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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视觉艺术训练在护理专业教学中应用的研究进行范围审查,为护理教育者开展视觉艺术教学和研究提供参考。方

法
 

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Mbase、CINAHL、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2月31日。筛选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对纳入的所有文献进行分析讨论。结果
 

共纳入23篇文

献。结果显示通过视觉艺术训练能够提高护生观察能力、沟通技巧、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增强批判性思维等能力,研究报告中的主

要局限性包括视觉艺术训练暂未形成系统的评价标准,评价量表尚需改良,教学成果检验仍需加强。结论
 

视觉艺术训练在护理

教育中显示出积极的应用效果和可行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规范评价标准及落实教学成果,设计本土化的视觉艺术训练方案,以
促进视觉艺术训练在护理专业教学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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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art
 

training
 

in
 

nursing
 

teaching,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nursing
 

educators
 

to
 

apply
 

this
 

method
 

in
 

teaching
 

or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Methods
 

Such
 

databases
 

as
 

PubMed,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INAHL,
 

CNKI,
 

Wanfang
 

Data,
 

VIP,
 

and
 

CBM
 

were
 

searched
 

for
 

rele-
vant

 

publications
 

publish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December
 

31,
 

2022.The
 

literature
 

that
 

met
 

the
 

inclusion
 

cri-
teria

 

was
 

selected,
 

and
 

all
 

included
 

literature
 

was
 

analyzed
 

and
 

discussed.Results
 

A
 

total
 

of
 

23
 

publications
 

were
 

included.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visual
 

art
 

training
 

could
 

improve
 

nursing
 

students'
 

observation
 

ability,
 

communication
 

skills,
 

teamwork
 

abi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The
 

main
 

limitations
 

of
 

the
 

studies
 

included
 

that
 

visual
 

art
 

training
 

had
 

not
 

yet
 

formed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standard,
 

the
 

evaluation
 

instruments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teaching
 

results
 

needed
 

to
 

be
 

further
 

tested.Conclusion
 

Visual
 

art
 

training
 

has
 

shown
 

positive
 

outcomes
 

and
 

feasibility
 

in
 

nursing
 

education.In
 

futur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roll
 

out
 

teaching
 

methods
 

that
 

bear
 

fruits,
 

design
 

localized
 

visual
 

art
 

training
 

program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art
 

training
 

in
 

nurs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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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艺术训练是指有目的地让学生通过对艺术作

品鉴赏及观察,学会结合作品背景及内容特征描述作

品细节,合理推断作品内涵并表述出来,以此锻炼学生

观察和沟通等技能的方法[1]。该方法以视觉思维策略

为主要理论基础,由认知心理学家 Housen[1]和艺术教

育家Yenawine[2]共同开发。目前视觉艺术训练在护理

教学中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表明其对提高观察能力、
沟通技巧,促进团队协作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有良好

效果[3]。但视觉艺术训练教学方法、评价教学效果方

式等有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规范。因此,本文采用

Arksey等[4]提出的范围综述报告框架系统梳理视觉艺

术训练在护理专业教学的相关文献,总结视觉艺术训

练在护理教学中的实施方法、应用效果和局限性,为护

理教育者开展视觉艺术教学和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明确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问题为探索视觉艺

术训练在护理专业教学中的效果及可行性;视觉艺术

训练的局限性及改进策略。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

为各层次的护理专业人员(包括在校护生以及临床护

理人员);②应用鉴赏及观察艺术品的视觉艺术训练

进行培训和考核,旨在锻炼相关技能提升的研究;③
研究设计为随机对照试验、类实验研究、质性研究、混
合性研究等原始研究。排除标准:①重复报道或无法

获取全文;②非中英文文献。
1.3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Mbase、CINAHL、中国

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12月31日。中文

数据以中国知网为例,检索式:SU=(视觉艺术训

练+视觉艺术培训+视觉艺术对话+视觉艺术教

育+视觉思维策略+视觉智能教育+视觉素养培

训+感官艺术训练+艺术教育+艺术鉴赏教育)*
(护理+护生+护士+护理人员+护理实习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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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护理研究生)。英文数据库以PubMed为 例,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进行检索,见样表1。
样表1 以PubMed为例检索式

