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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就业为导向，不仅要培养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重视职业素养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本文

以“以就业为导向”为切入视角，在人文关怀能力影响因素和人文关怀能力对就业促进作用的基础上，从人文关

怀课程体系构建、人文关怀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和三位一体人文关怀教学实践方案设计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实习护生

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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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employment as the guidance, we should not only cul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orient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nd the role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was anlysised. Then, the cultivation strategy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nursing 
specialty student was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care curriculum system, the reform 
of humanistic care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design of trinity humanistic care teaching practi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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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1 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职教育产学研

结合经验交流会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教育“以服务为

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的办

学放针[1]。“以就业为导向”，不仅要培养学生学好专

业知识和技能，也要重视职业素养和人文素质的培养。

然而，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普遍存在重“技能”，

轻“素养”方面，只重“硬实力”，忽视“软实力”。

目前全国的医护比例仅为 1:1.17，远远达不到卫生部的

要求，与 1:2.7 的国际水平相差很大，与发达国家 1:8.
5 的比例相差更远[2]。一方面社会需求大，另一方面又

存在就业难，同时护士对于职业认同感不够，缺失同

情心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高职院校培养

的护理专业学生在人文关怀职业素养方面远远不能满

足市场的需求。人文关怀能力作为护理人员职业能力

构成要素中的专业能力，其水平关系的高低直接关系

着护理服务质量[3]。因此，加强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有利于提高学生就

业能力，从而扩大护理专业人才的有效供给。 
1 人文关怀能力影响因素 
人文关怀（Humanistic Care）起源于西方的人文

主义，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萌芽。无论东西

方在其定义有何区别，但本质上都是要认同人的价值，

尊重他人的自我价值与自主尊严[4]。在护理学领域，人

文关怀本质上就是用“以人为本”的观念对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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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诚、尊敬、平等、理解的态度为患者服务[4]。三元

交互决定论认为：在人的心理机能中，人的个体因素、

行为和环境因素三者之间互为决定因素，三者的持续

交互作用决定了人的表现与能力[5]。 
1.1 个体因素 
在了解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时，首先要分析

护理人员的一般基础资料，如性别、年龄、专业，以

及个体因素，如职业认同感、主观幸福感、积极心理

资本。这里的个体即护理人员，这里提到的“个体”不
仅是指实习护生个体本身，还包括了护理人员的年龄

特征、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个性特征、认知结构、

宗教信仰等[2]。 

在调查中发现，护理人员的年龄、性别对人文关

怀存在影响。护士年龄越小，人文关怀能力越强，年

龄越小的护士越能追求理想的实现感和道德的满足

感，而年龄越大的护士者容易对现实较强的适应和妥

协能力。同时，男女护士由于性别差异，人文关怀能

力也不同，女护士的人文关怀能力强于男护士的人文

关怀能力。基于其生理和心理特质，女护士在护理实

践工作会表现更加感性、温柔和耐心，情感更加细腻，

更容易让患者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2 环境因素 
环境指学校或医院人文关怀环境，学校人文环境

主要包括学校的人文科学教育环境、人文课程学习情

况、学校老师的关心氛围等；医院实习期间，实习护

生所感受到的实习科室的人文关怀氛围、实习同学的

关心、带教老师的关心和带教老师的人文关怀能力等

也是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的重要环境。 
任何能力的培养都要在一定的环境中开展，培养

护士的人文关怀能力，必须让他们处在一个充满关怀

的学习环境。Watson 特别强调人文环境对人文关怀能

力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充满关怀和爱环境更有

利培养人关怀和爱的能力[6]。他理解关怀为一种存在于

人与人之间、具有传递性的人际关系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人与人之间不断传递着关怀和爱，同时也影响到

人的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6]。 
1.3 行为因素 
行为的主体是个体，即行为是由护生这个个体所

产生的，具体到实习护生的培养情景下，行为是指实

习护生在学校和医院环境中所进行的人文关怀的理论

学习和实践学习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三元交互

理论认为：学习行为与个体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

学习行为塑造个体，在学校或者医院的环境下，实习

护生通过学习行为，逐渐产生自己的独特的认知结构，

形成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一方面，

每个实习护生个体的认知结构也会在其学习行为中产

生影响，促进或者阻碍其人文关怀能力的养成。 
2 人文关怀能力提升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2.1 促进职业素养的培育 
护士职业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护士在整个医

疗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凸显。忽视护士职业道德的

培养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医学绝不仅仅只是

高超的医学技术所能概括的，而是要求在医疗技术应

用的过程中更要体现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正义。

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的关键在于在各位实习

护生的内心里树立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能

够培养实习护生关爱生命、守护生命的人文精神。在

实习带教教师的感召下，让实习护生体会到什么是“南

丁格尔精神”，深刻理解为什要“以病人为中心”。 
通过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会了重视生命

的价值，对自己的生命要珍惜，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

和技能同时，也职业素养和人文素质。这不仅是社会

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具体体现。良

好的职业素养越能受到医疗单位的青睐，给自己的就

业提供“敲门砖”。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文关

怀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

综合能力，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 
2.2 促进职业能力的提升 
职业能力，包括专业技能、通用技能和核心能力，

