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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仁爱/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伦思

想#近年来!国内护理人文教育工作者强调医学教育

包括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介入!涉及护理本科生$以下

简称护生&身心调控及与社会的和谐!而医学人文精

神是医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目前鲜见研究者结

合心理学对护生仁爱动机规律进行探究)

+V-

*

#行为转

变规律是以社会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基于人的实际需

求与行为变化过程!重塑人良好的行为习惯#曲巍

等)

(

*指出医学人文教育的起点始于新生入学之时!而

第一学年护生是角色适应"心理转换"仁爱理念形成

的重要阶段!更是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仁爱理念"

践行仁爱行为的生力军!正确引导护生的医学仁学方

向!是高等医学教育的职责所在#因此!本研究结合

心理学原理对护生仁爱行为培育前"后进行跟踪访

谈!从而探讨第一学年护生仁爱动机规律!现报道

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0!

!

研究对象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选取贵州省某医

学院校
-.+A

年
I

月入校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分

别在实施仁爱行为培育前"后两个时间段进行跟踪访

谈#纳入标准%

-.+A

级护生'自愿参与并签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未全程参与仁爱行为培育#研究样本

量以访谈所得的资料重复"不再有新的主题出现!内

容达到饱和为标准#最终访谈对象为
-.+A

级护理本

科生共
++

人!依次编号
2

+

#

2

++

#男生
-

人!女生
I

人'年龄
+'

#

-.

岁#

!0"

!

方法

!0"0!

!

资料收集方法
!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

象学研究方法!对护生进行面对面深入访谈以收集资

料#研究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拟定访谈提纲!结合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后最

终确定访谈提纲#访谈开始前向受访护生讲明本次

研究的目的"意义并承诺保密!获得同意后采取不记

名方式对护生进行访谈并且同步录音#研究者创造

安静"安全"轻松的交流环境!以受访者方便为原则#

在不诱导的前提下鼓励护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每

名护生访谈时间为
-.

#

(.9>?

#

仁爱行为培育前期访谈以一个开放性问题%.你

想象中的大学怎样1 又期待怎样的大学氛围1/为引

导进行#仁爱行为培育后期通过$

+

&你怎么看待和评

价为期一年的仁爱行为实践培育'$

-

&通过系列的仁

爱行为实践培育你有什么收获'$

(

&从你自身角度来

说!哪种仁爱行为培育更能激发你的仁爱动机'$

&

&如

要完善此仁爱行为培育方案!你有什么意见1 共
B

个

提纲为主线进行#

!0"0"

!

资料分析方法
!

访谈结束后由研究者对访谈

中的录音进行逐字逐句整理!包含受访者的语言与非

语言行为!如表情"语音"语调"停顿等!表情及音调的

抑扬顿挫采用田野笔记针对问题进行着重记录及对

遗漏的细节进行补充#采用
GQM37dd7J

步分析

法)

&

*

!仔细阅读所有访谈资料'提取重要陈述'对反复

出现的表述"现象及事物进行排序"重组及分类编码'

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辨别

相似的观点!升华主题概念'返回参与者求证#然后

研究者根据收集的资料重构主题!最终形成描述#

"

!

结
!!

果

!!

根据资料分析"归纳仁爱行为培育前"后期第一

学年护生对仁爱行为培育的真实想法"需求及体验!

前期提取
&

个主题%自我需求与期待"自我定位与认

定"仁爱行为动力根源"仁爱行为培育需求#后期提

取
&

个主题%自我成长体验"自我情感流露"自我行为

反思"自我意见反馈#

"0!

!

自我需求与期待

"0!0!

!

轻松"自由的校园环境
!

多数受访者表示渴

望大学环境轻松"自由#有受访者希望大学生活能够

感受到文学"艺术等气息!期待青春"朝气蓬勃的氛

围!还能感受到归属感!像家一样的感觉#

"0!0"

!

强烈"迫切的社交需求
!

多数受访者反馈希

望在大学校园广结伙伴!获得友谊#有受访者希望每

天能有几个好朋友一起吃饭"一起玩!像高中生活一

样!愿意加入社团!多认识新朋友#

"0"

!

自我定位与认定

"0"0!

!

自我评价
!

两名受访者表示自己是善良的

人!小时候养的小鸟死掉都会哭#两名受访者表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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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没有爱心!因为从小就是留守儿童!除了亲人对自

己好!其他感受不到什么!感觉别人的眼光都很冷漠!

所以对身边的人就不会特别关心#

"0"0"

!

缺乏主动性
!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缺乏主

动性#一名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想过和老师沟通!因为

从小就有点不太敢靠近老师22既想得到老师关心!

