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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融合教育在护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的实践与思考

刘莉　 严继贵

【摘要】 　 人文素质是护理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ꎮ 对在校护生采取双融合教育即“多课

程融合＋课内外融合”的方式进行人文素质培养ꎬ有利于提高和完善护生的人文知识水平、培养和塑造人

文精神ꎬ提升护生的人文修养和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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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基本的医学知识和技能ꎬ还必

须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１] ꎮ 人文素质是指一个人通过人文

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或环境的熏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
修养ꎬ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２] ꎮ 医学人文素质的基

本内涵是人文关怀、人文思想和人文行为ꎬ具体体现在对生命

和健康的长远关爱ꎬ用心去帮助人、抚慰人[３] ꎮ 目前国内大

多数院校主要通过开设护理人文课程如人际沟通、护理礼仪、
护理伦理、护理美学等对护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ꎮ 人文素质

教育除了要传授给学生人文知识ꎬ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人

文精神[４] ꎮ 护理专业开设的人文课程学时有限ꎬ且上述每门

课大多一学期完成ꎬ随着课程的结束ꎬ学生的人文知识、意识、
理念也随之而淡化ꎬ不能较好地进行内化、更无法外化为行

为ꎮ 近年来我校采取双融合教育即“多课程融合＋课内外融

合”的方式ꎬ以培养和提高护生的人文素质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双融合教育在护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的实践

１.多课程融合ꎬ提高和完善护生的人文知识:有些院校将

部分人文课程安排在大一第 １ 学期ꎬ此时学生刚入校对护理

专业、护士职业认知不足ꎬ对护理相关人文知识不能很好地理

解和消化ꎻ若安排在后面学期ꎬ虽然学习了专业课ꎬ但不利于

学生早期接受人文素质教育ꎮ 以护理礼仪、人际沟通课程为

例ꎬ本着“早学习、早养成”的理念ꎬ我校在第 １ 学期开设这两

门人文课程ꎬ学生主要学习护理职业要求、仪容服饰、日常交

往、行为举止等礼仪常识ꎬ认识沟通的重要性ꎬ了解人际沟通、
护患关系的基本知识、方法与技巧等ꎮ 此阶段学生尚未接触

专业课ꎬ因而与护理技能操作、专科疾病有关的工作礼仪、沟
通知识及实践将融入到第 ２~４ 学期的护理学基础、内外妇儿

科护理等专业课中进一步学习和强化ꎮ 有研究表明[４￣６] ꎬ在
护理专业课教学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非常有必要ꎬ但国内目

前关于“如何融入”的研究却相对较少ꎮ 人文素质教育并不

是生搬硬套地加到专业课里ꎬ而应与专业内容自然融合在一

起ꎬ渗透到专业知识的教学中ꎮ 我校采取人文课教师和专业

课教师共同合作ꎬ结合临床护理工作实际ꎬ提炼出具有人文素

质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或情境融入到各专业课程的教学中ꎬ
专业课教师根据任务分工ꎬ在课堂上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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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外ꎬ还要贯穿人文素质的培养ꎮ 例如ꎬ教授护理学基础课程

中的吸氧疗法时ꎬ与人文素质有关的任务如下:(１)礼仪方

面:①护生穿着护士服是否规范ꎻ②站姿、走姿、蹲姿、端治疗

盘或推治疗车等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要求ꎮ (２)沟通方面:①
吸氧前应解释哪些内容、如何解释ꎻ②氧疗过程中为保证用氧

安全ꎬ应告知患者或家属哪些知识、如何告知ꎻ③患者正在吸

氧ꎬ家属自行调大氧流量ꎬ护士应如何与家属沟通ꎻ④患者缺

氧情况有所好转ꎬ遵医嘱暂停吸氧ꎬ但患者认为多吸氧气对身

体有好处、要求继续吸氧ꎬ护士该如何沟通ꎮ (３)人文关怀方

面:①操作中是否关心患者(如询问感受、插管拔管动作轻

柔、协助患者摆好舒适体位、盖好被子等)ꎻ②对待患者是否

耐心、细致ꎮ 对于以上任务ꎬ护理学基础授课教师组织学生以

分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仿真实训等形式ꎬ巩固礼仪、
沟通知识ꎬ并让学生根据具体情境与患者或患者家属进行交

