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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基础护理与护理人文整合课程的设计与应用

郑硕,陈培培,赵妍妍,曹卿,马帅,董玉泉

摘要:目的
 

设计并实施基础护理与护理人文整合课程,评价课程改革效果。方法
 

随机将2019级高职护理专业2个班72名学生

设为实验组,另2个班69名学生设为对照组。对照组按原教学安排常规授课;实验组采用整合课程授课:将基础护理课程与护理

伦理与法律法规、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护理管理三门护理人文课程进行整合,通过函询专家整合序化教学内容,培养教师实施整

合课程授课,辅以“标准化病人”实践、考核,并建立线上课程平台。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学生考核成绩并进行问卷调查,综合评

估教学效果。结果
 

实验组第2学期平时成绩、3门课程考试成绩(除护理管理外)及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P<0.01),人文素养和临床思维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结论

 

基础护理与护理人文整合课程具有良好的教学

效果,能显著提高学生的课程成绩和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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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n
 

integrative
  

curriculum
 

of
 

Fundamental
 

Nursing
 

and
 

Nursing
 

Humanism,
 

and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Methods
 

Seventy-two
 

vocational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of
 

two
 

classes
 

enrolled
 

in
 

2019
 

were
 

trea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69
 

students
 

from
 

another
 

two
 

classes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schem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bjected
 

to
 

an
 

integrative
 

curriculum
 

of
 

Fundamental
 

Nur-
sing

 

and
 

Nursing
 

Humanism,
 

which
 

amalgamated
 

such
 

4
 

courses
 

of
 

Fundamental
 

Nursing,
 

Nursing
 

Ethics,
 

Laws
 

and
 

Regula-
tions,

 

Nursing
 

Etiquett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Nursing
 

Management.The
 

integrative
 

teaching
 

modules
 

and
 

contents
 

were
 

consulted
 

through
 

Delphi
 

technique,
 

then
 

teachers
 

were
 

trained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integrative
 

curriculum,
 

standardized
 

patient
 

was
 

used
 

for
 

practice
 

and
 

examination,
 

and
 

online
 

course
 

platform
 

was
 

also
 

constructed.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examinations
 

and
 

teaching
 

effects
 

evalua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er
 

examination
 

scores
 

in
 

three
 

curricula
 

except
 

the
 

curriculum
 

of
 

Nursing
 

Management,
 

and
 

better
 

usual
 

performance
 

in
 

the
 

second
 

semester
 

and
 

operation
 

skill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5,P<0.01).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for
 

both).Conclusion
 

The
 

integrative
 

curriculum
 

of
 

Fundamental
 

Nursing
 

and
 

Nursing
 

Humanism
 

shows
 

excellent
 

teaching
 

effects,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nursing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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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护理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加强护理专业人文

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强化临床实践教学环节,推动

课堂革命[1]。但目前护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临床实用

度不高,课程内容针对性不强,课程整合水平不高[2]。
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如护患沟通技巧在护理礼仪与人

际沟通课程的“语言沟通技巧和非语言沟通技巧”、护
理伦理与法律法规课程的“护患关系伦理”、护理管理

课程“激励与沟通”以及基础护理的实践操作中均会

讲解,这种重复不仅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而且

不利于学生理解各课程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影

响学习效果。整合思维作为医学实践中最基本的思

维方式,目前主要应用于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专业课

程,跨学科整合的课程改革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并得

到许多国家医学教育组织的推动[3]。在护理专业进

行专业技能和专业人文课程整合,避免教育过程中知

识点重复、技能操作同人文素养脱节、理论与临床脱

节,尤为值得探究。本研究将基础护理课程与护理伦

理与法律法规、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护理管理三门

护理人文课程进行有序整合,形成基础护理与护理人

文整合课程,并用于教学中,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2019级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为

研究对象,均为高考招录。采用抽签法将2班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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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设为实验组,共72名学生;5班和6班设为对照

组,共69名学生。两组性别、年龄及高考成绩比较,
见表1。

表1 两组性别、年龄及高考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高考成绩

(分,x±s)
对照组 69 9 60 19.15±0.49 450.76±31.12
实验组 72 14 58 19.07±0.45 450.45±29.33
χ2/t    1.058 0.924 0.062
P    0.304 0.357 0.951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第1学期所学课程相同,第2、3学期执行不

同教学安排,但授课教师相同。对照组按原教学安排

常规授课,即4门课程按各自授课计划独立授课。基

础护理180学时(理论90学时,实践90学时),于2
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另外三门课程均为36学时(理
论28学时,实践8学时)。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于第