但是又害怕靠近老师#

"0#

!

仁爱行为动力根源

"0#0!

!

亲情之爱
!

可能受我国几千年传统.仁者亲

亲/的影响!

++

名护生均表示对自己父母有强烈的关

怀之情#

"0#0"

!

怜悯之情
!

可能受传统儒家.爱人如己/的熏

陶!多数护生表示在生活中看到老弱病残会激起怜悯

之心#

(

名受访者认为看到残疾人!就会觉得很可怜!

看到养老院"残障院老人及小孩的生活环境!就觉得

他们真的很需要关心#

"0#0#

!

教育之感
!

榜样示范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久

远的影响着历代华夏儿女的思想#部分护生表示老

师从小就教育要给老弱病残让座!父母从小就教育怎

么去关怀别人!看影视剧"公益广告也会激发仁爱

之心#

"0#0C

!

经历相似
!

多数护生表示相同经历的情绪体

验能触发内心情感共鸣!激发自己的保护欲#当别人

的经历和自己一样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去帮助他们!

当看到一些人和事!就会想到自己的爸妈!感觉爸妈

在烈日下劳作!自己很不忍心!非常触动#

"0C

!

仁爱行为培育需求

"0C0!

!

表现强烈培育需求
!

++

名受访者均表示仁爱

行为培育很必要!作为医学生应具备善心#他们认为

学护理肯定要具有仁爱思想和一颗善心!不管是对朋

友还是将来对患者!甚至对小动物都应该具有善心#

仁爱行为培育对年轻人比较重要!像现在社会上的碰

瓷!就是缺乏仁爱方面的培育!接受仁爱培育可以完

善自己的人格#

"0C0"

!

体验为主互动相伴
!

++

名受访者均表示希望

变传统培育模式为互动体验式培育#可以组队去养

老院和孤儿院!可以参加社会团体活动!可以观看视

频!或者感受临床中的真人真事#

"0D

!

自我成长体验

"0D0!

!

收获了亲情友情
!

护生在培育中感受到亲情

友情的可贵#通过仁爱行为培育!促进了同学之间的

友谊!激励同学们怎么去关心身边的人!懂得了亲情

友情的可贵#通过拓展!让自己和同学之间的感情更

深厚"更加了解彼此!加强了班级的凝聚力和情意#

"0D0"

!

领悟了护理价值
!

培育后护生对护理职业有

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

(

名受访者表示!通过观影和

榜样激励让自己离临床更近了!了解发生在老师身边

的事!知道医患之间应该怎样沟通!给自己提供了一

些经验#经过老师的分享!觉得护理工作虽然累!但

能在工作中意外的收获很多感动!对工作也多了一份

期待#

"0J

!

自我情感流露
!

感动的氛围"场景"片段历历在

目!护生流露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体验#拓展特别让

人想流泪!观影让好多同学泪流满面!从最开始不能

接受这个专业!现在慢慢接受!甚至变得喜欢了#

"0O

!

自我行为反思
!

培育唤醒了护生以往与仁爱行

为冲突的回忆!促进护生进一步的成长#一名护生表

示%.培育后让我明白!我们的爱心不能单单对父母和

亲人!对患者说话也不能急躁!因为他们都病了!医护

人员给他们关爱!他们会好受一点/#另一名护生认

为%.经过培育我感觉我性格发生了改变!我以前是个

特别内向的孩子!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现在真

的好了很多22我以前对学习特别迷茫!不知道以后

该干什么!通过培育!特别是临床老师的激励!我慢慢

有了自己的目标!让我改变了很多/#

"0P

!

自我意见反馈
!

培育后的真实体验反作用于护

生的真实需求!为进一步完善培育方案提供了依据#

(

名受访者希望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而不是一部分人

参与!希望培训形式方面更考虑护生的参与度"认同

度!不要太古板#

#

!

讨
!!

论

#0!

!

设计需求为中心的引导方式及强化仁爱动机为

目的的激励原则
!

心理学强调人在各阶段有不同心

理需求)

A

*

!

