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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护理学随着医学的进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与此不协调的是对护士的职业精神培养却远远落后于护理

技术的发展(

#

)

!实习护理专业学生&简称.护生/'在医院里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集实习护生与医务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于一

体!从实习护生的培养过程来看!实习阶段既是他们步入社会

的过渡时期!又是他们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阶

段!更是实习护生职业精神培养的关键时期(

/

)

!实习医院和带

教教师应全力以赴强化这一时期的职业精神教育"为探讨实

习护生职业精神的认知现状!笔者对在涪陵中心医院和涪陵区

人民医院的实习护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探索创新

临床带教中实习护生职业精神培养的模式与途径"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

年
0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6#

名在重庆市涪陵区人民医院和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临床实习

的护生为调查对象"

/6#

名实习护生中高职护生
>>

名!占

/34,$?

!中职护生
/#0

名!占
7>40#?

"

@4!

"

方法
"

采用现况调查方法!根据查阅文献#咨询专家设计

,实习护生医学职业精神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对

职业精神和生命价值观的认知/.对患者的关爱/.将患者健康

利益放在首位并尊重患者自主权/.对医疗纠纷和医疗风险的

认知/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重要性认知/等内容"调查开始

前!对调查员集中培训!采取现场集中发放问卷!现场回收的方

法!共发放问卷
/6#

份!其中有效问卷
/73

份!有效率
$74#0?

"

@4#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数资料采用构成比#百分比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

"

结
""

果

!4@

"

实习护生学医心态调查
"

见表
#

"

表
#

""

实习护生学医心态结果$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为什么选择护理专业

"

父母的选择
#/> ,>4/

"

个人兴趣爱好
,6 #74>

"

就业考虑
$- 3/43

"

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
$ 343

职业精神是什么

"

科学精神
, #>4,

"

人文精神
3- ##4-

"

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6 734-

护士职业精神比其他行业的职业道德更高尚

续表
#

""

实习护生学医心态结果$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

是
#0> 074-

"

否
#-/ 374-

"

无所谓
#0 >4-

护理专业技术和职业道德哪个对护士更重要

"

专业技术
3- ##4-

"

职业道德
70 /74-

"

一样重要
#>6 >/4-

"

无法判断
- -

!4!

"

实习护生医学职业精神认知现状
"

见表
/

"

表
/

""

实习护生医学职业精神认知现状&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项目
"

"

等待家属交了医药费之后再抢救
> /4/

"

不救
- -

"

不知道该怎么做*

> /4/

"

医生应该尊重患者的自主权
### ,#4-

"

按患者或家属的意见办
/# 747

"

行使医生的特殊干涉权!积极为患者治疗
#,# 0#4>

项目
J

"

两者都很重要
#/- ,,4-

"

人文科学对护士的发展影响更大!更深远
$> 304#

"

自然科学更重要!其实用价值大于人文科学
,6 #74>

"

人文科学没有价值!不学也可以
$ 343

""

项目
"

$患者病情危急!患者或家属仍错误地坚持己见!你该怎么

办* 项目
J

$你觉得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两者对护士的重要性

如何*

!4#

"

对目前护患关系的认知
"

见表
3

"

表
3

""

对目前护患关系的认知&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项目
"

"

医院和医生追求经济效益
#/ ,4,

"

部分医生不负责
07 /-46

"

患者的期望值过高
70 /7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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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

对目前护患关系的认知&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

新闻媒体对医患关系的负面报道
,6 #74>

"

一些患者不讲道理
76 /640

项目
J

"

就医患者多!护士工作量大
#0$ 064-

"

医患双方的利益关系突出
>- //4-

"

护士医德情感缺乏
/7 $46

"

医患双方医学知识背景的差异
/7 $46

项目
!

"

护士
#/ ,43

"

患者
#/ ,43

"

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在于护士
3$ #,43

"

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在于患者
3- #-4$

"

责任各半
#6- >04$

项目
H

"

采纳患者的意见
/, $4-

"

按医生的意见办
/# 64-

"

请患者出院!另请高明
$ 34-

"

医患双方应充分沟通!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

尊重患者的选择
/#$ 6-4-

项目
.

"

医者利益第一
3- ##4-

"

医患协调解决
#,# 0/4-

"

通过第三方协调解决
#-/ 374-

""

项目
#"

$你认为造成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 项目
J

$

你认为现在护患双方在情感上缺乏交流的主要原因是* 项目
!

$你认

为当前出现的一些医疗纠纷!其责任者是* 项目
H

$患者与医生对治疗

方案意见不一致时!医方该怎么办* 项目
.

$当医患双方利益发生矛盾

和冲突时!你认为该怎么办*

!4"

"

对患者利益冲突的认知
"

见表
,

"

表
,

""

对患者利益冲突的认知&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项目
"

"

患者利益第一
/-7 7>4-

"

个人技术的发展
0# #$4-

"

自己或医院的经济利益
#0 04-

项目
J

"

可以这样做
#0 040

"

不可以这样做
#/> ,>4/

"

要患者同意!可以这样做
#/$ ,743

"

不征求患者意见!可以直接这样做
3 #4-

""

项目
"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你认为应该把什么放在首位* 项目

J

$你如何看待医生诱导患者使用高价药和做高新医学技术检查的现

象*

!4G

"

对从事护理工作的职业幸福感来源认知
"

见表
0

"

表
0

""

对从事护理工作的职业幸福感来源认知&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项目
"

"

物质回报
07 /-4$

"

诊治技术和成果进步
#6- >04$

"

诊治效果好!患者获得了健康
/// 6#43

"

社会尊重和认可
/-, 7,47

"

为医学的神圣和个人信仰而奉献#探索的过程
#03 0>4-

项目
J

"

有崇高的职业理想和信念
/3, 6047

"

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
/-, 7,47

"

技术高超#业务精湛!其他无所谓
#-/ 374,

"

献身科学!取得显著科学成果
##, ,#46

""

项目
"

$你认为从事医疗工作的职业幸福感主要来源于* &多选

题'%项目
J

$你认为成为一个医学大家的重要条件是* &多选题'

!4H

"

新常态下职业精神养成途径的认知
"

见表
>

"

表
>

""

职业精神养成途径的认知&

/1/73

'

项目
/

百分比&

?

