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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素质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以及人格、气质、修养方面的内化，同时包括文化素质，

即语言修养、文学艺术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伦理道德修养、

文明礼仪修养等［１］。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

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个人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

格、气质和修养。现代专科护士（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ｏｒ

ｎｕｒ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ＮＳ）是指在某一特殊或者专门的护理领域具

有较高水平和专长的专家型临床护士［２］，其角色和职能主要体

现在临床能手、研究者、顾问、教育者、管理者、改革者六个方

面。ＣＮＳ角色的形成和确立是护理专业化发展的一个标志。

因此，在护士队伍人文素质急需提高之时，加强专科护士尤其

是危急重症专科护士的人文素质培养，有助于提升专科护理团

队能力水平，提高专科护理质量。

１　国内、外专科护士发展概况

专科护士最早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在美国提出并实

施［３］，５０年代逐步定位于硕士以上水平教育；加拿大、英国等

国家在６０年代，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国家近年来逐步开始实

施。１９９４年日本护理学会通过了ＣＥＮ资格认定制度（预案），

工作范围涉及急救护理，创伤、失禁护理，重症监护，压疮预防

护理，癌症疼痛性护理，癌症化疗护理等１４个领域。欧美护理

高等教育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英国护

士专科化培养和护士注册直接对应，有利于专科护士的培养和

职业生涯的发展。

中国卫生部与中华护理学会共同制订的《中国护理事业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明确指出：要有计划地培养临

床专业化护理骨干，建立和发展临床专业护士，分步骤在重症

监护、急诊、器官移植、手术室、肿瘤等专科护士领域，开展专业

护士培训，建立并完善以岗位需求为向导的护理人才培养模

式。２１世纪以来，中国护理界联合国际护理院校先后于北京、

上海、广州等地，在重症监护室（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ＩＣＵ）护理、

血液净化护理、糖尿病护理、造口护理等领域开展了类似ＣＮＳ

的硕士培训课程，获得一定经验。但中国的ＣＮＳ准入标准仍

在探讨中，培训主要集中在各地护理学会、医学院校和教学医

院，培训内容包括基础核心课程、高级临床护理实践课程和专

业领域课程。

２　国内、外人文课程设置和培养现状

将人文学科、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引入到护理教育之中，

是护理教育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国外的护理学课程基本上由

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护理学３个大类组成。其中麻省理

工学院开设１０８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但中国的医学院校对

人文素质教育重视不足。由于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侧

重于科学教育和技术层面的训练，相对忽视关爱患者、关爱生

命的人文素质培养；护理人文师资力量薄弱，缺乏深厚的人文、

社会学知识，未能将护理学和人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文课

程设置不科学，未形成一定的体系；同行之间关于人文素质培

训的交流探讨缺乏相应的沟通；据统计，中国护理院校人文课

程学时数只占总学时数的１．８％～８．４％，平均为４．２％
［１］；中

国护理教育侧重专业知识、技术训练，人文教育存在缺陷。护

理专业是直接维系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专业，护士对人文素质的

认知将直接影响护理的专业形象，影响医院的医疗、护理服务

质量。由此可见，加强护理团队人文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３　加强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养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趋势

