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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护理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现状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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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比较我国与澳大利亚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项目在办学规模、师资情况、教育模式、课程设置、临床实践与

评估、毕业要求方面的现状,提出了立足我国实际的教学改革建议,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体

系,培养健康中国建设所需要的高级护理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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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护理人员在医疗卫生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强调:护士是医疗卫生

战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保护生命、预防疾病、
治疗疾病、促进健康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作为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护理人员的教育水平

对护理人才的培养质量至关重要。护理硕士专业学

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是护理学的

一种高等教育学位,旨在培养具备高级临床技能、领
导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护理专业人员[2]。积极开展国

际护理教育交流与合作,对于提升我国护理学教育的

质量和推动护理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我院

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护理学院建立了合作关

系,本文第一作者获得该校护理学硕士学位。本文将

基于赴澳学生的视角,就中澳 MNS教育特点进行分

析,以期为优化我国 MNS培养方案、提升培养质量

提供参考。

1 澳大利亚与我国 MNS教育现状

1990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率先开设护理研究

生教育,从此开启护理学高等教育之路[4]。同年,我

国开设了护理学硕士教育[5]。护理学硕士研究生项

目分为专业型和学术型2种类型[6]。2010年,我国

国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第 27 次 会 议 正 式 批 准 设 置

MNS[7]。
1.1 办学规模 根据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澳注册护士超过33.7万

人,2020-2021年,澳大利亚各高校授予护理学硕士

学位4
 

522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留

学生[8]。2022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数超过520万

人,据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2020-2021年我国

高校授予护理学硕士3
 

012人,其中获得 MNS
 

1
 

863
人[1]。澳 大 利 亚 之 所 以 能 吸 引 大 量 留 学 生 攻 读

MNS,和当地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澳大利亚

注册护士的薪资约1
 

480澳币(人民币约7
 

400元)/
周,全职护士工作时间每周是34.4

 

h,如果按一周5
个工作日来算,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7

 

h左右[9]。澳

大利亚护理人员缺口很大,MNS就业率很高,有经验

的护士薪资高,职业发展空间大。该政策吸引了全球

各地的留学生来澳大利亚求学,使澳大利亚 MNS数

量不断增加。澳大利亚护理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具有

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根据2023
 

QS世界大学护理

专业排名数据,全球50强护理高校中,美国高校17
所、澳大利亚高校10所(见表1)[10],排名世界第二。
1.2 师资情况 在澳大利亚,护理研究生导师采用

集体负责制,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允许研究生选择

自己的导师、顾问以及其他3~4名教师,组成一个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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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监督和指导每位

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2]。所有导师均需要具备

硕士及以上学历,临床导师必须是具有丰富临床经验

的高级实践护士(Advanced
 

Practice
 

Nurse,APN),
也可以是某专科领域的医师[2]。每位导师的丰富临

床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为学生提供实际工作中的指

导和支持,帮助他们理解和应用护理理论,掌握护理

实践的技能和技巧。
表1 QS护理学科世界排名前50名中澳大利亚10所

高校排名及得分情况[10]

世界

排名
学校名称

总体

得分
办学侧重方向

13 悉尼大学 88.1 高级护理实践

15 莫纳什大学 87.1 护理与健康科学,护
理与助产

17 墨尔本大学 86.7 老年护理,精神康复

护理

20 悉尼科技大学 86.4 护理与助产,慢性和

复杂护理

23 格里菲斯大学 86.0 护理与助产

30 昆士兰科技大学 84.9 护理与助产,高科技

临床模拟中心

32 迪肯大学 84.2 校内临床模拟中心,
虚拟妇产科诊所

33 昆士兰大学 84.0 心理健康护理

43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82.2 健康护理临床专业,
高科技模拟病房(护
理实验室)