流ꎬ以督促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运用前期人文课

程所学知识去解决临床护理实际问题ꎬ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自身的沟通水平、礼仪修养及人文关怀能力ꎬ为今后进入临床

工作打下基础ꎮ
２.课内外融合ꎬ培养和塑造护生的人文精神:护理人文课

程的学时尤其实践学时相对有限ꎬ受客观因素制约实践课的

形式和内容也较为局限ꎮ 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的升华ꎬ是内

化到人言行举止的德性[７] ꎮ 人文精神的塑造非一朝一夕ꎬ也
不是单纯上几门课就可以达到ꎮ 我校采取以下多种方式将人

文素质培养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延续到日常ꎮ 一是以主题班

会的形式开展讨论ꎬ如结合自己或家人的就医经历ꎬ谈谈我心

目中的护士形象ꎻ针对当前医患、护患关系紧张及医院工作场

所暴力事件等问题ꎬ谈谈自己的看法等ꎬ通过讨论培养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二是开展主题演讲或辩

论赛ꎬ锻炼学生的胆量、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等ꎮ 三是每

年开展“授帽仪式”、“护生职业风采大赛”、“护理礼仪大赛”
等活动ꎬ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沟通、礼仪知识ꎬ锻炼

应用能力ꎬ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成就感ꎬ提升职业认同感

和自豪感ꎬ学生耳濡目染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和启发ꎮ 四是选

拔护生组建礼仪队ꎬ担任学校、系部大型活动的礼仪服务ꎬ为
全体学生树立标准ꎬ起到以点带面的辐射作用ꎮ 五是学生在

临床见习期间ꎬ除了常规护理知识、技能的学习外ꎬ还要求学

生通过交谈、调查等方式了解患者对人文关怀的需求ꎬ观察临

床带教老师的人文关怀行为ꎬ见习结束后每人书写一份临床

护理中的人文关怀反思报告ꎬ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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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ꎮ 六是参加志愿者服务或定期前往敬老院、孤儿院等机构

开展献爱心活动ꎬ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和能力ꎮ 课内外

融合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人文熏陶ꎬ激发学生对护

士角色的内在情感体验ꎬ逐渐形成尊重、友善、关怀、移情、奉
献等优秀品质ꎮ

二、护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思考

１.优化护理人文课程设置:国内医学院校大多招收高中

理科生ꎬ从高中阶段起便很少再接触人文社科课程ꎬ进入大学

后繁重的医学、护理学专业课和外语的学习ꎬ导致学生更加忽

略人文社会学知识的积累ꎬ人文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升ꎮ 有

些院校为了保证专业课的教学而削减人文课程的学时ꎬ甚至

直接取消某些人文课程ꎮ 谢蔚等[８] 调查研究表明ꎬ护理人文

课程设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课程内容与护理专业结合不强、
课时安排不合理、考核评价方法不恰当ꎬ学生对人文课程教学

效果的满意度不高ꎮ 应进一步优化护理人文课程设置ꎬ结合

学生特点、兴趣和临床需求ꎬ灵活采取多种教学形式ꎬ创新考

核评价方式ꎬ提升护理人文课程的教学质量ꎮ
２.加强对护理教师的人文素质培养:(１)提升专业课教师

的人文修养和素质教育意识:在专业课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

的前提是教师自身要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和人文素质教育意

识ꎮ 护理专业课教师都是医学、护理学专业教育背景ꎬ多年来

我国医学教育“重专业、轻人文”的现象普遍存在ꎬ这导致教

师本人在人文科学知识方面存在欠缺ꎬ即使有些教师具有这

方面的知识ꎬ也不够系统和深入ꎮ 还有一些教师认为人文素

质教育是护理人文课程的任务ꎬ在专业课的教学中只注重专

科理论知识和技能的传授ꎬ人文素质教育则是“想到才做、学
时充足才做”ꎮ 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薄弱和教师人文素质教