危急重症医学早已成为一门专科学科，危急重症护理学是

护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急重症治疗和护理在临床各科中

其作用不可替代。尤其是危急重症患者病情多变、危象丛生，

救护过程中各种监护仪、生命支持装置的使用和救护程序实施

对救护人员、专科护士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要求救护人

员不但要有多种治疗设备的使用、各种重症监护的技术操作能

力、数据分析和治疗技术的应用能力，更要冷静清醒，有良好的

综合素质、快速的反应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通晓各种危重

病症的治疗护理和处置方法并确保能够顺利准确实施，故加强

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构建及实践培养是推动护理学科

发展、提升优质护理服务水平的必然。

２１世纪的现代专科护士，特别是危急重症专科护士必须

懂得人、理解人、关怀人，增加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作适应

护理事业发展的新型护理人才，才能满足患者更高层次的精神

需求。调查显示：７８％的护士对人文精神的大概内容不知或知

之甚少；９１％的护士在校期间未接受过有关人文科学的课程和

讲座，很多护理纠纷发生的原因均非技术问题，多是由于沟通

不良、态度生硬、责任心不强引起［４］。１０所综合医院临床护理

人员人文素质继续教育需求调查分析结果显示：５０．３１％～

５８．７５％的护士对护理纠纷的处理技巧、知识防护能力、自我心

理维护能力、医护法律知识、人际关系处理技巧等需求迫切［５］。

重症监护、急诊、肿瘤专科护士面对的服务对象各有特点，服务

需求各不相同，如：急诊患者病情变化快，时间就是生命，要求

急诊专科护士需“急”字当头，处置准确，专科护理、心理护理、

沟通解释及时到位；重症监护患者病情重，卧床时间长，要求重

症监护专科护士发现病情变化及时，观察处置有效，预见疾病

转归准确，沟通交流到位，方能提高救护质量；肿瘤专科护士需

要根据患者疾病周期和个性化特点，给予及时、准确、有效及妥

善处置，掌握疼痛处理技术，尊重患者需求，提高生命质量；即

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特点、不同需求，提供人性化服务。因此，

构建重症医学、急诊、肿瘤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养及实践途径

１３８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４２卷第７期

 基金项目：第三军医大学人文课题重点项目（２０１１ＸＲＷ０４）。　作者简介：杜慧敏（１９７１～），主管护师，硕士在读，主要从事临床护理管理、

临床护理教育研究（工作）。



研究模式，建立符合中国护理学科发展和满足临床实践要求的

标准化的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训体系是临床实践和专科发展

之必然，此项研究有待为国家或地区建设提供数据分析、理论

依据和操作示范。

４　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训模式的构建及应用

现代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养应着重从调查构成

需求及制约因素、现代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组成要素和

构建框架及培养实践方面加强研究。在专科护士培养方面，樊

落等［６］提出构建以急诊专科护士核心能力定义为基础的急诊

专科护士核心能力框架模型和急诊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急诊专科护士应具备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实践能力、评

判性思维能力、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专业发展能力５个维

度构成，急诊专科护士人文素质要求应渗透到各个维度和专科

工作环节；肿瘤护士人文素质培养方面：韩英［７］认为要根据患

者心理特点注重护士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应急能

力培养，具有法律素质和审美素质，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张秀

敏［８］提出在医疗护理实践中，注重重症患者生理指标变化的同

时，要重视心理情绪、精神状态的异常表现，采取轻抚患者、读

报、听音乐方式，使患者放松，有利于患者心身康复。专科护

士人文素质培养应充分考虑职业特点和专业需求，关注患者

生命和健康、权力和需求，尊重患者人格，即急诊科护士应

稳定在心、判断准确、处置高效；肿瘤科护士应尊重患者，

细致入微，关注患者感受；重症监护科护士则应具有慎独精

神，素质全面，观察敏锐，将人文关怀渗透并体现专业服务

的全过程。注重急诊、肿瘤、重症监护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

养并加强该领域研究探索，有助于深化专科服务理念、加强

团队建设、营造和谐氛围、提高护理质量，提升专科护理、

学科发展的优势和特色。

现代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养应注重规划制订专

科护士人文素质构建及培养方案。结合国内外临床护理实践

研究结果，针对专科护士队伍状况，注重项目研究设计，注重专

科发展、阶段目标和个体需求相结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实践

性和可行性，从而构建符合实际需要且切实可行、科学系统的

培养方案。

构建现代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养实践模式应注

重确立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培训的新内容。如：人文知识体系组

成、人文技能具体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及趋势等。

现代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的培养应注重研究专科

护士人文素质培养的新方法，如：将基础核心课程、高级核心课

程设置相结合；注重分析培训团队状况，细化团队组成成分，按

照年资、学历层次和实际工作能力建立实施个性化培养档案；

确立培训周期，采取不同方式进行重点培训和个性化培养，采

取针对性培训措施；检验团队人文素质建设成效，通过调查反

馈、日常实践、专项考核、专题比赛方式检验培训效果；采用案

例分析、情景模拟、经验分享和交流观摩培训形式，培育环境，

活跃气氛，提高效率。

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护理专业化发展趋势日益彰显，人

文素质是专科护士整体素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结

合专科特点、岗位需求和学科发展状况，加强危急重症专科护

士人文素质构成、培训对象准入、培训项目遴选及其建设机制

和培养模式研究，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教育实践和培养

途径研究方能适应护理专业化发展道路，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危急重症专科护士人文素质养成并非朝夕所致，针对中国

护士队伍教育现状，加强护士人文素质教育，仍需重点关注和

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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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教育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高等

院校在本科教育中实行导师制很大程度上对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和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在医学院校本科生

中实行导师制的作用和重要性相对其他专业来说则更为明显。

本院从２０１０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中全面实行了学业

导师培养制度，现将作者指导的２８个医学生近３个学期的带

教经验报道如下。

１　学业导师的工作内容和意义

１．１　帮助学生完成角色转换和心理转型　对于初入校的一、

二年级新生来说，医学对他们来讲就是一门陌生的学科，很多

学生是抱着忐忑和紧张的心情开始医学课程学习的，对学习的

目的和方法基本一无所知，而且进入大学后由于没有了高中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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