47 西悉尼大学 81.4 护理与助产

  我国 MNS培养中大多已采用双导师制培养方

案,与国外导师制相似。由于我国 MNS师资力量相

对薄弱,虽然采用了双导师制,但校内导师理论知识

扎实而临床经验相对薄弱,临床导师经验丰富但科研

能力相对不足。临床带教老师多沿用本科实习生带

教的形式、内容和思路去带教 MNS研究生,其培养

模式及带教内容并不能满足 MNS研究生的培养需

求。此外,临床导师准入资格如学术水平、专业职称、
专科技术知识与技能等尚未形成统一且可量化的标

准[11-13]。
1.3 教育模式 我国与澳大利亚在 MNS教育模式

上基本相似。我国 MNS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

种学习方式,学制一般为2~3年[14],澳大利亚 MNS
课程通常为2年[8]。中澳教育模式主要是以学生为

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

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5]。教育过程

中,学生需要参加各种研讨会、小组讨论和实践课程

等活动,以提高其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同时,学生

还需要独立完成研究项目,以提高其独立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5]。除上课时间外,两国 MNS研究生还

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结合。学生需要完成一定的实践

课程,以提高其临床护理技能和实践能力。同时,学
校还会与当地的医疗机构合作,提供实践机会,让学

生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临床环境,掌握最新的护理技术

和知识。
1.4 课程设置 与学术型硕士学位相比,MNS更注

重专业护理知识、临床实践技能等方面的培养。墨尔

本大 学 MNS 是 由 澳 大 利 亚 护 士 及 助 产 士 协 会

(Nursing
 

Midwifery
 

Board
 

of
 

Australia,NMBA)批
准并认证。该学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旨在培养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需要

在2年的学习中获得200学分,并完成临床实践[15]。
专业课程涵盖了护理学的基础知识和临床实践技能,
例如护理科学、护理评估与照护、临床需求与护理研

究、护理实践等。实践课程则包括护理实践和临床实

习等内容[15]。临床实践前,学生将在实验室课堂上

进行小组模拟工作,4~8周强化教学课程之后,到学

校合作医院进行6~8个月的临床实习。在墨尔本大

学 MNS学习期间,学生还可以在墨尔本社区健康中

心担任护理助理,从而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通过

临床实践培养循证护理所需的技能,如临床领导力、
临床决策和研究等能力,让学生通过锻炼,有能力成

为未来的护理领导者。此外,澳大利亚 MNS教育的

课程设置还注重专业知识和跨学科知识的结合,学生

需要学习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如医学、社会学、心理

学、经济学等,以提高其全面的专业知识和跨学科综

合能力[2]。例如,昆士兰科技大学 MNS课程中的健

康管理要求学生向当地医院提供是否引进达芬奇手

臂机器人的报告。这要求学生在比较传统手术和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术后效果、成本以及财务影响等方

面进行综合评估和建议,运用相关数据和当地保险报

销政策信息进行分析。
我国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护理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试行)》中给出了课程设置

的相关规定,包括教育部规定的相关公共课,如政治

理论、外语等,专业基础课(高级健康评估、药物治疗

学、病理生理学、循证护理、医学统计学或临床流行病

学),护理专业课(高级护理实践能力培养)及学术活

动(参加学校和医院组织的学术讲座、国家级继续教

育培训班学习、会议交流等)[14]。与澳大利亚相比,
我国大多数高校未设立 MNS专业方向课程,部分高

校的课程设置与学术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没有显

著性差异,且 MNS公共必修课所占比例较高,护理

专业核心课程各高校尚未达成共识,交叉学科课程的

设置也相对不足[16]。一项研究显示,医疗机构对护

理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需求前5位依次是护理科研

方法、循证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以及心理护理理

论与实践;在其所重视的能力方面,前5项分别为科

研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护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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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合作能力[17]。由此可见,目前我国 MNS课程设

置与培养目标以及临床护理实践的需求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脱节。
1.5 临床实践与评估 澳大利亚护理学 MNS教育

