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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中实施劳动教育的效果。方法
 

将2021级及2022级高职护理班学生分别作为对照组(50
人)和观察组(48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实施基于课程劳动教育理念的教学方案,融知识、技能、素养于一体,期
末比较两组学生的实训考核成绩、劳动素养及对教学的评价。结果

 

观察组期末实训考核和实训总评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劳动

素养各维度中除劳动价值观维度外,其他各维度及总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5),教学效果自评问卷中实训操作自主性、
规范性、同理能力和沟通能力项目均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中劳动教育方案的实施,有利于提高

技能水平,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培养学生的同理能力、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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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Basic
 

Nursing.Methods
 

A
 

total
 

of
 

50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2021
 

were
 

treated
 

as
 

a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counterparts
 

(n=48)
 

enrolled
 

in
 

2022
 

were
 

regarded
 

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In
 

skills
 

teaching
 

of
 

Basic
 

Nursing,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onal
 

teaching
 

me-
thod,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e
 

teaching
 

pla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abor
 

education,
 

integrating
 

knowledge,
 

skills
 

and
 

literacy.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skills
 

training
 

test
 

results,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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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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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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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In
 

the
 

final
 

skills
 

training
 

and
 

the
 

overall
 

evaluation
 

result
 

of
 

skills
 

training,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cept
 

for
 

the
 

dimension
 

of
 

labor
 

values,
 

the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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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dimens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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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score
 

of
 

labor
 

literac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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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kills
 

training
 

in
 

the
 

items
 

of
 

autonomy,
 

normativity,
 

empa-
thy

 

a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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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指出:“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

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

内容”;在教育评价方面,提出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体系[1]。有教育家提出,一个人应当在智

育、德育、美育和体育素养上,而且在劳动素养、劳动

创造素养上达到较高阶段时,才能做到和谐全面发

展、富有教养、精神丰富、道德纯洁[2]。“以劳树德、以
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的劳动价值

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的重要特征[3]。职

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课堂教学、实训实习、社会实践等

各方面具有实施劳动教育的优势。目前高职教育存在

忽视劳动观养成教育、学生劳动观念淡薄、学生不尊重

劳动等问题[4]。当下国内学者对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劳动价值观[5]、劳动精神[6]、实践

路径[6]、育人体系[7]及评价体系构建[8]等的探究上,缺
乏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中的实证研究。基础护理

学是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应可融

入劳动教育实践。本研究尝试将劳动教育融入基础护

理学实训教学中,效果满意,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便利抽样,将我校高考招录的护理专业

2021级一个班50名高职学生及2022级一个班的48
名高职学生分别作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学制3年,年
龄17~19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生源地(人)
城镇 农村

独生子女

(人)
对照组 50 7 43 18.38±0.53 17 33 18
观察组 48 8 40 18.19±0.53 12 36 19
χ2/t    0.134 1.793    0.952 0.134
P    0.714 0.076    0.329 0.715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均在第一学年开设本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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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该课程分为两个学期授课,总学时132学时,理论

与实训学时约为1∶1。采用国家卫健委十三五规划

教材《基础护理学》作为教学用书,两组授课教师相

同,均运用超星学习平台辅助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

教学方法,课前学生自行预习操作相关的理论知识;
实训课上采用小组教学法,每个班分为12个小组,每
组4~5名学生,以便分组练习和老师进行指导。实

施双人带教,每位老师指导6个小组,先由带教老师

集中讲解和示教操作要点,然后学生分组练习,小组

内互相督促,带教老师进行针对性指导,并抽取小组

学生进行练习展示,最后总结优点与不足。观察组实

施基于提升劳动素养的教学方案,带教老师精心选取

8个操作项目开展课程劳动育人模式的教学实践,通
过教学过程中的3个环节,形成了以校内课堂为主

体,家庭、社区和医院融合的“1+3”劳动教育模式(其
他与对照组一样)。8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

