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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护理教学的理论和真正的临床实践之间具有一定的

差异性，但这种差异不能让课堂内容与实践相脱节，只

有将教学理论和临床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

一批更加具有实用价值的人才。而想要培养人才，必须

把握好护理教学和临床实践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改善教学方法，转变护理人员学习习惯，重视实

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护理人员对于临床护理的重视

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护理学科的教学质量。随着时

代的发展，人文关怀能力已成为护理工作者所必须具备

的基本素养，但目前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人文关怀能力

仍有待提高。因此，高职院校应紧跟护理专业教学发展

趋势，注重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70名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

随机分成参照组与观察组。参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方式开

展基础护理方式，观察组采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对两

组护理人员的年龄、性别、学习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等进

行考核，各项P值均大于0.05，证明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因此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参考组采用基础护理方式开展基础护理学实践教学；

研究组采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具体方法如下：

1.2.1优化护理方式与现实情况相脱节

传统的教学方法通常无法有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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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个问题，在护理教学中引入导入法来对教学方式进

行完善。导入法通过对具体案例进行描述，让师生很快

进入角色，对案例进行思考和讨论。这种方法要求提前

准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针对这些真实案例为护理

人员讲解并引导解决问题。这样不仅能鼓励护理人员独

立思考，还调动了护理人员的积极性，让掌握知识变成

掌握能力，增加了与护理人员的交流。另外，还要加强

情景式教学方法，创设适应当前的教学场景和氛围的情

景，从而引起护理人员的情感体验，激发学习兴趣，提

高教学效率。其优点是更注重教学内容的应用和实践，

让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动手能力和应用技能。

1.2.2规范护理人员护理的仪表行为

在护理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应规范护理人员护理的

仪表与行为。护理人员所展示的个人形象会对患者的治

疗产生影响。干净整洁的仪表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还会带给患者愉悦的心情，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信心，这

也是人文关怀中的一部分。笔者在开设护理学基础课程

时，要求护理人员穿着规范，统一着装 [1]，在面对“患

者”时行为举止文明，不跷腿、不勾肩搭背等，使护理

人员意识到穿着朴素大方、整洁端庄的重要性。树立良

好的护士形象，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护士和患者的关系。

这样，患者才能对护理工作更加配合。愉悦和谐的护理

过程会大大增强患者的治疗效果，也符合人文关怀的理

念。

1.2.3重视操作技能教学

首先，在实训课程开设前，以小组为单位发动集体

参与教材的研读、教学计划和内容分解等工作。在集体

备课时邀请有经验的临床专家参与，让教学内容更加贴

近临床操作，根据专家的意见摒弃掉已过时的技能和用

具，换成系统化的、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和用具。其次，

护理教学中有很多烦琐的细节化操作项目，护理人员想

要快速掌握这些操作技能就需要自主练习，花费大量的

时间，尤其是其中的重难点内容，护理人员要提前预习，

加强记忆，还要经常性进行回顾反思，以提高对理论的

认识。让护理人员以理解的方式掌握操作技能，养成手

与脑并用的习惯，提高护理人员对于临床护理的积极主

动性，提高其临床实践的动手能力。再次，为护理人员

创造具有一定引导性的教学环境，以求为护理专业的护

理人员提供更加专业实用的平台，让护理人员能更加充

分地动脑动手，在实际教学中掌握护理技巧 [2]。

1.2.4加强护理专业护理人员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

护理专业具有服务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具

备较高的人际沟通能力。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未来

需要向患者及患者家属提供辅导与咨询、有效性反馈。

护理人员通过人文关怀可以提高沟通的质量，减少可能

出现的护理矛盾，从而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在护理学

基础课程教学中，笔者发现，护理人员在实训中只埋头

操作，几乎一言不发。即便说话，也是模仿的语言，非

常机械。因此，在护理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笔者加强了

对护理人员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使护理人员与患者接

触时给予其贴心温暖的关怀。笔者引导护理人员多使用

关切用语，在操作时询问患者感受等，在与患者沟通时

融入人文关怀 [3]。例如，在“骨折患者护理”的案例中，

笔者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实训，引导护理人员使用关切性

用语，在为患者换药时，询问患者换药姿势是否舒服以

及受伤肢体的感受等。

1.2.5临床护士通过亲身体验来增强人文关怀理念

护理学基础课程中的很多实训课程都是通过模拟人

进行的，因而护理人员没有亲身体验，很难具备人文关

怀理念。护理人员如果不能通过真人来进行实训，那么

在学习各类注射法时，就无法了解人的真实感受，仅仅

依靠模拟人来进行训练，并机械地进行护理操作，而忽

视了“人”的感受，自然无法形成人文关怀。因此，笔

者认为，必须增加真人实训的比例，尤其在注射法、输

液法等内容的学习中，笔者会引导护理人员相互配合，

相互进行真人操作，让护理人员互当患者、互当护士，

通过对不同角色的体验来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理念。

1.2.6创建模拟病房的人文关怀环境

在护理学基础课程学习中，护理人员实训时离不开

模拟病房。因此在模拟病房中创建人文关怀环境，可以

为护理人员带来更真实的实训体验，使护理人员受到环

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达到培养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的

目的。模拟病房中一般设有病房、急救室、治疗室、洗

涤间以及护士站等，以满足患者的救治需求，为护理人

员护理技能的学习创造逼真的职业环境。同时，在模拟

病房中摆放绿植，在走廊两边悬挂艺术画、护理标准等
[4]，也可以帮助护理人员缓解实训焦虑，强化护理人员对

护士职业的认同感，促进护理人员更好地适应护士工作。

2　结果

2.1实践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将研究组与参考组护理人员的实践操作考核成绩导

入到表格中，制作成实践操作考核成绩对照表，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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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验组与参考组护理人员实践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x±s，分）

组别 人数 操作技能 关怀能力 应变能力 总分

参考组 35
37.28±

3.22

20.84±

1.76

13.92±

2.46

72.04±

4.36

试验组 35
40.57±

2.64

24.35±

1.49

15.42±

1.74

80.34±

4.25

T值 3.128 5.972 2.659 7.763

P值 0.003 0.000 0.008 0.000

从表1中可以看出，研究组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

关怀能力、应变能力的各项成绩均要明显高于参考组，

由此可以证明构建人文关怀课堂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护

理人员的综合护理水平 [5]。关怀课堂教学模式的考核方

式更加全面、合理，能够引导护理人员改变自身学习的

侧重点，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综合护理能力。

3　讨论

人文关怀也就是平时经常谈及的人性关心，护理学

中的人文关怀指护理人员要关心病人的实际情况，满足

患者在精神与物质上的需求，其核心在于对患者的精神

关怀，充分尊重患者，重视患者精神世界，尊重患者的

权利，并在此基础上为患者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护理

学基础教学中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护理学的本质，是护理

学中的重要内容。

在护理学基础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关怀理念，护理

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人文关怀理念。通过人文关怀可以保

障患者的利益，尊重患者的生命健康，满足患者在护理

过程中的需求，使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得到尊重与关心。

人文关怀是护理质量的最好体现，也是护理基础工作的

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必须重视人文关怀在教学中的

融入，并在课程中精心渗透融入并体现这种理念。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关怀是护理的最根本要素。因此，需要

注重培养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能力，让护理人员在为患

者带来细致、全面的人性化护理。通过强化护生专业技

能、综合能力以及人文情怀等重要途径，构建人文关怀

课堂模式，将关怀理论融入到基础护理学教学中，以此

提高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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