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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人文的认知以及人文教育需求,为研究生课程改革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设

计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人文认知及人文教育需求问卷,通过问卷星开展网络调查。结果
 

共138名护理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提交问卷,其课程人文的态度得分为(16.51±2.44)分;36.9%对课程人文实施效果满意;人文知识、人文技能、人文精神

需求得分分别为4.25±0.51、4.60±0.46、4.71±0.40。结论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人文教学模式认可度较高,但当前

研究生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有待加强。护理教育者应根据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人文教育的需求开展课程人文教

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其人文素养和人文执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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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是未来护理服务的骨干力量,其人

文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我国未来护理服务质量。然

而,当前我国对护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存在不

足,如人文教育仅依托几门人文类课程或讲座会议,
形式单一,收效甚微;或浮于表面,过分注重灌输,未
能与专业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教学效果不理想等[1]。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课程人文”的理念[2],即
在护理专业课程教学和临床实践教学中融入相关的

人文元素,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知识传授”和“人文熏

陶”的有机统一。“课程人文”理念的提出为 MNS人

文素质培育提供了思路。本研究拟从 MNS角度出

发,了解其对课程人文的认知及人文素质教育需求,
为研究生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开展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全日制在读

MNS;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来自广东、福
建、江苏、河南、天津、北京6个省市8所院校(“211”
院校3所,普通院校5所)138名 MNS完成调查。
男8人,女130人;年龄22~27(23.69±1.25)岁。
汉族127人,少数民族11人。年级:一年级64人,
二年级52人,三年级22人。临床护理工作或实习

经历:<6个月5人,6~12个月75人,>12个月56
人,无相关经历2人。将来规划:从事临床护理65
人,从事非临床护理17人,攻读博士学位21人,不
确定35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在广泛查阅有关文献和咨询专

家的基础上设计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人

文认知及人文教育需求问卷,指导语部分向 MNS
解释“课程人文”的内涵。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①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学校、性别、民族、年级、临床护

理工作或实习经历、未来规划等。②对“课程人文”
的认知。包括对实施课程人文的态度和对所在院校

课程人文开展现状评价2个部分,共9个问题。态

度部分设置5个问题:1个问题调查 MNS对护理专

业课程与人文教育关系的认知(单选题);另外4个

问题评价对课程人文的认可程度,采用Likert
 

5级

评分,1分为非常不同意,5分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

代表其认可度越好。开展现状评价部分设置4个问

题,均为单选题。③对人文教育的需求。包括人文

知识、人文技能、人文精神3个维度20个条目,条目

内容根据护理岗位对专业人才人文素质的要求[3-4]

和护士应具备的人文修养[5]设计,并通过咨询人文

护理和护理教育领域的专家完善。采用Likert
 

5级

评分法,1~5分别代表不需要、不太需要、无所谓、
比较需要、非常需要。对22名 MNS进行预调查,
测得人文知识需求、人文技能需求、人文精神需求及

需求总体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3、
0.836、0.819、0.896。
1.2.2 调查方法 采取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

料。研究者使用问卷星软件制作电子问卷,将问卷链

接以滚雪球的方式发至本校及其他院校的 MNS填

写,其他院校MNS再转发符合纳入标准的MNS。共

回收问卷138份,有效问卷138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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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MNS对课程人文的认知

2.1.1 MNS对课程人文的态度 针对护理专业课

程与人文教育的关系,7.2%MNS认为人文教育只限

于人文类课程,与专业课程无关;20.3%认为专业课

教学之外可单独补充人文教育;72.5%认为人文教育

应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MNS对课程人文的态度

得分(16.51±2.44)分,各条目得分见表1。
表1 MNS对课程人文的态度得分(n=138)

条目
得分

(x±s)
在护理专业课程中(如高级护理实践、高级健康评估等)有必要

增加有关人文及伦理等问题的探讨
4.54±0.68

专业课教师只需有效保证专业课的授课质量,无需花费宝贵的

课堂时间针对临床实践中可能遇到的人文问题进行专项讨论

和讲解

4.19±0.99

我担心在护理专业课上讲授相关的人文知识会挤占课堂时间 3.79±0.93
在护理专业课中植入人文教育的内容将有助于我更好地学习

专业知识
4.00±0.74

  注:条目2、3反向计分。

2.1.2 MNS对所在院校课程人文开展现状的评价

 见表2。
表2 MNS对课程人文开展现状的评价(n=138)

项目 选择人数(%)
护理教师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注意体现人文教育的有关内容

 经常 38(27.5)
 有时 82(59.4)
 偶尔 18(13.1)
所在院校课程人文开展现状

 全部护理课程均开展 15(10.9)
 多数护理课程开展 50(36.2)
 约半数护理课程开展 45(32.6)
 少数护理课程开展 28(20.3)
当前护理专业课课程人文开展带来的收获

 很大 10(7.2) 
 比较大 54(39.1)
 一般 64(46.4)
 较小 10(7.3) 
对本专业课程人文开展情况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9(6.5)
 比较满意 42(30.4)
 一般 71(51.5)
 不太满意 16(11.6)

2.2 MNS对人文教育需求评分 MNS对人文知

识、人文技能、人文精神需 求 得 分 分 别 为4.25±
0.51、4.60±0.46、4.71±0.40。各条目得分见表3。
3 讨论

3.1 MNS普遍认同与支持“课程人文”教学模式 本

次调查显示,72.5%MNS认为人文教育可以有机融入

专业课教学或临床实践,MNS对开展课程人文的态度

得分为(16.51±2.44)分,说明 MNS普遍认同和支持

课程人文的教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对高层次护理人

才的要求趋于多元化,MNS逐渐意识到较高的人文素

质对胜任将来的岗位工作有重要作用,迫切希望提升

自身的人文修养。然而,目前我国对 MNS人文素质的

培养尚未形成完善体系,其培养内容和方案中也缺乏

对人文和伦理方面的重视[6]。一方面必修课中的人文

课程设置较少,人文教育通常依靠几门社科或思政类

课程,无法涵盖护理专业所需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
教学关注点多集中于临床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培养,
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提升[7],建议院校积极推行课程人