注重临床实践,以便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获得更多的经

验。例如,在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MNS教学项目

中,学生需要完成至少800
 

h的临床实践[18],以便将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提高其应对护理实践挑

战的能力。另外,NMBA为护理实践评估制定的全

国统一的实践标准,即使用澳大利亚注册护士护理实

践评估工具(The
 

Australian
 

Nursing
 

Standards
 

As-
sessment,ANSAT)来评估护理学学生的临床实践情

况[19]。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

护理学院合作翻译的中文版ANSAT评价表,包括专

业性实践、评判性思维和分析、提供和协调护理、合作

性和治疗性护理4个维度共18项条目,各个维度与

澳大利亚注册护士评估标准相一致[20]。ANSAT作

为一个标准化的临床评估工具可全面系统地收集和

评价相关证据,并可随时间的变化进行精简和修改。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已经越来越重视 MNS的临

床实践能力。然而,各高校对于 MNS的临床实践教

学方案及考核尚无统一标准,这导致 MNS临床实践

模式对比本科实习模式没有体现出较大差异性[21-22]。
并且,国内各个院校对护理硕士研究生临床实践时间

要求存在差异。根据《护理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3年制 MNS研究生临床实践训练时间为18~30个

月;2年制 MNS研究生临床实践训练时间不少于12
个月;护理管理方向 MNS研究生临床科室轮转时间

不少于12个月[23]。江苏大学规定 MNS研究生临床

护理技能实践能力训练为23个月,护理学教学能力

训练3个月,共26个月[24]。山东大学 MNS研究生

临床实践安排在第2~5学期,轮转时间为24个月,
一般轮转科室不少于4个,每个科室时间不少于3个

月[25]。国内学者指出,临床实践不仅是专科护士培

养的重要环节,而且是 MNS需侧重培养的环节[26],
并且目前我国在 MNS培养过程中,尚未建立统一的

实践环节的核心能力培养模式[27]。因此,为了成为

一名合格的 MNS,学生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临床实

践能力,还需要具备较好的综合素质。目前,我国尚

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护生胜任力或临床能力的评估工

具,各医院对于实习护生临床能力的评价指标与形式

不统一。因此,难以形成标准化的实习报告,也不利

于各医院、各学校招聘护理人员时对于其临床能力和

岗位胜任力的横向比较。
1.6 毕业要求 澳大利亚 MNS教育的毕业要求是

学生需要完成一定的学分(其中包括专业课程、选修

课程及实践课程)和研究项目,并通过专业考试和实

践评估,具体要求根据不同的学校和专业略有不

同[4]。此外,学生还需要通过专业考试和实践评估,
以证明其掌握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我国 MNS教育的毕业要求是完成课程考核(修
满学分),临床能力考核(主要考核是否具备规范的临

床护理操作能力和独立处理本专业护理问题的能力)
及撰写学位论文(针对临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调

研或循证方式设计解决方案,提出对策)[2]。当 MNS
课程修满并取得规定学分、临床实践考核合格、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时,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可以被授予 MNS。

2 澳大利亚 MNS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深入推进,对高水

平护理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提高护理专业

人才的培养质量已成为护理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
针对我国国情,澳大利亚 MNS教育为我国护理专硕

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2.1 完善 MNS教育培养体系 

为了提高专业型护理人才的综合实践能力,我国

可以通过区分专业型和学术型护理研究生教育以及

制定统一护理实践评估标准来完善 MNS教育培养

体系的建设。
2.1.1 区分专业型和学术型护理研究生教育 护理

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

研究能力,因此他们通常选择继续深造,例如攻读护

理学或公共卫生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针对我国

情况,应区分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以更好地满足护理专业人才的需

求。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

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科学研究素养,为其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提供支持。而 MNS的培养则应着重于提高学

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便学生在临床岗位上更好地胜

任护理工作。
2.1.2 制定统一护理实践评估标准 为了进一步完

善我国 MNS教育培养体系,还需要制定统一的护理

实践评估标准,确保不同高校对 MNS的实践能力评

估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可以参考澳大利亚 AN-
SAT标准,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评估的