育意识薄弱这“两薄弱”现象严重影响到学生的人文素质培

养ꎮ 因此一要加强护理专业课教师人文素质的提升ꎬ可通过

集体备课、跟班听课、外出进修、访问学者、攻读与医学有关的

人文社科专业学位等方式提高教师的人文修养ꎮ 二要不断强

化教师的人文素质教育意识ꎬ鼓励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根

据课程特点和授课内容ꎬ将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到教学的全过

程ꎬ优化教学方法ꎬ充分发挥专业课教师在护生人文素质培养

中的作用ꎮ (２)发挥教师的人格魅力示范作用:在人文教育

领域ꎬ情感体验远比理论对人的影响大[７] ꎮ 对于护生人文素

质的培养ꎬ不应照本宣科地讲一堆理论、也不是夸夸其谈进行

一番说教ꎬ最重要的是教师以身作则ꎮ 教师是职业的引导者ꎬ
更是学生模仿的对象ꎮ 无论护理人文课教师还是专业课教

师ꎬ优雅的举止、大方得体的谈吐、高度的敬业精神、对护理专

业由衷的热爱等等ꎬ这些存在于护理教师身上的优秀人格特

质都会直接影响、感染着学生ꎮ 例如ꎬ要求学生有爱护意识ꎬ
那么教师自己在护理操作中有没有关心、爱护患者及护理模

型人ꎬ在生活、学习上能不能关心、帮助学生? 要求护生有端

庄的仪容仪表和行为举止ꎬ教师自己在课堂上有没有不修边

幅、穿着奇装异服、倚靠讲台站立等现象? 具有良好人文修养

的教师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护理人文素质的内涵ꎬ对学生

具有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ꎮ
３.营造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孙平[９] 调查显示大学校园

人文环境教育缺失ꎬ杨晓莉等[１０]调查显示护生对校园人文环

境的满意度评分较低ꎮ 人文环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积

极而重要的影响[９] ꎮ 应重视并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ꎬ如从

校园规划和绿化ꎬ人文景点的设置ꎬ教室、实验室、模拟病房、
学生寝室的布置ꎬ校训及行为规范的制定等方面体现人文思

想和内涵ꎬ形成良好的校园风气ꎬ使学生时时处处感受到人文

氛围的熏陶ꎮ 此外ꎬ经常开展如人文讲座、高雅艺术进校园等

活动ꎬ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修养ꎬ丰富校园文化生活ꎬ
营造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ꎮ

４.大力开展专业实践、社会实践活动:专业学习有赖于专

业实践ꎬ人文知识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塑造ꎬ需要通过实践去

体会和领悟[１１] ꎮ 实践活动可以拓展人文教育的空间ꎬ深化课

堂教学效果ꎮ 来自现实中的实践教育比课堂教学更加真实、
直接、持久ꎬ带给学生更深刻的感受和启发ꎮ 实践活动的形

式、内容要多样化ꎬ应结合护理专业特点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扩大实践的范围和场所如深入医院、社区、基层而不仅

仅局限于校园内ꎬ实践活动的开展重在常态、贵在坚持而不能

流于形式ꎮ 护生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体验生活、认识社会ꎬ领
会人文素质的内涵和精髓ꎬ继而外化为自身行为ꎬ从而真正实

现人文素质的提升ꎮ
双融合教育体现了护理人文素质教育的全程化ꎬ具有专

业性、连贯性、持续性ꎬ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ꎮ 当然在双融

合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实践ꎬ以不断完善护

理人文素质教育ꎬ 提高护理人才培养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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