文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创新课程人文实施的激励机制、
评价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长效

运行机制。
表3 MNS对人文教育需求条目评分(n=138)

条目 得分(x±s)
人文知识

 心理护理 4.59±0.55
 护理伦理 4.48±0.65
 社会学基础 4.43±0.74
 医学哲学 4.36±0.79
 医疗卫生法律法规 4.30±0.68
 美学基础 4.27±0.74
 护理礼仪 3.85±0.88
 医学与护理学发展史 3.69±0.94
人文技能

 人际交往 4.69±0.56
 信息获取与利用 4.68±0.51
 观察分析 4.66±0.53
 语言应用 4.63±0.64
 教育引导 4.58±0.63
 护理管理 4.58±0.61
 团队协作 4.38±0.62
人文精神

 创新精神 4.81±0.39
 批判精神 4.79±0.41
 人文关怀精神 4.77±0.42
 职业精神 4.64±0.58
 家国精神 4.52±0.76

3.2 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有待加强 根据调

查结果,国内院校已不同程度开展了课程人文,但仅

有27.5%
 

MNS认为护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经常体

现人文教育的有关内容,36.9%对本专业课程人文开

展情况满意。多年以来,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脱节的

现象普遍存在,部分护理专业课教师认为人文教育仅

限于人文课程,与专业课程无关;还有不少教师对如

何将人文元素嵌入专业课堂感到困惑[2]。护理学科

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建议教师深入挖掘专业教

学内容中蕴含的人文元素并系统整理,修订课程人文

教学目标以突显各门课程内容的育人导向,采取合适

的教学策略如“画龙点睛式”“专题嵌入式”等,使专业

知识与人文元素相互交融。另外,教师自身人文素质

的高低关乎课程人文的实施效果,护理教师应自觉加

强人文修养,博学深思,融会贯通,不断提升人文执教

能力。
3.3 MNS对人文教育需求分析

3.3.1 人文知识需求 本研究显示,MNS对心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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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护理伦理和社会学基础知识的需求较高,可能因

为护理工作所涉及专业的广泛性和学科交叉性激发

了 MNS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知识的需求。此外,
当今我国医疗护理工作环境复杂,护患关系紧张、医
疗纠纷频繁发生也让 MNS产生职业道德伦理的困

惑,亟需获得伦理学有关知识。这启示护理教育者依

托专业课堂和临床实践教学,将心理护理、护理伦理

和社会学基础知识依附于具体的知识点进行传递,让
这些人文知识伴随着专业知识一起固化于 MNS的

知识体系内化为学生的能力素养。
3.3.2 人文技能需求 表3显示,MNS对人际交

往、信息获取与利用以及观察分析技能的需求较高。
临床护理工作中,护士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和处理各

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由于 MNS社会阅历较浅,
其所接受的人际关系技能培训也较为缺乏,不足以帮

助其从容应对临床人际交往尤其是护患交往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因此,临床护理教师除注重教授专业知

识和操作技能外,也要注意借助临床情境培养 MNS
的人际交往技能、共情和与人共事的能力[8]。信息获

取与利用是 MNS开展科研所必需的基本功。随着

护理工作逐渐朝向信息化道路发展,护理人员对信息

把握和处理能力的高低对其能否适应信息化时代下

护理工作的要求有重要影响[9]。鉴此,建议护理教育

者创新教学方式和手段,将信息素养培育融入理论和

实践教学的各个阶段,如创造机会让学生围绕问题展

开信息搜集、分析、评价、共享,并在每个环节渗透信

息获取利用的相关知识、经验、技能。
良好的观察分析能力是护理人员及时察觉患者

病情变化、发现护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临床

价值的护理科研问题的重要前提。MNS虽具备较扎

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但由于缺乏临床工作经

验,其透过复杂现象看本质的观察分析能力还有较大

提升空间,MNS对该项技能也有较高需求。建议护

理教师在课程人文教学实践中,根据授课内容适当增

加观察分析技能训练环节,主动分享自身工作经验,
帮助 MNS掌握临床护理工作中的观察要点和技巧,
提升观察分析能力。
3.3.3 人文精神需求 表3显示,MNS对创新精

神、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需求较高。创新能力是

评价 MNS科研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也是当

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而相关研究显示我国

护理硕士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培养现状不容乐观,其创

新能力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10]。提示护理教育者

需重视培养 MNS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如紧扣教

学内容引入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或护理教育等领域的

创新实践和热点前沿,拓宽 MNS的学术视野,激发

其创新灵感;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头脑风暴法和专

题研讨式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氛围,培养 MNS的发

散性思维和创新意识。另外,MNS对批判精神也有

较高需求,较强的批判精神和思维能力能够帮助护理

人员在广泛而复杂的临床情景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

决策,也能更好助力护理科研的开展[11-12]。这启示护

理教育者需将批判精神的培养纳入课程人文建设体

系,积极探索批判精神培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有效

方式。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MNS对课程人文认可度较高,并对

人文教育有较高的需求。护理教育者可围绕 MNS
对人文教育的需求进行课程人文教学设计,实现人文

教育的精准灌输和渗透,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和育人

效果。本研究样本来源局限且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

可能存在偏倚;此外,研究局限于从受教育者的视角

出发,未探讨护理教育者对课程人文的认知和实施体

会,期望今后研究能够弥补不足,深入探索和完善课

程人文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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