321H4e

等)

B

*研究证实满足学生需求有

助于行为角色发挥!冯跃林等)

J

*赞成根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设计与医德教育相关的内容#仁爱行为培育前

期访谈!护生对大学新环境的期许及需求不尽相同#

首先!从.需求层次论/分析!初次步入大学校园的护

生.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较从前减弱!对校园物理层

面需求增强!这对实现护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

自我转变"自我成长"自我发展有一定的正向引导作

用'其次!离开父母多年的庇佑来到新的环境!护生渴

望友情的社会情感需求表现突出!渴望广交伙伴"获

得友谊#因此!以.护生需求/为中心的引导可针对性

强化护生的学习动机"了解护理内涵!树立正确的职

业价值观'通过强化护生尊重"包容的情感体验!树立

护生的仁爱意识#

.动机/是激发个体实现行为目标的动力源泉!本

研究发现!第一学年护生知识"情感"认知"信念差别

大!对.仁爱/理解参差不齐!分析可能与几千年中国

传统文化以亲情为纽带向外辐射的感情积淀有关!当

护生远离父母初次踏入大学校园!扩大了护生内心对

亲情的理解"珍视和重视'其次!护生对老弱病残等的

怜悯不仅与生俱来!对护理专业的大学生而言更是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再次!从小父母"老师给予

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对其产生持续的良性刺激!以一

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护生的仁爱理念'最后!以

往特殊的亲身经历产生的影响#与国外证实动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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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导向的实践是实现预期学习结果的基石不谋而

合)

J

*

!因此!强化仁爱动机为目的的激励原则是探寻

护生仁爱行为的基本保障和重要途径#

#0"

!

情绪唤醒及知觉刺激后的自我决策利于护生仁

爱信念养成
!

研究表明!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存在密

切关系)

'

*

!

-.+(

年英国将人文教育纳入到整个护理教

育阶段!强调护生对未来角色的理解与领悟!培育护

生关怀的人格倾向)

I

*

!黄春等)

+.

*也提出加强医学生人

文素质教育不仅有助于提升医学生综合素质!而且有

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成效#心理学表明情绪可引

导个体立即采取行动!心境可指导个体思考或沉思#

后期访谈可知!护生经过一年培育表现出怜悯"感动"

后悔等多种复杂的情绪与心境!与国外学者对人文关

怀的情感文化研究结果相近!证明有效"分阶段"系统

的仁爱行为培育养成了护生感悟.仁/内涵与外延的

能力!情绪唤醒把护生过去记忆中与.仁爱/相关的状

态归属于现阶段同一个.我/中!将护生过去各部分经

历与.仁爱/进行连接"筛选"归类!意识转变渐渐地影

响本能反应应对'每个意识上的变化又引起护生情绪

上的波动!从而将培育中的益处与以往的生活经验进

行鉴别!使护生不断自我分析"自我评价"自我肯定#

知觉指个体为了给自己所处的环境赋予意义!组

织"解释他们感觉印象的过程)

A

*

!由于培育中注重仁

爱氛围烘托"仁爱情景再现"仁爱实践体验!强调.感

中悟
V

悟中学
V

学中做
V

做中感/的循环往复!培育过程

重视现代护理人文素养与深层传统文化内涵"行为训

练与实践价值相结合$图
+

&#从访谈结果可知!第一

学年护生对护理仁爱"职业道德等概念较模糊!通过

培育护生感知了护理的内涵"关怀的力量"收获了友

谊与亲情"通过自我反思及自我承诺!刺激了护生视

觉感官的.隔远印象/和实践行动中的.在地印象/!引

发护生自我承诺"促使护生内心情感自然欲求转化为

对他人的关爱#自我认定和决策成为护生践行仁爱

的持续动力和坚守的行为准则!有利于护生仁爱信念

的养成#

图
+

!!

护理本科生体验式仁爱行为循环图

#0#

!

自我意愿及需求呈现后的反馈刺激利于护生仁

爱行为养成
!

本研究表明%仁爱行为培育易受认知与

环境"生理与精神需求"时间与空间等影响$如图
-

&!

导致仁爱行为展现弱化!护生会根据自己所体验到的

情绪"心境提出反馈意见"实际需求等!以此来作为自

我表层与深层行为展现的依据!与国外学者验证学习

反馈感受性研究类似)

+-

*

#因此!应重视护生在培育过

程中的感觉记忆"心理拟想和实际需求!针对护生自

身成长与收获!及时反馈护生未满足的心理需求!以

此作为进一步仁爱行为强化的新动力源泉!促进护生

仁爱价值观与关怀人格的养成#

图
-

!!

护理仁爱行为动力循环图

C

!

结
!!

论

!!

人本主义教育观提出教育需以激发学生的理想"

兴趣为动机)

+-

*

#本研究反映护生对仁爱行为培育需

求强烈!但成长各阶段需求不同!受成长环境"个人经

历及理念熏陶等因素影响!护理教育者应根据心理学

原理针对护生成长背景及规律"心理需求及体验探索

积极有效"渐进连续的培育方式#通过心理学原理加

强护生自我认知的能力!利用情感体验树立护生健康

的人格!从而引导积极的价值取向!不仅契合现代人

本主义教育观!还对促进护生个体综合素质发展!形

成共同的职业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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