见表2。

表2 基于提升劳动素养的教学方案及实施方法

操作项目 教学方案 教学方式 评价方法

铺床法 课前:学生自行预习,到实训室库房自主选择用物

课中:教师讲解3种床单元的用物准备、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规范

示教铺床法;学生分小组练习

课后劳动拓展:①实训室管理老师使用微信平台开放预约,学生每

周练习至少2次,并在实训报告中记录心得体会;②周末回家勤做

家务,上传劳动场景照片或视频至班级群;③宿舍内务整理到位,按
照铺床方法进行练习,每日进行钉钉打卡;④临床见习,收集临床护

理工作中整理床单位的新方法,并书写反思日记

讲授、示范、实训、家庭和

学校 日 常 练 习、临 床 见

习,将吃苦耐劳、辛勤劳

动的劳动价值观融入教

学

操作考核成绩×0.5+课

中练习效果×0.1+家务

劳动打卡×0.1+内务整

理打卡×0.1+预约练习

的累积时长×0.1+反思

日记完成质量×0.1

无菌 技 术 和 隔

离技术

课前:学生自行预习,到实训室库房自主选择用物

课中:教师规范示教操作,讲解注意事项,学生练习,并选取小组代

表进行操作展示,结合扣分点,对学生操作表现进行评价,同时引导

学生互评并记录优缺点

课后劳动拓展:①实训室管理老师使用微信平台开放预约,学生每

周练习至少2次,并在实训报告中记录心得体会;②走进社区,参与

志愿服务,上传劳动场景照片或视频至班级群;③临床见习,观察外

科换药操作,并书写反思日记

讲授、示范、实训、社区志

愿者服务、临床见习,将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严谨规范、诚实

劳动的品质融入教学

操作考核成绩×0.5+课

中练习效果×0.1+预约

练习的累积时长×0.1+
志愿服务打卡×0.2+反

思日记完成质量×0.1

口腔 护 理 和 卧

床患 者 更 换 床

单法

课前:学生自行预习,到实训室库房自主选择用物

课中:将清洁护理模块与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的清洁照护

模块进行有机融合,结合临床案例设定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重构

为口腔护理、皮肤护理、压力性损伤预防和卧床患者更换床单法4
个部分。学生分小组进行角色扮演,演练操作,其他同学依据操作

评价表进行点评,然后由教师结合标准化病人(SP)进行规范示教,
强化照护技能

课后劳动拓展:①实训室管理老师使用微信平台开放预约,学生每

周练习至少2次,并在实训报告中记录心得体会;②为家中老人进

行清洁护理,上传劳动场景照片或视频至班级群;③临床见习,观察

护士如何为患者进行健康照护指导,并书写反思日记

案例教学法、SP示范、实
训、家庭服务、临床见习,
培养学生尊重患者、崇尚

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

操作考核成绩×0.5+课

中练习效果×0.1+预约

练习的累积时长×0.1+
服 务 家 中 老 人 劳 动 打

卡×0.2+反思日记完成

质量×0.1

生命体征的测量 课前:学生自行预习,到实训室库房自主选择用物

课中:设定情境进行生命体征的测量,由一组学生分别扮演护士、患
者、家属,演练操作流程,其他同学依据操作评价表进行点评,然后

由教师进行规范示教

课后劳动拓展:①实训室管理老师使用微信平台开放预约,学生每

周练习至少2次,并在实训报告中记录心得体会;②为家人进行血

压测量,上传劳动场景照片或视频至班级群;③社区服务,为居民测

量血压,上传劳动场景照片或视频至班级群;④临床见习,尝试解决

“对臂围较大的患者如何测血压”这一问题,并书写反思日记

情境教学法、示范、角色

扮演、实训、家庭和社区

服务、临床见习,强调操

作准确、动作轻稳,培育

学生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及勤勤恳恳的劳动精

神

操作考核成绩×0.5+课

中练习效果×0.1+预约

练习的累积时长×0.1+
服 务 家 人 劳 动 打 卡 ×
0.1+志 愿 服 务 打 卡 ×
0.1+反 思 日 记 完 成 质

量×0.1

导尿术和灌肠术 课前:学生自行预习,到实训室库房自主选择用物

课中:老师应用模型规范示教导尿术和灌肠术,学生分小组进行操

作演练,老师巡回指导

课后劳动拓展:①实训室管理老师使用微信平台开放预约,学生每

周练习至少2次,并在实训报告中记录心得体会;②选择部分健康

教育知识,如便秘的原因及护理,宣讲给家人,上传劳动场景照片或

视频至班级群;③临床见习,收集临床留置导尿术中尿管固定方法

的资料,并书写反思日记

案例教学、示范、实训、家
庭服务、临床见习,引导

学生 树 立 不 怕 脏、不 怕

累,“劳动最光荣”的劳动

价值观

操作考核成绩×0.5+课

中练习效果×0.1+预约

练习的累积时长×0.1+
服 务 家 人 劳 动 打 卡 ×
0.2+反 思 日 记 完 成 质

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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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评价方法 ①实训技能考核成绩。具体项目

