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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模式的转变%促使现代护理理念不断更新%护理对象

由-患者.转变为整体的-人.%这对护理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

求%高职院校培养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娴熟的

操作技能%更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修养&为更好地适应社会

对护理角色的要求%目前很多院校都通过开展人文素质课程来

加强对护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但该类课程往往强调的是人文知

识的灌输%而对于这些知识如何在临床护理过程得到体验和应

用%却是容易忽略的问题&学生在学习完成以后%缺乏与临床

课程的有效衔接和联系%甚至出现脱节现象%这样将无法实现

人文教育的核心)

4

*

&

内科护理学作为护理专业一门重要的临床主干学科%作者

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教学改革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其中%探讨其

对提升护生人文素养的效果&

A

!

资料与方法

A2A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校
&14!

级大专护理专业学生
:

个班

共计
!41

名%采用随机抽样法从
:

个教学班级中%分别抽取
!

个班级作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男护生
5

名%女护生
!1&

名%年龄!

&126"426

#岁&

A2!

!

方法
!

试验组
466

名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融入人文素质教

育%对照组
466

名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试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由

相同教师完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组护生所用教材和课时

数!试验组理实一体教学模式%共计
406

学时(对照组理论课

7!

学时%实践课
6&

学时#相同%两组均衡性较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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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466

名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方式%即理论课以教师系统

讲授为中心%学生上课听课&实践教学教师示范讲解%学生分

组练习%老师巡回指导&试验组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

式%具体方法根据教学内容采用体验式教学'演示教学法'案例

讨论法及传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

A2!2A

!

教师备课
!

为优化护理人才培养%教师在充分调研基

础上%根据临床工作需要%制作课程标准%调整教学目标%除知

识能力要求外%还要注重素质培养&按照教学内容和授课类型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护理专业知识融合在一

起&例如在-肺心病.这一章节%患者由于随着肺功能及日常生

活能力下降%可能会出现焦虑'悲观'失望情绪%护士在开展护

理工作时%不仅要配合医生对患者进行精心治疗%还应通过和

患者积极沟通%主动地表现出关心'关爱患者&为此将关心爱

护和尊重患者的素质要求纳入本节课教学目标&

A2!2!

!

教学方法的运用
!

在教学过程中%试验组针对教学内

容采取灵活教学方法%并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到内科护理学教

学的各个环节中%以此促进护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

4

#

体验式教学法$体验式教学安排在每一章临床见习后%学生在

与护士'患者及其家属有所接触后进行&教师在授课前精心设

计临床情景案例%案例设计围绕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进行%不

仅体现知识传递而且要适时流露出护患间情感交流&例如%一

位心肌梗死患者因胸痛发作入住医院重症监护室%该患者因环

境陌生%担心疾病预后等惶恐不安%甚至不能配合医护人员进

行治疗&护士在配合医生进行抢救护理时%对患者情绪安抚和

人文关怀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学生在病程中应该运用丰富的情

感去关心和护理患者&开课前
!F

发放给学生%请学生按要求

通过教材'学校精品课程及其相关网站收集资料%按护理程序

五步骤对某一疾病知识进行复习&然后以小组为单位按照分

配好的角色构思剧情%设计表演&上课时%护生进入情景模拟

教学实训室%根据案例%教师随机抽选一组进行临床情景模拟&

在护生体验不同角色时%请未参与体验的护生就某些角色进行

点评&此外%运用多媒体摄像录播系统回放某些场景%让参与

护生反思自己的收获和不足之处%最后教师针对学生的表演过

程中的沟通交流'合作态度等进行总结&本次课结束后%要求

护生书写心得体会%并将其作为平时作业一部分计入期末总评

成绩&!

&

#演示教学法$主要针对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在上课前

由教师准备好试验器具'高仿真模拟人等教具%在演示过程中%

除了让学生学会专科护理实践技能%教师还要适当运用有效沟

通和肢体语言等方式%引导学生注重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从而

在言谈举止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学生意识到举止文雅端庄'

语言亲切真诚等对促进患者健康'维护良好护患关系起着重要

作用&!

!

