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鸣#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名医*目前#中医教育

已经历了从几千年师承转向高等中医药院校教育的嬗变*随

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思维模式的改变.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对传

统文化的淡化等因素#中医药院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

显*遵循中医学科特点.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规律#在高职高

专中医人才培养中实行师承制#即,教学
a

师承-#是高等中医

职业教育与师承教育的契合点#也是一种创新性的中医传统教

育回归*师承教育具有多个特点和优势(

$%

)

'能够因材施教#实

现个性教育#有利于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能够在老师的指

导下阅读大量的中医典籍%使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以理论指

导实践#以实践验证理论%老师良好的医德医风对学生也是良

好的引导和教育%其临床技能能够得到较快的提高#并能很好

地继承老师独特的临床经验%更能发挥师与徒的,传.帮.带-作

用*师承教育的特点和优势可以弥补单纯院校教育的不足#解

决中医队伍后继乏才的现状*

本校在校内遴选高素质的,双师素质-教师#以专业班主任

等形式#为初入学的新生即安排指导老师#采取,一生多导.一导

多生-等多种灵活的形式#在中医基础和临床两个方面开展辅导

和指导*除外#本着自愿原则#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中医文化.中

医经典著作.中医临床等多个兴趣小组或社团#以培养较高水平

,铁杆中医-为目标#学校派遣多名高水平的教师进行专门指导#

以类似师承和精英教育的特点和方式#培养了一批专业基础扎

实.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强.善用辨证论治的优秀毕业生*

除校内专业指导老师外#更多的是根据师资高素质化.双

向选择的原则#遴选并聘请来自于县级中医院.基层卫生院和

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有实践能力或专长的骨干医生作为

指导老师#由其带教来自于当地的中医学专科层次学生#其传

授技能和教学的时间主要安排在学生的非在校阶段#尤其是假

期与实习期间#突出了中医个性化教育和培养的特色*在此基

础上#也正在探索和这些基层医疗机构,订单式-的合作培养.

合作育人的路子*把部分实践教学放下去#或者聘请他们来校

指导#让学生提前熟悉当地医疗环境#也为其将来的就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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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综合学科#护理人员

尤其是临床一线护士独特的工作环境和服务对象决定了其经

常暴露在各种各样的职业性伤害面前*高职院校护生作为临

床一线护士的最大的一支储备军队伍之一#势必也将成为职业

暴露的高危人群#因此#对高职护生进行职业安全教育势在必

行*护理学基础是护生接触临床的第一课程#通过学习该门课

程#学生开始形成专业知识.专业习惯.专业意识#这个从无到

有的过程#会在学生的思想上留下很深的烙印#因此#在护理学

基础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职业安全教育#培养学生自我防护

意识#有利于日后进入临床实习以及走上工作岗位的自我保

护#对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会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就

护理学基础教学中的职业安全教育方法做如下探讨*

C

#

护理人员的职业性伤害分类

目前#通常将护理人员职业性伤害分成
#

大类'生物性伤

害.物理性伤害.化学性伤害.心理社会性伤害(

$

)

*

CHC

#

生物性伤害
#

包括锐器伤经血液传播所致乙型肝炎病

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Z<C

&感染%通过呼吸道

吸入.直接接触患者和患者使用过的物品等多种途径感染耐药

结核杆菌.葡萄球菌和肠球菌.柯萨奇病毒.巨细胞病毒等(

%6P

)

*

CHD

#

物理性危害
#

包括高温.低温引起烫伤.中暑或冻伤%在

操作过程中用力不当.姿势错误造成砸伤.碰伤.腰肌劳损.下

肢静脉曲张等%给药过程中被玻璃瓶及安瓿划伤等%医院内的

噪声危害%

_

线.

!

射线.高科技医疗仪器的电离辐射等辐射引

起的放射病或致癌%电击除颤或使用各种电动设备操作不当引

起的触电%用激光治疗或手术中引起的灼伤等*

CHE

#

化学性伤害
#

包括化疗药物危害.化学消毒剂危害.气体

污染.接触药物过敏.体温计和汞柱式血压计等损坏造成汞外

漏等*现在医院内化学消毒剂使用广泛#尤其是甲醛.环氧乙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烷.戊二醛.过氧乙酸.含氯制剂等是空气.物品.地面等常用的

挥发性消毒剂#对人体的皮肤.黏膜.呼吸道.消化道.神经系统

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

*

CHF

#

社会心理性危害
#

护士工作负荷大#工作时思想高度集

中#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工作不定时#工作中复杂的人际关系.

不良的工作环境#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如精神紧张.焦虑.烦躁

等*社会环境.医院环境.护患关系中种种不利因素如医院的

完全开放形式.医疗资源紧缺导致的长时间等候.对护理职业

的社会偏见#以及护士自身服务意识薄弱.与患者沟通技巧的

不足等常导致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伤害如语言伤害.身体伤

害(

&

)

#患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医患关系紧张#护士法律意识淡

薄#在工作中护士容易陷入法律纠纷*

D

#

确认教学内容重点$将相关教学内容分散到护理学基础课

程各章节

如在压力与适应理论.沟通理论.护士的素质与行为规范.