#1 (art[MeSH
 

Terms])
 

OR
 

("visual
 

art*"[Title/Abstract]
 

OR
 

"visual
 

art
 

training"[Title/Abstract]
 

OR
 

"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Title/Abstract]
 

OR
 

"

visual
 

intelligence"[Title/Abstract]
 

OR
 

"creative
 

art*"[Title/Abstract]
 

OR
 

"art
 

gallery"[Title/Abstract]
 

OR
 

"visual
 

literacy"[Title/Abstract]
 

OR
 

"art
 

image*"[Title/Abstract])

#2 (Nurs*[MeSH
 

Terms])
 

OR
 

("nursing
 

intern*"[Title/Abstract]
 

OR
 

"pupil
 

nurse"[Title/Abstract]
 

OR
 

"nursing
 

student*"[Title/Abstract]
 

OR
 

"nur-

sing
 

staff"[Title/Abstract]
 

OR
 

"nursing
 

undergraduate*"[Title/Abstract]
 

OR
 

"nursing
 

education"[Title/Abstract])

#3 #1
 

AND#2

1.4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严格按照

检索策略独立筛选文献,如遇分歧,咨询第3方共同

确立。通过EndNoteX9去重之后,再阅读标题和摘

要,排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阅读全文,以确定纳入

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对纳入文献进行信息提取,提取

内容包括:作者、年份、国家、研究类型、实施者、研究

对象及样本量、研究主题、干预地点、干预时间、结局

指标等。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结果 共检索到文献8

 

917篇,去重

后剩余3
 

629篇。经阅读文题及摘要初筛排除3
 

568
篇,剩余61篇。阅读全文后,排除重复发表2篇,无
法获取全文或信息不完整9篇,与研究主题不符27
篇,最终纳入文献23篇[5-27],其中中文3篇[20,22,27],英
文20篇[5-19,21,23-26]。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见表1。

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作者 发表年份 国家 研究类型 实施者 研究对象 样本量 研究主题 干预地点 干预时间 结局指标

Wikström[5] 2000 瑞典 质性研究 护理教师

博物 馆 艺 术 史

学家

护理本科生 206 探讨视觉艺术训练在

护理教育中的应用效

果

美术博物馆 I(+)

K(+)

C(+)

Wikström[6] 2000 瑞典 质性研究 护理教师 护理本科生 366 探讨通过视觉艺术如

何感受衰老

教室 45
 

min/次,共

1次

C(+)

G(+)

Wikström[7] 2003 瑞典 随机对照

试验

护理教师 护理本科生 144 探讨视觉艺术是否能刺

激实习护士的同理心

教室 1
 

h/次,共1次 G(+)

Pellico等[8] 2009 美国 类实验研究 护理教师 护理硕士生 66 评估艺术博物馆体验对

护生观察技能的影响

美术博物馆 90
 

min/次,共

1次

C(+)

Klugman等[9] 2011 美国 类实验研究 博物馆教育者 护理本科生 32 评估视觉艺术训练是

否能提高学生观察技

能、增加对歧义的容忍

度以及学习兴趣

美术博物馆 90
 

min/次,共

3次

C(+)

G(+)

L(+)

Chan[10] 2013 中国 质性研究 护理教师 护理本科生 探讨以连环画作为教

学方法是否能够增强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

教室 J(+)

G(+)

E(+)

Grossman等[11] 2014 美国 类实验研究 护理教师 专 业 型 护 理

硕士和博士

19 探讨视觉艺术训练在护

理教育中的应用效果

美术博物馆 90
 

min/次,共

2次

C(+)

I(+)

Moorman[12] 2015 美国 质性研究 训练有素的主

持人

护理本科生 8 探讨视觉艺术训练课

程的教学效果以及如

何转化到临床护理中

美术博物馆 1
 

h/次,共2次 M(+)

E(+)

Honan等[13] 2016 美国 类实验研究 博物馆专家和

护理教育者

护理学生 23 探讨艺术应用于教学

对护理学生观察技能

的影响

美术博物馆 3
 

h/次,共1次 C(+)

B(+)

F(+)