有铺床法、生命体征的测量、无菌技术等。实训技能

考核包括平时单项操作考核和期末操作抽考,平时授

课过程中每项操作学完后随即组织学生进行考核,每
项满分100分,取历次单项操作成绩的平均分;期末

随机抽考1项操作,考核内容包括评估、准备、操作过

程及质量、终末处理,同样以百分制形式进行评分。
实训成绩总评=平时操作考核成绩×50%+期末操

作抽考×50%。②大学生劳动素养。课程学习前后

采用王正青等[9]编制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测评量表进

行评价。该量表包含劳动价值观(6个条目)、劳动知

识(9个条目)、劳动技能(11个条目)和创新劳动(5
个条目)4个维度共31个条目,采取5级评分,从“非
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依次赋5~1分,逆向测试题

反向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其劳动素养水平越高。本研

究测得量表总的Cronbach's
 

α为0.970。本研究发

放回收问卷均为98份,有效回收率100%。③学生评

价教学效果。查阅文献,自制问卷,内容包括提高实

训操作自主性、实训操作规范性、同理能力、小组合作

能力、沟通能力、反思能力6个方面,采用4级评分,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1~4分,“符
合”和“非常符合”为肯定评价,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

结束后发放给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

验;计数资料以人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实训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实训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单项实训

成绩

期末实训

成绩

实训成绩

总评

对照组 50 92.92±1.59 91.84±3.15 92.44±1.74
观察组 48 93.27±1.47 94.54±2.18 93.94±1.55
t -1.134 -4.914 -4.493
P 0.260 <0.001 <0.001

2.2 两组劳动素养评分比较 见表4。
2.3 两组评价教学效果的肯定率比较 见表5。

表4 两组劳动素养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劳动价值观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劳动知识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劳动技能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对照组 50 4.26±0.60 4.88±0.33 -6.576 <0.001 3.88±0.56 4.78±0.42 -9.391 <0.001 3.96±0.70 4.82±0.39 -7.769 <0.001
观察组 48 4.18±0.67 4.96±0.20 -8.090 <0.001 3.85±0.77 4.94±0.24 -9.144 <0.001 3.96±0.74 4.96±0.20 -9.315 <0.001

t 0.563 -1.429 0.189 -2.286 0.011 -2.226
P 0.574 0.157 0.850 0.025 0.991 0.029

组别 人数
创新劳动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劳动素养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对照组 50 3.88±0.69 4.72±0.45 -6.861 <0.001 3.94±0.62 4.76±0.43 -8.394 <0.001
观察组 48 3.73±0.79 4.96±0.20 -10.575 <0.001 3.92±0.71 4.96±0.20 -10.117 <0.001

t 1.007 -3.383 0.174 -2.933
P 0.317 0.001 0.863 0.005

表5 两组评价教学效果的肯定率比较 人(%)

组别 人数 实训操作自主性 实训操作规范性 同理能力 小组合作能力 沟通能力 反思能力

对照组 50 40(80.0) 37(74.0) 29(58.0) 37(74.0) 34(68.0) 30(60.0)
观察组 48 45(93.8) 43(89.6) 37(77.1) 38(79.2) 41(85.4) 36(75.0)
χ2 4.024 3.966 4.056 0.364 4.136 2.506
P 0.045 0.046 0.044 0.546 0.042 0.113

3 讨论

3.1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劳动教育方案有利于提

高实训教学效果 基础护理学的实训项目以培养学

生忍耐力、吃苦精神和熟能生巧为目的,可以落实“职
业院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开展劳动教育的

要求[10]。该课程实训项目中机械重复型的较多,如
铺床法、无菌技术、生命体征的测量等,均需要学生反

复练习才能掌握。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期末实训

考核成绩和实训总评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P<0.05),表明基于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

的劳动教育方案有利于培养过硬的专业技能,提高了

劳动质量与效率,提升了学生的操作技能水平和实训

教学效果。本研究的教学方案中,观察组构建的以校

内课堂为主体,家庭、社区和医院融合的“1+3”劳动

教育模式,开发了课程劳动资源,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保证了每名学生都有必要的劳动实践经历,能够在实

践中增强学生的劳动体验,有效提升劳动技能;促成

学生用已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家人的健康需求,促进

了学生与亲人的情感交流,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的认

同,促成了学生不断提升技能[10]。但是,本研究结果

显示,两组在单项实训平均分上无统计学差异(P>
0.05),这可能由于各个单项实训考核是安排在实训

学完后立即进行的,学生对实训内容的记忆较为深

刻,所以实训考核的成绩无明显差异。另外,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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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一个班级的学生中实施,在样本量方面存在一定

的局限。而期末实训考核的时间则在学期末,观察组

学生在平时的校内外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巩固技能,因
此两组的实训技能在长期的发展上出现了显著差异