护理工作与法律.医疗与护理文件书写章节中#向学生系统讲

解如何缓解职业压力.避免法律纠纷以及暴力伤害%在铺床法.

患者出入院护理.运送患者法.卧位和舒适的护理.休息和活动

章节中着重讲解如何正确用力#防止腰肌损伤.砸伤.碰伤等情

况发生#训练护生正确运用力学原理护理患者#如教授正确的

搬抬技术.正确使用各种辅助装置.教授增加肌肉强度和弹性

的运动等%在冷热疗法.用氧法章节中讲解如何避免因高温.低

温引起烫伤.冻伤%在生命体征的观察与护理章节中提及如何

防止水银体温计.血压计的汞泄露以及泄露后的处理原则%在

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药物疗法.输血法.标本的采集.排泄章

节中着重强调针刺伤的预防.接触传播.空气传播.飞沫传播疾

病的防护#尤其是重点介绍标准预防的方法*

E

#

教学方法

EHC

#

采用小组教学法与参与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相结合#使

用多种教学设备以及教学资源
#

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组由

&

%

U

人组成#选出基础较好.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小组

长*将每次教学任务细化#下派任务单给小组#由小组成员在

课余时间通过教材.参考资料.各种期刊.网络资源等途径搜集

相关资料#并整理信息#形成报告#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汇

报#小组间讨论#最后由教师归纳总结#评价纠正*

EHD

#

在操作技术教学中#采用情景教学法.演示法.角色扮演

法等多种教学手段
#

着重强调操作过程中的安全防护原则#如

在各种注射法操作中#强调针刺伤.锐器伤的预防#如注射时戴

手套#配药时不能裸手掰安瓿#须用纱布包裹#注射完毕后#禁

止用双手分离污染的注射器和针头%禁止用手直接接触用后的

针头和刀片等锐器%禁止用手折弯或弄直针头%禁止双手回套

针帽%禁止直接用手传递锐器%禁止徒手携带裸露针头等锐器

物%禁止直接接触医疗垃圾*一旦发生针刺伤立即用健侧手从

近心端向远心端挤压#排出伤口部位的血液#避免在伤口局部

来回挤压#避免产生虹吸作用#增加感染机会*立即用肥皂水

彻底冲洗伤口并用流动水冲洗
&@*+

*用
'H&]

碘伏或
%]

碘

酊.

!&]

乙醇消毒伤口(

U

)

*并在学生技能练习中加强巡视以及

组内成员监督#在学生练习过程中一旦发生伤害立即上报处

理#教师组织学生集体讨论#引起学生重视#预防类似伤害再次

发生*

EHE

#

组织学生到附属医院参观#并采访在职护士
#

组织学生

参观医院感染科.急诊科.手术室.重症监护室$

<MF

&等职业暴

露高危科室#教师与学生共同拟定采访题目.采访内容#对科室

中的在职护士进行采访调查#如在工作中有没有发生过职业暴

露的事情1 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的1 对你的身心是否造成伤

害1 能否避免1 从事件当中吸取的教训有哪些1 学生课后以

小组为单位撰写调查报告及感受#上交作业*

F

#

考核方式

将职业防护相关知识纳入护理学基础课程考核的一部分#

包括理论考核.操作技能考核.平时成绩分别占
&']

.

P']

.

%']

#最终成绩为各部分成绩的总和#以百分制表示*并规定#

职业防护相关知识考核低于
U'

分#护理学基础课程成绩将判

为不及格*

G

#

讨
##

论

职业伤害重在防护#而防护的关键在于安全意识的培

养(

!

)

*在校护生尚未接触临床#对临床环境缺乏具体的.系统

的了解#缺乏临床思维#更没有职业防护意识*教师多采用单

一的正面教育的方式#过多的强调如何维护患者利益#而忽视

了护士自身利益保护的教育*能否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习惯

和行为#学校教育是一个关键阶段(

%

)

*国内部分医学院校开始

增设护理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知识教育#如邬维娜等编制了,护

理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课程(

#

)

#张瑞莹等(

"

)提出了在高职护理

专业中增设职业暴露风险防范课程的构想*高职学生在校学

习时间短#课程繁多#学习任务重#单独增设相关课程#势必会

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且不利于与临床情境相结合*因此#

在护理学基础教学的各章节中#渗透相关的职业安全防护知

识#在不加重学生课程负担的前提下#有利于学生初步形成系

统的防护知识体系和自我保护意识*

传统的教学方法都是教师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教师不停

地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学习缺乏兴趣和主

动性#或者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教学效果不太理想*

小组教学法能充分挖掘每个同学的潜力#调动每个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和参与性#把原来单向的教学过程转变为双向的.互动

的过程#改变了以往在传统,填鸭式-教学过程中重知识传授.