内容和指标,确保覆盖专业型护理人才所需具备的核

心实践能力,包括临床操作技能、团队协作能力、护理

管理能力等;其次,应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和工

具,例如模拟实验、临床案例分析、实际护理操作考核

等,以客观评价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同时,需要确保

评估过程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采取多元评价手段,综
合考虑学生的实际表现和发展潜力;最后,评估结果

应用于教学改革和培养计划的调整,为学生提供有针

对性的指导和支持,促进其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
2.2 增设老年护理课程及中医护理特色课程 澳大

利亚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侧重护理与助产,这与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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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出生率持续增高相关[28]。而我国已逐渐进入

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护理的需求越来越大,应结合

我国实际国情,发展特色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因

此,我国 MNS教育可以加强老年护理课程的设置和

教育,培养具备老年护理技能和经验的专业人员,以
便更好地服务老年人群体[29-30]。其次,中国传统医学

与西方医学相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培养更高

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才,中医护理也显得

尤为重要[1]。在我国 MNS教育中,可以增设中医护

理特色课程,强化护理专业人员对中医理论的了解和

应用,以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
2.3 探索发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互联网+护理

服务”是护理行业的一个新趋势,可以实现在线医疗

咨询、在线护理指导等服务。应探索并积极发展这一

领域,为更多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同时也为

护理人员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1]。
2.4 培养批判性思维及领导能力 批判性思维的培

养贯穿了澳大利亚护理教育全过程,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客观看待问题、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4]。
同时,澳大利亚 MNS课程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

德和领导力,通过开设创新课程和领导力课程,以便

让学生成为具备高度职业道德、具有领导才能和管理

能力的专业护士。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护理

服务的日益细分,护理人员需要具备更多的创新和领

导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医疗环境,这也是

我国护理学教育需要加强的方面。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借鉴澳大利亚先进办学经验

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应构建适应时代需要

的、具有专业特色的 MNS研究生培养模式。我国

MNS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教育体系已经在不断地完

善和提高,为了适应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对高层次

护理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应注重实践教学,增设中

医护理特色课程及老年护理课程,为健康中国建设提

供人才支持。此外,加强国际间的护理教育交流与合

作,不断提升我国护理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端人才,进而为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作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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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生三维品格优势现状调查

骆婉容1,2,陈秋云1,2,鲁才红1,胡梦云1,熊沙沙1

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研究生的三维品格优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采取针对性培训策略提高其品格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方便抽

样法,抽取270名护理研究生为对象,采用三维品格优势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研究生品格优势得分为(3.58
 

±0.47)分,亲和

力维度得分为(4.15±0.50)分,求知欲维度为(3.27±0.62)分,自控力维度为(3.33±0.64)分,显著高于一般护士群体(均P<
0.05)。学历、工作经历和性别是护理研究生三维品格优势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护理研究生的三维品格优势总体处

于较高水平,但求知欲和自控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管理者应重视护理研究生三维品格优势的培养。
关键词:护理研究生; 亲和力; 求知欲; 自控力; 品格优势; 影响因素; 积极心理学; 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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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
 

strengths
 

of
 

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king
 

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character.Methods
 

A
 

total
 

of
 

270
 

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surveyed
 

by
 

us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Character
 

Strengths.Results
 

The
 

character
 

strengths
 

score
 

of
 

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was
 

(3.58±0.47)
 

points,
 

affinity
 

was
 

(4.15±
0.50),

 

curiosity
 

was
 

(3.27±0.62),
 

and
 

self-control
 

was
 

(3.33±0.64),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general
 

nursing
 

group
 

(all
 

P<0.05).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
 

and
 

gender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
ter

 

strengths
 

of
 

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all
 

P<0.05).Conclusion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
 

strengths
 

of
 

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is
 

generally
 

at
 

a
 

high
 

level,
 

but
 

the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self-control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
 

advantages
 

of
 

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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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心理学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

题,品格优势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它可以帮

助个体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增强生存的价值感与使命

感,因此也受到世界各国相关学者的关注[1]。品格优

势是通过认知、情感、动机、意志和行动表现出来的积

极品质,这些品质在道德上受到重视,有利于自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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