(P<0.05)。
3.2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劳动教育方案有利于提

升学生的劳动素养 劳动素养是经过生活与教育活

动形成的与劳动有关的人的素养,包括劳动价值观

(态度)、劳动知识与能力等[11]。现有研究中劳动素

养的构成要素主要 包 含 劳 动 价 值 观[12-13]、劳 动 知

识[12,14]、劳动技能[11-14]、创新劳动[14]维度,是实践活

动中所展现的良好品质的集合。本研究观察组中将

护理技能学习与岗位生产劳动相结合,将劳动教育渗

透于教学活动的各个层面,将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培

育学生的劳动素养有机结合,收效较好。本研究结果

显示,课程学习前大学生劳动素养4个维度中劳动价

值观维度平均得分最高,而劳动知识和创新劳动维度

平均得分较低,表明大部分学生具备正确的劳动价值

观与一定的劳动能力。而课程结束时,观察组学生劳

动素养较对照组增效明显,且实施课程劳动教育前后

两组学生除了劳动价值观维度,其他维度和劳动素养

有显著改变(均 P<0.05)。这与党刘栓[15]、钟苗

等[16]的研究中提到的“高校要培养具有良好劳动的

素养的高素质劳动者离不开学校、社会、家庭和学生

自身多个层面的努力,大学生劳动素养培育可构建社

会-学校-家庭与个体联动发展的劳动素养培育模式,
补齐劳动素养维度短板”相一致。与此同时,通过学

校、家庭、社会联动的劳动教育方式也帮助学生在其

中发现自我,丰富对人生的理解,获得积极的劳动体

验和人生感悟,促进了五育融合。本研究对观察组的

教学基于本校教学实际、章节内容特点及学生循序渐

进的学习习惯,课前布置学习任务,辅以在线检测了

解学生的自学情况;课中教学实施过程中重视学生知

识、技能培养的同时,注重劳动价值观的塑造。将课

堂教学、答疑、小组展示、健康宣教展示等多形式相结

合;课后应用学校、家庭、社区、医院的多维实践教学

路径布置类型多样的作业,渗透职业精神,如在实训

室进行操作练习,为家人进行健康知识宣讲、完成基

本的诊疗及生活照护,将所学知识与技能服务社区居

民,到医院观摩临床护理、书写见习反思日志等。通

过一系列的方法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合作能力、沟
通能力及亲情意识,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及

乐于实践的劳动精神,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从而提

高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效果。但在劳动价值观维度,
两组在教学后未出现明显差异,分析原因,价值观的

塑造是一个长期不断累积的过程,本研究的开展时间

和选择的内容有限,后期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劳动教育

的内容。本研究还尝试了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将之作为学生基础护理学课程平时成绩的

重要参考,这对培育学生的劳动素养起到了引导和督

促作用。本研究设计的劳动教育实施方案和教育效

果评价方法,可以动态反映大学生劳动素养。虽然使

用的评价量表涉及了劳动价值观、劳动知识、劳动能

力、创新劳动4个维度,但仍可能描述得不够全面。
今后可考虑混合式教学背景下学生劳动的形式,并开

展相应的实证研究[17]。
3.3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劳动教育方案优化了课

程教学效果评价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对教学效

果的肯定率除了小组合作能力和反思能力,其他方面

如实训操作规范性、实训操作自主性、同理能力和沟

通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表明基础

护理学实训教学的劳动教育方案优化了课程教学效

果评价。本研究中学生通过课中、课后的反复练习,
不断规范操作,夯实操作技能;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

也增强了学生操作的自主性和沟通能力。在实训过

程中,小组合作、情景模拟的体验式学习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习内容的掌握、实操技能

的提升和合作意识的培养。同理心可以帮助学生换

位思考问题,在操作时会照顾患者的感受,主动与其

沟通,有益于营造和谐的护患关系。有研究表明,较
好的同理心也可有效提升沟通能力,起到双向互补的

作用[18]。而本研究中反思能力和小组合作能力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可能与劳动教育范

围广度不够,校企合作深度不够相关,需要进一步拓

展课程劳动教育的范围和内容。

4 结论
本研究将劳动教育理念运用到基础护理学的实

训教学中,利用学校、家庭、社区和医院融合的“1+3”
劳动教育模式,提高了实训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的

劳动素养,提升了实训操作的规范性和自主性,而且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护患沟通能力、同理能力,为更

快适应临床实践作好准备。本研究开展的是针对高

职院校学生的劳动教育实践,其实践内容与方法也同

样适用于本科院校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中进行目

标制定,课后实施劳动教育,由老师进行有效的监督

管理与评价,使用学分册累计时长、钉钉打卡等方式

保证劳动教育的时间和质量。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

劳动教育的内容、范围和深度仍不够,今后还需继续

完善教学资源和教学环节,探索更好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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