#案例讨论法$通过贴近临床的案例导入课程%根据教

学内容设置问题%让护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问题展开讨论&讨

论中小组成员根据设置问题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并对不同看法

总结分析%然后每组派
4

名护生代表进行发言%其他护生给予

评价和补充&最后教师点评'总结&!

0

#其他$除上述教学方法

外%在内科护理学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也采用传统讲授式%将人

文素质教育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包括职业道德素质教

育'护理人文修养'护理礼仪等内容的渗透&比如在讲授这门

课怎么学习时%通过南丁格尔事迹引导学生对护理专业的热

爱&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拥有一颗同情心和愿意工作的

手%才能更好地发扬医护人员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此外%学院每学期还组织一次护生到养老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

健康宣教%增加知识灵活运用度%提高护生社会服务意识%在融

洽'温馨的环境中能够懂得尊重爱护关心患者的重要性&

A2!2$

!

教学效果评价
!

课程结束后%采用期末考核和问卷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评价两组教学效果&!

4

#期末考核$期末成绩

采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1+

%主要由课堂学生参与度'表现度'平时作业报告'课堂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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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回答问题等组成&卷面考核在课程结束后%两组护生按教

学大纲要求%由未参与教学教师从题库抽取试题%闭卷考试%流

水阅卷%分值以百分制计算&!

&

#问卷调查$为了保证调查问卷

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研究组通过对临床护理岗位人文素质要

求进行行业调研%听取医院行业专家和高级职称教师意见'参

考文献)

&

*%制作调查问卷&问卷调查内容体现在护理工作中

主要
!

个方面的人文素质即职业道德素质!包括尊重关心患

者%沟通交流%团队合作#'专业素质!包括终身学习#'身体心理

素质!包括身体形象%心理适应#及学生对该类教学方法认可度

0

个唯度来评价&课程结束后%在两组授课班级分别随机发放

446

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收回
446

份%有效回收率
411+

&

A2$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O,OO4!21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用
!""

描述%进行独立两样本
9

检验(定性资料

进行
"

& 检验%以
$

"

121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A

!

两组同学总评成绩比较
!

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1216

#%见表
4

&

表
4

!!

两组学生期末考核成绩比较!

!""

'分"

组别
#

理论成绩 平时成绩 总评成绩

试验组
466 372!&"020! 7&2!4":2!! 5!26!"623:

对照组
466 30245"62!& 53260"6207 352&&"6255

9 62!& :244 521&

$

"

1216

"

1216

"

1216

!2!

!

两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

试验组学

生对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素质及心理适应素质方面的认可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216

#&见表
&

&

表
&

!!

学生对人文素质教学效果评价%

#;446

'

#

!

+

"&

评价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

&

$

增强学习兴趣
446

!

41121

#

:5

!

6724

#

6724 1216

提高自学能力
413

!

7!21

#

31

!

:127

#

!!2: 1216

增强团队合作
441

!

762:

#

34

!

:423

#

!720 1216

提高沟通交流
415

!

7!27

#

50

!

3!21

#

452& 1216

增强责任心
417

!

7025

#

::

!

6320

#

002& 1216

尊重关心爱护患者
444

!

7:26

#

30

!

:02!

#

!325 1216

增强应变能力
416

!

752!

#

0&

!

!:26

#

3025 1216

树立良好职业形象
441

!

762:

#

:1

!

6&2&

#

::20 1216

喜欢该种教学方式
44!

!

752!

#

6&

!

062&

#

3725 1216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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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教学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

人文素质是指

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

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护理人文素质内

容主要包括职业道德品质'个人人格魅力'语言沟通能力'良好

的心理品质等)

!

*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健康概念有了新的认

识%从而对护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质护理人才不仅关注疾

病本身%同时还要能满足患者情绪'认知'人格等人文需求&人

文精神是护理教育的核心%转变传统护理教育理念%改革传统

的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自然与人文科学相融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是培养优质护理人才的必然要求)

0D6

*

&基于人文素质教

育的重要性%目前很多高校都通过设置人文护理课程来加强护

生对素质教育的认识%课程设置以理论讲授为主&但该种教学

方式存在授课内容枯燥%学生学习兴趣性低%理论脱离实践等问

题(另外%面对繁多的学习任务%学生负担较重&为此%有学者提

出将人文素质课程融合专业课程来加强对护理人才的培养&研

究显示%将人文科学整合到护理专业教育内容之中%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服务对象%指导和促进护理工作有序开展)

:

*

&

$2!