2学期完成教学任务,护理伦理与法律法规、护理管

理于第3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实验组采用整合课程

实施授课,课程总学时不变,共计288学时,其中理论

174学时,实践114学时,于2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
实验组整合课程教学方法如下。
1.2.1.1 整合序化教学内容 立足岗位需求和职业

能力,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以德行医、依法行医、
以技行医”并行的育人理念,将基础护理、护理伦理与

法律法规、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护理管理4门课程的

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序化,形成模块和项目。以“工作流

程为主线,基础护理为主体,人文困境为主题”作为系

统性整合逻辑,每个项目设计适合操作技能且临床上

“常发生”和“难解决”的人文困境主题,整合项目命名

规则为“操作技能主题与人文素养主题”,形成备选条

目池。通过项目组讨论,进行修改与完善,初步形成

整合课程设置函询表。选择三级甲等医院、普通高

校、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院校各1所共19名专家

进行函询。其中从事临床护理5名,护理教育8名,
护理管理4名,医学人文2名;年龄40~58(46.53±
4.72)岁;所在专业领域工作年限12~37(22.21±
6.27)年;副高级职称14名,正高级5名;本科5名,
硕士12名,博士2名。函询表采取电子邮件方式发

放,于2019年2~6月进行2轮专家函询。第1轮专

家咨询权威系数为0.917,变异系数0~0.213,协调

系数为0.266;第2轮权威系数为0.929,变异系数

0~0.170,协调系数为0.297。最终形成的整合课程

内容设置见表2。
1.2.1.2 师资及教学平台建设 对授课教师进行培

训,使其熟练把握整合课程知识体系和教学目标。开

展集体备课,研讨整合授课的“内在逻辑”,并邀请本

校优秀教师指导教学设计。同时,研究团队设计好

“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脚本,由我

校4名SP初级训练师对授课教师进行实践指导。打

造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基础护理与护理人文精选。
1.2.1.3 整合授课 根据整合内容的内在逻辑需

要,选择案例讨论、主题讨论、情境模拟、实训练习等

教学方法实施系统性授课,其中情境模拟均应用SP
实践。如第1个项目“岗位认知与生命观”,包括五方

面教学内容,其内在逻辑为学生要想学好基础护理技

术,必须先有深刻的岗位认知,而生命观作为医学伦

理学最基本的观点,是岗位认知的基本价值观,用生

命观这种价值观关注医院环境,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患

者权利,也有利于学生理解铺床的重要性。选择紧急

入院时“常发生”且“难解决”的知情同意作为贯穿整

合内容的人文困境主题,可以将入院、生命观、患者权

利、铺床等内容有机衔接起来。为此实施以下教学步

骤:①通过主题讨论“护理仅仅是一门科学吗?”启发

学生“以德行医、依法行医、以技行医”并行,再通过临

床案例、书目推荐、图片视频引发学生对生命观的认

同,培养同情感、责任感、事业感,强化岗位认知,共4
学时。②让学生通过线上课程平台查阅医院环境图

片,讨论区发表医院环境特点的关键词,结合教师讲

解,熟悉环境及管理,深刻理解自己的工作岗位,共2
学时。③学习入院流程及铺床,初步了解其理论知识

和技能操作,共2学时。④学完以上内容,在理实一

体化教室以“知情同意困境:紧急情况下家属不签字,
如何应对?”进行情境模拟。根据SP脚本,随机选学

生作为“护士”进行模拟,并选取观察员,布置观察任

务进行反馈,其余学生坐在原位置通过线上教学平台

发布即时观点。然后教师进行反馈和讲解,重点用

“敬畏生命”和“知情同意权”解答情境中的问题,再深

入剖析“患者的权利和义务”,共4学时。⑤以该脚本

为实训练习案例,设置不同情况的铺床任务,对应练

习铺备用床、暂空床、麻醉床,共6学时。
1.2.2 评价方法 采用成绩考核和问卷反馈两种评

价方式综合评估教学改革效果。①平时成绩和期末理

论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包括学习进度、学习行为、章
节测试成绩3个方面,对照组为4门课程平时成绩的

均值,实验组为整合课程的平时成绩。期末理论考试

分4个科目进行,通过平台同一试题库随机组卷,题
目选项打乱顺序,对照组每门课程学完考试,实验组

整合课程全部学完考试。②操作技能。两个学期课

程结束后,用SP和仿真模型混合式考核。由考核团

队在4个实训室对4个班同时进行考核,每个实训室

配备1名SP和1个仿真模型,准备同一操作项目的

多组病历和医嘱,随机发放给学生。考核指标中操作

技能占80分,综合素质占20分。③人文素养。采用

赵桂凤[4]编制的护理学专业学生人文关怀素养量表

进行调查,包括临床关怀能力、人性关怀能力、人际关

怀能力3个维度共2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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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础护理与护理人文整合课程主要教学内容设置

模
 

块  项
 

目    主要内容 人文困境主题

入院护理 1.1岗位认知与生命观 1.1.1“以德行医、依法行医、以技行医”并行 知情同意困境:紧急情况下家属不签字,如何应

1.1.2医院与住院环境管理 对?