轻能力培养#重教师讲授.轻学生参与#重知识理论的记忆#轻

问题的现象(

T

)

*周红等(

$'

)认为#,参与式-教学法有助于提高

教学效果#有利于激发护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护生综合素质.有

助于教师成长*在教学中采用小组教学法与参与式教学法结

合#改变单纯的由教师讲授的方法#而是由学生利用教材.参考

资料.各种期刊及网络资源#查阅各种资料#形成小组报告#在

这一过程中#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教学活动#锻炼了学生

自学.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领导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交流沟通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学生在收集

资料的过程中#对相关知识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最后再由教

师评价总结#对所学知识就能够牢固掌握*

在基础技能操作教学过程中#不是传统地强调操作的步骤

和流程#学生单纯模仿#而是在操作过程中强调操作的安全原

则#如何有效防止感染.针刺伤以及发生针刺伤的应对等#紧密

结合临床实践*如本校在注射法实训课中#均采用真人示教.

学生互相注射练习#在该过程中#模拟临床真实场景#学生通过

领会护士.患者的角色#能够感同身受#更加引起对职业防护的

重视*另外#在操作练习中#为了避免同学自身伤害的发生#应

该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前#就强调各种

安全注意事项#操作过程中及时纠正及阻止职业伤害的情况发

生#如发生职业伤害#组织学生及时讨论#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

我防护意识#防止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再次发生类似伤害*最

后将职业防护作为课程考核的一部分#引起学生对该部分知识

的重视#有利于督促学生课后进行复习.巩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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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与高职教育是同类性质的两个不同阶段和层次的教

育#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不同时期担当起应用技能型人才培

养的重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

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结构的改变#职业教育在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与变革中也从注重外延及规模的扩张#逐渐走向提升层

次.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中等职业教育向更高层次

的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向下的进一步融合#二者密切衔接#逐渐

形成中国职业教育相互衔接.由低级到高级的系统性职业教育

体系#既是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

规格人才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民生.促

进就业的重要举措#更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职业教育自身

发展的迫切需要(

$6%

)

*

C

#

中高职衔接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T"&

年至今#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规定构

建中高职衔接的职教体系的发展目标#为中国职教发展指引了

方向#使中高职衔接有了前提和基础*中国的中高职衔接教育

经过
%'

多年的实践探索#在衔接学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

学改革.合作办学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成绩*但是#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历史路径的依

赖性#中高职衔接教育在发展中也面临诸多不足和问题(

P

)

*主

要集中表现'$

$

&衔接还较多地局限在学制衔接等外延.粗放性

衔接上#内涵性衔接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

&中国中高职业教

育衔接渠道不畅#规模较小#招生制度不完善%$

P

&非学历教育

和职业培训尚未纳入衔接轨道%$

#

&中高职衔接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尚待明确%$

&

&尚未建立规范性.科学合理的中高职衔接延

伸性教育的课程体系*

D

#

中高职衔接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举措

建立科学合理的中高职衔接的保障机制#疏通中高职衔接

教育的渠道#并从衔接学制.人才培养的模式.专业.课程改革

等多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中高职衔接的人才培养教育体系#不

仅是中高职衔接教育运行的枢纽和核心所在#也是中职教育与

高职教育相互促进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DHC

#

疏通中职与高职衔接的,入口-

#

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

是中职学生进入高职学习的必经之路#也是中高职衔接的关

口#而招生考试制度的合理性则是保证中高职衔接渠道畅通的

关键*但多年来由于受招生考试制度等政策的限制#中高职衔

接教育无论在招生规模.衔接模式以及衔接的内涵等方面都尚

未形成畅通的渠道*/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0指

出',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反

映了高等职业教育有关专业招生对象应该是优先面向具备一

定文化基础与相应职业领域技术基础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

该政策的出台无疑为中高职衔接教育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有

力的依据*因此#改变现行招生考试制度及体制所导致的,入

口-准入制度对高职生源的限制#寻求更加灵活的招生制度#既

有利于高职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职教育体系健康发展(

#6&

)

*

$

$

&高等职业院校可结合本区域的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办学#结

成,对子-#对应高职相关专业的中职采取就近入学的方式%$

%

&

在入学考试形式上#实施统一考试和单独专门考试相结合的考

试方式%$

P

&在考试内容方面#基础文化理论知识和专业实际操

作技能考核相结合#为在职在岗人员的学历和水平提升创造有

利条件*这样从招生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上为中职与高职衔

接教育搭建了桥梁#也保证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中职毕业生既

有足够的必要的文化.理论基础#同时又具备中职教育培养目

标所要求的基本专业技能*

DHD

#

建立与中高职衔接教育相适宜的人才培养模式
#

尽管由

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的中高职衔接较多地局限在学制衔

接等外延.粗放性衔接上*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职业

教育自身的发展演变#内涵式衔接应该成为中高职衔接发展的

目标与方向*因此#针对不同的生源入口#制定不同的人才培

养模式#建立灵活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促进中高职衔接教

育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U6!

)

*

$

$

&针对初中毕业生推行,五年一贯制-培养模式*即三.

二分段形式组织教学*第一阶段是前
P

年#即一般能力培养阶

段#以公共课为主#主要学习文化基础知识#进行一般能力培

养*第二阶段是后
%

年#即职业能力培养阶段#以专业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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