Rice等[14] 2017 美国 质性研究 护理讲师 护理本科生 32 探讨本科护生对使用

艺术训练促进护患关

系的看法

教室 1
 

h/次,共1次 A(+)

I(+)

Hensel等[15] 2017 美国 质性研究 训练有素的护

士教育者

专 业 型 护 理

博士研究生

14 探讨护理博士生如何

将视觉艺术训练运用

于临床实践的看法

教室 K(+)

E(+)

I(+)

Moorman等[16] 2017 美国 质性研究 训练有素的护

士教育者

护理本科生 55 探讨如何在护理患者

和护理实践中使用视

觉艺术训练中学到的

技能

教室 1
 

h/次,共1次 A(+)

B(+)

C(+)

D(+)

E(+)
Slota等[17] 2018 美国 类实验研究 博物馆教育家

和大学教师专

家

专 业 型 护 理

博士生

10 探讨视觉艺术对护理

实践中沟通和协作能

力的影响

美术博物馆 A(+)

C(+)

B(+)

G(+)

Nease等[18] 2018 美国 随机对照

试验

临床专家 急诊护士 36 探讨视觉艺术对急诊

护理观察、描述和问题

识别能力的影响

教室 2
 

h/次,共1次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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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作者 发表年份 国家 研究类型 实施者 研究对象 样本量 研究主题 干预地点 干预时间 结局指标

Nanavaty[19] 2018 美国 质性研究 护理教师 护理学生 60 评估视觉思维策略对

提高护理评估技能的

有效性

美术博物馆 2
 

h/次,共1次 D(+)

B(+)

C(+)

A(+)

秦小芬等[20] 2018 中国 类实验研究 建 筑 与 艺 术 学

院专 业 教 师 2
名 和6名 艺 术

讲师

护 理 硕 士 研

究生

48 探讨视觉艺术训练提

升护理硕士研究生临

床观察能力的效果

模拟展厅 4 学 时/次,共

次

C(+)

F(+)

Anglin等[21] 2020 美国 质性研究 博物馆教育家 注册护士 51 探讨视觉艺术在护理临

床实践中的应用效果

教室 1
 

h/次,共4次 C(+)

G(+)

钟沁怡等[22] 2020 中国 随机对照

试验

护理专业教师、

视觉艺术专家、

接受 过 视 觉 艺

术训 练 的 研 究

助理 及 画 作 讲

解员

护 理 硕 士 研

究生

106 探讨基于本土写实油

画作品的视觉艺术训

练对护理研究生临床

观察能力、诊断分析能

力的影响

美术博物馆 4 学 时/次,共

次

I(+)

C(+)

J(+)

Lovell等[23] 2021 美国 类实验研究 艺术 教 育 研 究

生和 临 床 护 理

讲师

护理学生 218 探讨视觉艺术训练课

程在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及不同类型学生学

习效果的差别

美术博物馆 90
 

min/次,共

3次

E(+)

F(+)

Guo等[24] 2021 中国 随机对照

试验

博物馆导游、护

理专家(临床教

授,护理教授)

护 理 硕 士 研

究生

106 探讨针对文化制定的

视觉艺术培训的可行

性及对观察和诊断技

能的影响

美术博物馆 4学时/次,共1
次

I(+)

J(+)

C(+)

Choi等[25] 2022 韩国 类实验研究 护理 博 士 学 位

的讲师、注册护

士

护理本科生 60 评估将视觉艺术训练

纳入本科护理健康评

估课程的可行性,并探

讨学生对VTS的看法

和体验

线上 I(+)

E(+)

A(+)

D(+)

L(+)

Slota等[26] 2022 美国 类实验研究 博物馆教育家

和护理教师

专 业 型 护 理

硕 士 生 和 博

士生

94 探讨护理研究生通过

艺术干预能否增强视

觉素养,感知和交流领

域的技能

美术博物馆 4
 

h/次,共1次 G(+)

C(+)

H(+)

王花萍等[27] 2022 中国 随机对照

试验

1名ICU 护 士

长;1 名 总 带

教;3名专业教

师;2名画作讲

师

ICU新护士 74 探讨视觉艺术训练在

ICU新护士观察能力

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ICU会议室 4学时/次,共1
次

C(+)

L(+)

F(+)

N(+)