1.1.3生命观

1.1.4患者的权利和义务

1.1.5铺床

1.2患者入院与人际沟通 1.2.1入院护理与公正原则 资源分配困境:2例患者同时入院,仅一张床位

1.2.2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 该给谁?

1.2.3运送患者法

1.3舒适安全与尊重 1.3.1舒适与安全的护理 安全管理困境:如何进行住院患者安全管理?

1.3.2危机意识与安全管理

1.3.3卧位

1.3.4保护具的使用

1.3.5尊重原则

1.4医院感染防控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4.1医院感染概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困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1.4.2无菌技术 如何应对拒绝隔离的患者?

1.4.3隔离技术

1.4.4传染病防治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理法律制度

1.4.5穿脱隔离衣

1.4.6供应室管理

生活护理 2.1清洁护理与尊严 2.1.1口腔护理 质量管理困境:如何预防长期卧床昏迷患者发生

2.1.2压力性损伤护理 压力性损伤?
2.1.3头发、皮肤、晨晚间护理

2.1.4护理质量管理与控制

2.2饮食护理与有利原则 2.2.1医院饮食与有利原则 有利原则困境:如何解决患者“想吃”和“应吃”
2.2.2一般饮食护理、特殊饮食护理 冲突?
2.2.3鼻饲法

2.3排泄护理与隐私保护 2.3.1排尿护理 保护隐私困境:如何在细节上保护患者隐私、加
2.3.2排便护理 强隐私管理?
2.3.3隐私权及医疗信息利用的正当化事由

诊疗护理 3.1冷热疗法与不伤害原则 3.1.1冷疗法 不伤害原则困境:老年患者认为热水袋“不够热”
3.1.2热疗法 怎么办?
3.1.3热水袋的“情”与“伤”———不伤害原则

3.2药物疗法与预防接种伦理法律 3.2.1给药原则 预防接种困境:如何应对接种疫苗犹豫?
3.2.2口服给药

3.2.3皮内注射法

3.2.4皮下注射法

3.2.5预防接种伦理与法律

3.2.6肌内注射法

3.2.7雾化给药法

3.3药物过敏试验与审慎 3.3.1审慎 审慎困境:如何避免试验过错?
3.3.2药物过敏试验

3.4静脉输液与献血制度 3.4.1静脉输液技术 用血采血困境:应急用血采血违法吗?
3.4.2输液反应

3.4.3静脉输血

3.4.4献血法律制度

3.5标本采集与职业防护 3.5.1标本采集的意义和原则 职业防护困境:感染科护士采血过程中被锐器刺

3.5.2血液标本采集法 伤怎么办?
3.5.3尿标本和粪便标本采集法

3.5.4痰标本和咽拭子标本采集法

3.5.5护理职业暴露与防护

生命支持护理 4.1生命体征的护理与病历书写法律 4.1.1护理文件记录及病历书写的法律要求 病历书写困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历写不写,
4.1.2体温的护理 对不对?
4.1.3脉搏的护理

4.1.4呼吸的护理

4.1.5血压的护理

4.1.6意识状态的观察

4.1.7瞳孔的观察

4.2急救护理与伦理学理论 4.2.1危重患者的管理 道德困境:服毒自杀的杀人嫌疑犯被送到急诊,
4.2.2护理伦理学基本理论 救不救?
4.2.3急诊护理伦理

4.2.4氧气吸入法

4.2.5吸痰法

4.2.6洗胃法

4.2.7心肺复苏

出院护理 5.1患者出院与医疗纠纷的处理 5.1.1出院护理 归责困境:医方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5.1.2护士管理法律制度与领导艺术

5.1.3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法律制度

5.2安宁疗护与五全照顾模式 5.2.1安宁疗护与五全照顾模式 死亡教育困境:护士,我死后会去哪里?
5.2.2临终患者的护理措施

5.2.3死亡后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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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至“完全不符合”依次赋5~1分,满分为