其中，核心能力包括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力和领导

能力。作为一名服务对象是人的护士，她首先要要学

会与人交往，特别是要积极与患者沟通和交流。人文

关怀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的提高实习护生的提高语

言表达能力，增强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顶岗实

习期间，实习护生在医院工作环境的熏陶下，在带教

老师的言传身教下，能够逐渐掌握与患者、家属、同

事沟通的方法和技巧，从而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 
作为一名护士，不仅需要具备全面的综合知识，

还得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在工作与生活中不断

提高学习效率，努力增强自身职业素养和能力以适应

不断发展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护理工作离不开团

队合作，离不开医务人员、后勤保障部门等相互协作，

所以还需要培养自己的事务协调和团队领导能力，增

强团队意识，学习调动集体中每个人的积极性，实现

分工合作，密切配合，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2.3 促进职业道德的养成 



庄芳丽，徐佳，孙文，雷霞                                         以就业为导向高职护理专业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研究 

- 99 - 

当前，医疗服务中医患关系紧张，严重违法职业

道德的医疗事件屡屡成为社会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

医疗队伍职业道德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作为职业工

作中医护人员需要遵循的共同的基本职业道德规范，

职业道德包括了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良心、职

业作风等。对于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可以简单归纳为

“四要”：一要有敬业精神，二要遵循服务导向的职

业理念，三要诚实守信，四要遵守职业行为规范。 
护士作为一名护理人员，服务对象是病人，要热

爱护理职业，有敬业精神，要尊重病人的生命和人格，

对待病人要有爱心、细心和耐心，也就是要有人文关

怀服务意识。只有将人文关怀服务落到实处，树立主

动的服务意识，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职业

认同感。 
3 以就业为导向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途径 
3.1 构建护理专业人文关怀课程体系 
当前我国护理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护理

院校课程设置以专业课程为主，人文科学类课程比例

较低。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医学教育人文课程学时仅

占总学时的 8%。不仅人文类课程课时少，而且在科目

种类也偏少。大多培养单位人文关怀类课程只有理论

课程《护理伦理学》、《护理心理学》和《姑息护理

学》等，部分院校开设了选修课，如护理形体与礼仪、

人际沟通与护理美学等课程，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护理

专业人文关怀教育的需要[7]。 
为此，应该加强“医校协作”，发挥各个培养主

题的育人作用。学校应该面向护理工作岗位的实际需

求，围绕专业培养目标，融合学校和医院的教学力量，

构建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培养环境四位

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岗位需求优化人文关怀相

关课程设置、建设系列人文关怀教材，同时发挥学校

育人优势，营造人文关怀氛围，发挥教师榜样作用等。

通过一体化培养模式的构建，在学生心中塑造“护理的

本质即是关怀”理念。同时，积极发挥医院协同与人的

功能，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通过言传身教、师徒结

对等方式，在护理工作实践中培养实习护生的人文关

怀能力。 
3.2 推动人文关怀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传统教学方式所存在的“满堂灌”、“重知识轻

能力”的弊端一直为人所诟病，在护理专业的教学实

践中，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化、信息化资源不断创新教

学方式，采用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等方式开展教

学活动，在线下教学活动中也应该通过情景化、体验

式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8]。例如，有的专业教

师在护理学基础、内外科护理学等专业课程中设计了

课前教学环节-“3 分钟人文关怀体验”，借助小组情

景剧的形式，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使得知识

在实践中实现内化；也有学校或医院通过组织校友案

例展播的形式，通过网站、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向

学生展示优秀校友事迹，拓展人文关怀教育的教学空

间。 
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学校和医院通过教师互聘、

顶岗实习等形式紧密合作。学校可以通过模拟面试、

护士风采展示、技能大赛、演讲比赛、案例讨论等形

式，在专业课程理论教学之外给学生提供体验式的教

学环节。医院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之一，也可以通过

向学校选派专业教师、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参与

教材编撰等形式，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学

校和医院的协同，引导学生实现人文关怀知识内化和

技能的习得。 
3.3 推进三位一体人文关怀教学实践 
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实践教学是实习护生人

文关怀能力培养的必备环节，可以建立基于“情景模

拟”、“叙事教育”、“关怀小组活动”的三位一体

人文关怀实践教学模式，并将其贯穿于实习护生护理

实习带教全过程。实习护生的人文关怀教育可以显著

地增加其职业认同感，通过职业认同感的的提升使其

全身心地投入护理工作中，提高人文关怀能力[7]。情景

模拟教学再现了临床护理工作的真实场景，以直观、

形象、生动的方式让学生融入到特定的人文情景中，

能够设身处地的思考问题，既能提升关怀所需要的语

言交流和沟通技巧，也能让学生会更加以更大的勇气

和能力去关怀患者；此外，师生通过“关怀小组活动”

的互动、教师榜样力量的传递也可以增加学生进行人

文关怀的勇气和技巧；关怀日记的书写等叙事教育形

式让学生深刻领会到患者的人文关怀需求和情感，体

会患者痛苦，从而使其在护理工作更加有耐心和韧性。 
4 结束语 
面对着市场对于高质量护理人员的急切需求，本

研究提出了以“以就业为导向”为切入视角，加强人

文关怀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

从而扩大护理专业人才的有效供。通过人文关怀能力

影响因素的分析，揭示了人文关怀能力对就业促进作

用，建议从人文关怀课程体系构建、人文关怀课程教

学方法改革和三位一体人文关怀教学实践方案设计等

三个方面加强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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