J(+)

  注:A,沟通技巧;B,聆听技能;C,观察技能;D,团队协作能力;E,批判性思维;F,护理评估诊断能力;G,同理心;H,语言表达能力;I,作为教学工具的可行性;J,参

与者满意度;K,促进人际关系;L,激发学习兴趣;M,学习安全感;N,人文关怀能力。(+)表示视觉艺术的使用对该项具有促进或提高作用。

2.3 视觉艺术训练的具体内容

2.3.1 训练前准备 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参与者、实
施者、艺术品及场地等各方面限制,选择个性化的教

学方案,保证达到教学效果。①参与者准备:参与形

式通常以4~6人为小组开展[5-7,11,13,19-20,22],不超过

10人为宜。研究表明,适当限制小组人数能够提高

小组成员的参与度以及培训效果[28]。②实施者准

备:要求实施者具有一定的视觉艺术素养,多由训练

有素的视觉艺术专家和护理教师共同设计和指导课

程[13,17,20,22,24]。③艺术品准备:一般由教师依据学生

文化背景[20,24]或为培养某种护理专业技能[6,8,21]而指

定,其种类可多样化,包含雕塑、绘画、肖像等各种艺

术类型[10,19,21],也可直接使用临床图片[8,18,25,27]。④
场地准备:传统实施视觉艺术训练的场地为博物馆或

美术馆[5,8-9,11-13,17,19,23-24,26],这有利于在教学中沉浸式

观察艺术品;或采用模拟展厅的形式[20,22,24]。例如在

学校的教室中合理摆放艺术品,以便参与者能够更好

地观察;此外,目前在教室中使用幻灯片或打印图片

等欣赏形式也逐渐增多[6-7,10,15-16,18,21,25,27],该训练方

式可行性高、经济成本低、训练效果较好,未来有望成

为视觉艺术训练的主要开展形式之一。
2.3.2 训练实施步骤 ①观察艺术品:将指定的艺

术作品随机分配给各个小组[9,11,13,15-16,22,25-26],或是学

生 根 据 自 己 的 兴 趣 自 由 挑 选 艺 术 作 品 进 行 欣

赏[5,23,26]。在观察艺术作品过程中,教师首先简要介

绍艺术品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等信息,学生记录对作品

的初步印象和主观感受。②讨论艺术品:在规范的视

觉艺术训练中,通常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提出3个

及以上旨在促进观察的问题[9,12,15-16,25],例如“这个艺

术作品描绘了什么样的场景?”“你看到了什么让你这

么说?”“你还能找到什么?”学生首先基于上述问题初

步讲述自己所观察到的细节,再结合自身经历表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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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艺术品的理解和感受,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听到其他

学生的见解,从而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增强团队交流

协作能力。③评价引申:待学生回答之后,教师在不

评判对错基础上重复学生的回答,帮助学生建立自己

的推理证据,再指出艺术品中的细节或提出更深层次

的问题。例如“该使用何种方法来改变或保持艺术品

中人物的现状?”“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带领学生更深层次地思考,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并以此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护理教师需要在

适当的时机依据艺术品的特点,巧妙地将视觉艺术训

练的思考方式与护理实践工作相结合。
2.4 训练效果 评价主要以3种方法相结合反映教

学效果:①通过量表[7,9,11,17,22-23,25-27]直接评价参与者

与实施者的满意度以及视觉艺术训练的相关技能,如
观察能力、沟通技巧、批判性思维、同理心、团队合作

能力等;②通过临床图片考核[11,20,22,24,27]、学生书面

报告[5,13,16,18-22]等间接方式,结合学生观察时间,表述

的单词数量及内容质量等反映学生的观察及共情能

力;③通过访谈或(和)观察法[5-6,10,12,14-15]主观评价学

生的感受,反映训练是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自

信心以及评估视觉艺术训练的可行性。
2.5 视觉艺术训练研究的局限性 在纳入文献中,
有18篇报告了研究局限性。主要包括:样本量较小;
未设计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机构单一,限制了研究结

果的普遍性;评价方法主观性强,缺乏高灵敏度的评

估量表,护理基础教学教师参与效果评价,对学生存

在隐藏的评价偏向;未在临床中检验学生训练效果,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学生在护理实践过程中能够使用