115分,换算成百分制,得分越高,人文素养越好。④
临床思维。采用宋俊岩[5]编制的医学生临床思维能

力评估量表进行调查,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系统思

维能力、循证思维能力3个维度共24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好”至“非常差”依次赋5~1
分,满分为120分,换算成百分制,得分越高,临床思

维能力越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

行t检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平时成绩、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及操作技能

成绩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平时成绩、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及操作技能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第2学期

平时成绩

第3学期

平时成绩

第2学期

基础护理

第3学期

基础护理

护理礼仪与

人际沟通
护理管理

护理伦理与

法律法规
操作技能

对照组 69 82.53±7.34 90.78±2.44 92.99±2.65 73.34±10.19 89.91±5.60 91.32±5.26 89.70±5.96 92.24±3.03
实验组 72 89.79±4.68 91.29±2.29 93.88±2.05 77.78±7.02 92.18±2.28 92.21±3.23 91.85±4.04 94.59±2.52
t 6.970 1.277 2.236 2.936 3.124 1.204 2.498 5.024
P 0.000 0.204 0.027 0.004 0.002 0.231 0.014 0.000

2.2 两组人文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

4。
表4 两组人文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人文素养 临床思维能力

对照组 69 82.22±6.74 61.73±10.11
实验组 72 86.74±6.25 67.08±8.99

t 4.132 3.326
P 0.000 0.001

3 讨论

3.1 课程整合可提升教学效果 整合课程需要找到

学科内部知识的纵向关联,学科间知识的横向关联以

及跨学科知识网络的有机联系,而非简单地将课程进

行“拼盘式”的混合[6]。这种知识的有机联系有利于

学生深度思考,自主建构专业知识逻辑体系,提升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本研究显示,实验组除

护理管理和第3学期平时成绩外,其他5项成绩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P<0.01),可能是由于护理管

理课程内容比较抽象,学生未深入临床,对临床管理

感到陌生,缺乏管理思维有关[7];同时,第3学期教师

更注重督促学生进行线上学习,使两组的平时任务完

成度都很高,故第3学期平时成绩无统计学差异。以

上结果与张敏等[8]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其对人文知

识版块进行整合发现,整合有利于培养学生从事护理

工作所必须的人文素质,但法律素质没有明显提升。
本研究实验组护理伦理与法律法规成绩显著高于对

照组,可能是由于法律法规内容紧密结合了专业技能

和人际沟通知识,教学设计中巧用了案例教学和情境

模拟,提供了学生有效规避医疗技术和医疗伦理损害

责任的路径。
表3显示,实验组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1)。Oh等[9]研究证明,应用SP有助于

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临床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Kucukkelepce等[10]建议在护理伦理道德教育中采用

SP和案例分析两种教学方法。为此,整合课程授课

过程中,不仅有SP模拟、案例讨论,还基于学习平台

进行互动,这些教学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11]。而为了帮助学生突破实践中易忽视的易错操

作难点,在某些实训练习中,基于SP脚本作为实训练

习案例,由教师提前设置“障碍”,如准备过期的、损毁

的用品等,全过程贯穿学生自评和学习平台小组互

评,在合适的时间点,由教师指出“障碍”的存在,反问

忽视的后果,冲击学生思维,让其深刻理解操作技能

不仅仅是操作,更重要的是尊重、审慎、有利、不伤害

的人文精神。因此实践课堂上,学生不再局限于机械

的练习和“表演”,而是怀着敬畏之心进行每一项操作

练习。
3.2 课程整合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临床思维能

力 个性化、整合性、技术化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护

理实践中的沟通能力、团队协调能力、文化包容性等

人文素养提高[12]。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人文素养

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说明进行基础护理

与护理人文课程整合的教学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与谭佳慧[13]和潘政雯等[14]的研究结论一致。在情景

模拟中应用SP,让学生在解决真实情境问题过程中,
建立技能和人文知识之间的交叉融合,其批判性思维

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循证思维能力等临床思维能力

得到发展。吴镯等[15]也认为,将诊断学与医学人文

课程进行整合,有益于提高医学生临床思维和人文素

养。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将基础护理、护理伦理与法律法规、
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护理管理4门课程进行整合,
通过增强知识之间的连贯性、操作技能与人文素养的

融合性,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本研究仅对4门课程进行整合,并评价了即时效果,
远期育人效果及其他课程的整合,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整合课程的过程中,需要廓清课程概念间的关系,
建立反映课程概念交叉的显性化表征途径,注重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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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情境设计的连贯性、梯度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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