工作中保持微笑，

要耐心、热情、细心，有责任感，更要有同情心。在指导学生

进行各项操作时，时刻提醒学生“以病人为中心，遵循无菌操

作原则”，对可引起患者心理或生理反应较大的项目操作中，

如术后护理、插胃管、灌肠等，要给予患者正确的人文关怀。
及时向患者及看护者进行健康宣教。③提升人文思维：学生完

成一个专科的学习后，教研室组织学生以学习小组的形式进行

讨论，以临床实践中人文素质体现为主线，充分利用多媒体技

术等丰富的教学手段，与学生一起探讨在对不同专科患者的护

理过程中，如何体现护理工作者的领导、管理和创新能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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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学生所碰到的困惑。
3 评估方法与统计学方法

3.1 评估方法 ①自身评估：通过对观察组设计教学反馈意

见表，调查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评价、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及

对学生自身能力锻炼的评价。了解学生对此种教学方式是否欢

迎和接受，以不断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②患者满意

度调查：随机选择 2 组所护理的患者各 80 名，发放调查问

卷，内容包括对护理工作的认同和支持度，对疾病的知晓率与

疾病相关注意事项的知晓程度，心理健康程度以及对未来的信

心等。通过综合各项得分，将患者对护理的综合满意度分为：

优秀护理、良好护理、基本满意护理及不满意护理四个等级。
③成绩评估：每个学生轮训结束后均进行出科考试，考试分笔

试和操作考核，其中笔试为闭卷考试，操作能力考核由 3 位

主管护师以上考官进行打分，取平均分数线，主要考察学生对

理论知识及临床操作能力的掌握，其中理论知识含有 30% 的

人文知识，操作能力评估中人文关怀体现占 50%。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数据以(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4 治疗结果

4.1 学生自身评估结果 见表 1。从回收的 26 份反馈表中发

现，80％以上的学生对临床教学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持赞同

态度，认为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较传统教学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

性。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的责任感，加强了与患者

之间的沟通，更使学生能以“医者父母心”心态关爱患者，心

怀感恩之心进行日常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具备“责任、
关爱、沟通、感恩”的核心价值观，学生能主动强化理论学

习，提升临床护理技能。

表 1 学生自身评估结果 例(%)

4.2 2 组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见表 2。与对照组比较，观察

组护理的患者综合满意度为优秀的例数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表 2 2 组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3 2 组学生成绩比较 见表 3。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理

论成绩和操作成绩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2 组学生成绩比较(x±s) 分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5 讨论

人文素质是指包括思想、情操、人格、价值、心理品质和

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2]。
在本研究中，通过学生的自身评估发现，由于老师的引导和示

范作用，人文关怀已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学生满怀爱心和

同情心，以饱满的精神参与整个护理实践过程。由于强化了临

床责任感，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巩固理论知识，加强临床护理

实践训练，进一步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学生自身综合人文素养

和工作能力的提高，使得患者对护理的综合满意度为优秀的例

数增多。
综合上述，在临床教学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可提高护理

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使其从传统的“高级护理技工”向具有良

好人文素养的高级护理人才转变，真正体现出护理研究生的优

势和特点，展现出高级护理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先进性，从而培

养出具有以“责任、关爱、沟通、感恩”为核心价值的优秀护

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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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增强临床责任感

加强了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以“医者父母心”心态关爱患者

心怀感恩之心进行日常工作

对所学理论知识掌握更牢固

更有效掌握临床护理技能

教学效果比传统教学法好

主张在临床带教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

赞同

25(96.2)
22(84.6)
24(92.3)
20(76.9)
22(84.6)
20(76.9)
21(80.8)
23(88.5)

反对

1(3.8)
4(15.4)
2(7.7)
6(23.1 )
4(15.4)
6(23.1 )
5(19.2)
3(11.5)

组 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优秀

35(43.8)
62(77.5)①

良好

43(53.8)
18(22.5)①

基本满意

2(2.5)
0

不满意

0
0

组 别

对照组

观察组

理论成绩

71.32±2.03
88.22±2.1 6①

操作成绩

70.43±2.24
87.14±1 .58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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