'

项目
"

"

社会实践
/0/ $/43

"

临床实习
/,- 674$

"

日常行为的养成
/// 6#43

"

课堂教育
#$0 7#4,

"

学术活动
#7# >/4>

"

文化活动
#0$ 064/

项目
J

"

没有
,0 #>4-

"

偶尔
//6 6,4-

项目
!

"

没有接受过
#6 >4-

"

接受过!但极少
#7, >,4-

"

接受过很多
6# 3-4-

项目
H

"

在校期间
#-0 364-

"

真正从事医疗工作以后
#>/ 0$4-

"

无所谓
> 34-

""

项目
"

$你认为职业精神养成的途径有* &多选题'"项目
J

$生活

中是否有涉及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宣传#氛围#舆论或文化* 项目
!

$课

堂教育中是否接受过专门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 项目
H

$.医者必须

有崇高的职业精神/这一概念应该何时建立*

#

"

讨
""

论

""

护士职业精神是指护士在与患者的交往实践中所表现出

的基本从业理念!价值取向!职业人格!职业准则及职业风尚的

总和(

3

)

"涵盖.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关爱生命#无私奉

献#患者利益至上的职业准则和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价值取

,>#3

重庆医学
/-#7

年
6

月第
,>

卷第
//

期



向(

,

)

"临床上对新护士进行职业精神的培养!既是社会发展的

需求!也是.十三五/,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

/-#>2/-/-

年'-要求"

#4@

"

贯彻执行,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

/-#>2/-/-

年'-

"

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0

)

!首先!临床带

教教师常年进行职业精神培训!如!护士的慎独精神及如何成

为一个优秀的带教教师等"其次!完善带教教师的选拔任用机

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聘用机制(

>

)

!融合职业精神培养与

临床能力提高于一体的带教模式"

#4@4@

"

带教教师的言传身教
"

由于护生到医院会被零散地分

到各个科室!实习阶段对护生进行集中化的职业精神教育难度

较大!培训的担子就交到了临床带教教师身上(

>

)

!而在当代医

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努力刻苦!最能够影响其身心

发展的就是教师(

7

)

"所以!作为带教教师!他们本身就是影响

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环境/

(

6

)

"带教教师的职业精神对实习

护生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引导作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带

教教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作风也会对护生起到潜移默化的

教育作用(

$

)

"

#4@4!

"

创新带教方式
"

医学职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

由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性质共同决定

的(

#-

)

!首先是护生进入临床科室前的岗前培训!特别强调敬畏

生命#尊重患者权利#保守患者私密的意识#促使其不断在实践

中践行和内化医学职业精神(

##

)

"其次是借助微信#微博平台

载体开展护生的职业精神教育!三是对护生实习期间实行,实

习护生积分制管理-!重点关注实习护生后期的责任意识!达到

知#行合一的带教目标"

#4!

"

在带教中加强对护生的人文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

#4!4@

"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巩固专业思想
"

进入实习

阶段的护理专业学生!已具备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但社会阅历及经验不足!分析问题#认识问题不全

面!思想不稳定!实习医院和带教教师可以利用各种渠道和方

式宣传具有高尚医德情操的医学专家!安排在护理岗位上工作

不久又有突出成绩的优秀护士谈理想#谈体会#谈感受!激发实

习护生从事护理工作的幸福感和荣誉感"

#4!4!

"

培养护生职业认同感
"

现在临床上的护生优越感较

强#计较#自我#叛逆"部分护生并非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

护理专业!应结合实际案例!让护生看到患者的痛苦#期望和护

理工作所起到的作用!激发护生的同情心#责任心和爱心!增强

职业认同感"

#4!4#

"

培养护生尊重患者及责任感
"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

帮助%总是!去安慰/!揭示了医患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本

质(

#/

)

"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对患者的诊疗水

平!甚至于有时医生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胜过了药物和技术"

#4!4"

"

培养护生的团队精神
"

有的护生无集体荣誉感!缺乏

团队精神!在思想上加以正确引导!在方法上以鼓励为主!对他

们的进步及时给予肯定!让护生树立.主人翁/精神和团队合作

精神"

#4#

"

注重临床带教中职业精神培养效果评价
"

应当定期与不

定期对护理带教进行效果评估!严格临床护理实习实训管理!

全面提高临床护理带教质量"

"

"

小
""

结

""

实习护生是护理队伍的后备军!培育护生的职业精神!是

现代医学模式和优质护理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健康中国

/-3-

/规划"调查结果可见!实习护生的职业精神总体情况较

好!但仍然需要对其有待提高的负性职业精神行为有针对性地

加强职业精神的理论与实践培训!不断探索新的带教方式!减

少.灌输/!增加.渗透/

(

#3

)

!深刻认识到失去了医学人文关怀!

医学就失去了灵魂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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