!

护理教学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人文关怀意识培养

!

尊重'关爱患者的职业态度是整体护理的人文内涵核心)

3

*

&

传统讲授式教学中教师经常提及其重要性%但在临床实践中如

何体会和把握%很多同学有些模糊&本研究通过设计案例和情

境教学%从-体验对实践有用的护理.理念出发%营造人文关怀

氛围%激发换位思考%使学生体验患者角色%并感受不同情境下

护士情感'语言对开展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5

*

&调查问卷显示%

通过该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人文关怀和服务意识&例如%让护

生体验肺功能较差的肺气肿患者%护生能够了解到患者被疾病

困扰后的痛苦%从中感知帮助患者接受健康教育的重要性&通

过向患者耐心讲解'认真示范呼吸功能锻炼技巧%不仅可以缓

解患者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让其感受到患者需要在温馨舒适

环境得到尊重和关爱%从而促使护生在今后工作中更好地运用

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为患者服务&

$2$

!

护理教学融入人文素质教育能促进沟通交流及团队合作

!

良好的护患沟通是提高优质护理质量关键因素%据统计%由

于医护与患者或家属缺乏有效沟通而引起的医患纠纷占医患

纠纷总数的
31+

"

51+

)

7

*

&教学中注重言语表达与沟通%从

讨论准备到反思点评%从实践中对患者亲切问候到肢体语言%

从对家属安慰到健康宣教%让护生积极参与其中%将沟通交流

锻炼融入到学习每一环节&此外%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仅

靠个人努力远远不能满足工作要求%很多护理工作开展与团队

成员协作密不可分&在教学中有些学习任务需要小组为单位

共同完成%在讨论过程中大家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在课堂中配

合默契%相互鼓励%从中能够感受整个小组融洽气氛%这样能促

使护生在今后护理工作中感受集体力量的重要性&本研究通

过问卷调查显示%

7!27+

和
562:+

同学认为该种教学方法对

提高其沟通交流'团队合作有所帮助&另外%有少数同学认为

与传统教学方式没有差别%这主要与护生对教学方法不太适应

和性格因素有关%针对此种情况%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协调组

员分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2"

!

护理教学融入人文素质教育能提高学生身体心理素质
!

护士在面对患者和家属时%除了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良好沟

通技巧及团队合作精神外%还需要灵活应变的身体心理素

质)

41

*

&护士服务具有多样化和灵活性的特点%面对突如其来

紧急事件和危重患者%能够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非常关键&

课堂教学中注重心理素质培养%通过让学生体验突发事件%有

利于护生理智'沉着'正确地对待患者&例如一位消化性溃疡

患者突然发生上消化道大出血%面对该种情况让其体会护士角

色%有些护生初次遇到这种情景%出现不知所措'焦虑不安'恐

惧等情绪反应&此时针对该种情况%教师引导护生如何保持冷

静和镇静%指导学会稳定情绪技巧%从而提高其心理素质&

总之%本研究组对内科护理教学中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并将

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其中%这不仅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

果%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人文关怀意识'促进!下转第
!5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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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采用药物'内镜'介入和外科手术的综合治疗措施&发生食

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可行剖腹探查
a

门奇静脉断流或分

流术和!或#脾脏切除术
a

肝组织楔形活检%甚至行肝移植&若

无消化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则采用保守治疗原发疾病及合并

症&

G)LRBB@

等)

40

*发现使用熊去氧胆酸治疗
ZGP=

合并肝酶

学!转氨酶'

[[9

#异常时%不仅可以有效恢复酶学指标正常%

而且可以持续改善门静脉高压症&

综上所述%

ZGP=

发病罕见%发病机制不明确%临床表现

不典型%无特异性影像学表现%临床诊断较困难&尽早获得肝

组织活检%行病理检查可明确诊断&本病的预后取决于原发病

及合并症的严重程度%积极处理多能获得良好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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