视觉艺术训练技能;研究为短期培训,研究结果都在

培训后立即报告,而真正的技能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是否可以通过视觉艺术培训来实现需要额外评

估,缺乏长期随访和反复强化训练。

3 讨论
3.1 视觉艺术训练在护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3.1.1 提高观察、沟通技巧,增强团队协作能力 优

秀的观察技能和有效沟通能力是护理诊断准确性的基

础,是医疗护理团队合作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维持良

好护患关系的前提[21]。Klugman等[9]探究视觉艺术训

练对学生观察能力、歧义容忍度和沟通技巧的影响,结
果表明,训练后学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进行观察,描述

每幅艺术作品的细节更丰富,观察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以小组形式对艺术品进行讨论,有助于增强学生

沟通、聆听和接受不同观点的能力,从而在临床中更好

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以及团队协作。此外,王花萍

等[27]研究表明,通过视觉艺术训练有助于新护士及时

发现患者病情变化,为医疗团队争取关键救治时间。
由此可见,视觉艺术训练也适用于临床医务人员的继

续教育,促进个人综合能力的发展。
3.1.2 培养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护理临床决

策的思维基础,有利于理性地综合考虑服务对象的病

情、心理及社会家庭等各种情况[29]。视觉艺术训练

以开放式教学的形式为学生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学
生在该环境中能够自由表达且不用担心是否犯错,观
察讨论的互动过程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度,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12]。教师通过引导学

生解构、分析艺术品的内涵,学生在分享自我观点的

同时需要理解他人的逻辑推理,以此促进学生发散思

维,辩证地看待不同的观点和现象,提高学生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
3.1.3 促进同理心,提升人文关怀能力 护理人员

拥有较高品质的人文关怀能力尤为重要,有助于做到

以患者为中心,实现以人为本,增进护患关系[30]。视

觉艺术训练是一种叙事教学法[16],其通过个人的经

验和感受去观察艺术品,理解推测作者或是画作人物

的思想,分享学生对于艺术品不同的感悟和情感,有
助于学生更好地与他人共情,形成人文关怀意识。因

此视觉艺术训练能够作为传统教学的补充,促进新护

理模式要求的各项技能发展。
3.2 视觉艺术训练应用的改进策略

3.2.1 完善评价标准 视觉艺术训练尚未形成系统

的评价标准。现主要采用教师访谈和学生书面报告

等评分方法,但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使得研究一致性

存在差异[19]。目前,Slota等[17]采用视觉智能评估量

表和Haidet等[31]根据视觉艺术训练文献开发的4项

问卷,但未进行信效度检验和缺乏多次效果评价试

验。建议今后在改良基础上,结合具体教学目的进一

步细化条目,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提高量表的特异性

和灵敏度。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设计大样本、高质量随

机对照试验来检验教学效果。
3.2.2 落实教学成果转化 大部分研究结果在培训

后立即报告,未在临床检验学生训练后的长期效果,
因此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学生通过视觉艺术训练能够

实现临床技能转化[24]。建议在训练中后期合理加入

临床案例或图片,在未来的研究中加强反复训练,并
进行长期随访,同时,应当进一步考虑将标准化病人

的情景模拟考核纳入评价指标中。
3.2.3 设计本土化视觉艺术训练 视觉艺术训练最

早在国外兴起,且已有了较多的成功教学经验[32]。
西方艺术品往往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和历史背景,直
接参照西方模式不利于中国学生全面、客观地诠释艺

术品。而选择聚焦我国人物塑造,且富有视觉细节、
含义深刻的本土写实油画作品进行教学,更能适应中

国文化背景,有助于学生在理解画作的基础上将注意

力集中在画作观察本身,这在促进观察的同时有利于

进行描述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4 结论
视觉艺术训练作为一种新型的跨学科教学策略,

应用于护理教学中有利于增强护理学生观察能力,促
进团体协作,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同理心等,设计适应我

国护理学生文化背景的视觉艺术训练有助于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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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但是其评价标准及考核

方式亟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目前关于视觉艺术训练

在护理学生中教学效果如何转移到临床环境中并保持

长期效应仍需要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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