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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模式视角下高职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教学“123”
融合式改革方案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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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护理教学“123”融合式改革方案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

取某高职护理学院2017级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实施老年护理教学“123”融合式改革方案,比较干预前后

效果。结果 干预前后高职护生对老年人态度及老年护理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职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教学“123”融合式改革方案对提升高职护生对老年人态度及老年护理能力具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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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近2.5亿,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超过4
 

000万人,其多伴随各种慢性疾病和日常

生活能力下降[1-2],护理需求较高。研究显示,我国养

老机构对老年护理专科学历护士的需求率达50%,但
其老年护理能力仍显不足。增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

老年护理能力已成为提升照护质量的重要举措[3-4]。
然而,我国高职院校老年护理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培养体系不完整、内容冗杂等问题[5-7]。因此,本
研究基于现代医学模式视角,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中

构建并应用老年护理教学“123”融合式改革培养方

案,分析其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重庆市某高等护理职业学

院2017级3年制护理专业学生(简称护生)作为研究

对象,分别于入学后1周、第1学年末、第2学年末、
第3学年轮岗结束时采用问卷进行调查。每轮发放

问卷430份,有 效 回 收 率 分 别 为94.9%、98.1%、
96.5%、99.5%。
1.2 方法

1.2.1 老年护理“123”融合式教学培养方案的构建

基于前期研究[8],由5名老年护理教育专家、7名

高职教师、4名老年病科护士长组成研讨小组,初步构

建培养方案。“123”融合式即“一条基线”(原高职护

生培养路径),“两个方面”(理论与实践教学),“三大

维度”(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需要),“嵌入式”及
“链式”改革相融合。“现代医学模式”指的是摆脱以

往以疾病为中心的理念,以人为中心,从生物、心理和

社会的水平上认识人的健康与疾病[9-10]。该培养方案

以护生入学第1个月内举行老年护理人文关怀主题

讲座为开端,嵌入式教学内容除《患者安全》在第2学

期开展,其他均与链式增设的两门老年护理课程在第

3学期进行,人文选修课程则参照必修课学分计算于

第1、2、3学期护生进行自主选择。实践环节包括认

识实习、跟岗实习和第二课堂,认识实习于第2学期

理论授课结束后进行,跟岗实习则在第4、5学期进

行,第二堂课作为教学计划之外的活动参与,以1周

的时间折算1学分,护生按学分要求进行参与。
1.2.2 老年护理“123”融合式教学培养方案的实施

培养方案主要从老年护理知识强化、老年护理正

向态度培养、老年护理实践能力提升方面开展实施,
具体步骤如下:(1)老年护理知识强化。将老年护理

相关教学内容横向嵌入该专业其他课程中,如将《护
理学基础》

 

中与老年护理相关生理健康内容嵌入《老
年护理学》;在原培养课程体系中“链式”独立增设《延
续护理》《老年护理技能》课程;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
包括代际服务学习[11],促进学生与老年人双向互动。
(2)老年护理正向态度培养。院校教育是培养老年护

理正向态度的重要环节[12],为此开展入学老年护理人

文关怀专题讲座;增设养老机构、社区老年人服务志

愿者活动第二堂课及人文选修课程。(3)
 

老年护理实

践能力提升。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

径[13],本研究从增加老年护理校内及校外实践入手,
其中校外实践包含认识实习、跟岗实习,培养老年护

理基本技能及综合能力。
1.2.3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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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老年护理能力评估量表

采用自行编制的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学生老年护

理能力评估量表,内容包括:(1)人口统计学资料,包
括年龄、性别、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2)老年护

理能力量表,包含老年护理实践能力、专业发展指导

能力、沟通协作能力、法律伦理素质4个维度,共35
个条目。该量表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CVI)为
0.800~1.000,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S-CVI)为
0.930,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971,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数0.918~0.940,重测信度为0.904,
信效度良好。本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1分

“没有能力”到5分“很有能力”,得分越高表示能力

越强。
1.2.3.2 老年态度量表

采用中国台湾学者 YEN等[14]汉化的老年态度

量表,用于测量护生对老年人态度。该量表 Cron-
bach's

 

α系数为
 

0.82,共34个条目,其中包含17个

正向态度条目和17个负向态度条目。量表采用Lik-
ert

 

6级评分法,从非常反对(1分)、反对(2)、有点反

对(3分)、有点赞同(5分)、赞同(6分)到非常赞同(7
分),负向分数则相反,136分为中立态度,分数越高态

度越积极。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

频数或百分率表示,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年龄17~23岁,平均(19.59±1.03)
岁,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项目 例(n) 百分比(%)

性别

 男 55 13.5

 女 353 86.5

生源地

 城市 106 26.0

 农村 302 74.0

独生子女

 是 92 22.5

 否 316 77.5

曾有同老人生活的经历

 是 365 89.5

 否 43 10.5

2.2 培养方案实施前后评价指标得分比较

与培养方案实施前(入学后1周)比较,培养方案

实施后各评价指标得分均有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培养方案实施前后各评价指标得分比较
 

(x±s,分)

项目 入学后1周 第1学年末 第2学年末 第3学年末 F P

老年护理能力评估量表总分 101.19±21.46 100.98±22.63 111.38±24.08 120.45±22.28 32.95 <0.001

 老年护理实践能力 26.00±7.81 26.42±7.71 32.11±8.04 33.81±8.25 47.24 <0.001

 专业发展指导能力 21.95±6.26 22.42±6.30 24.96±6.30 26.73±5.98 24.97 <0.001

 沟通协作能力 25.77±5.53 25.30±5.88 26.31±6.08 28.97±5.41 16.64 <0.001

 法律伦理素质 27.47±6.05 26.84±6.39 27.99±6.76 30.93±5.74 16.62 <0.001

老年态度量表总分 145.40±18.16 164.81±17.15 170.71±17.56 167.00±19.24 17.92 <0.001

 负向态度 75.23±14.77 89.44±12.27 93.02±11.34 92.52±13.38 18.55 <0.001

 正向态度 70.17±8.97 75.38±12.57 77.69±11.32 74.48±11.39 3.75 0.012

3 讨  论

3.1 老年护理教学
 

“123”融合式改革方案有效提升

了高职护生老年护理正向态度

本研究显示,改革方案实施后高职护生对老年人

态度较实施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89.5%研究对

象干预前均有同老人生活的经历,教学实施过程中,
增加了护生与老人的接触及认识,有助于与老年人建

立亲密关系,易形成对老年人的正向态度[15]。(2)高
职护生具有年龄小、可塑性强的特点,通过系统的老

年护理教育,强化了老年护理知识。此外,老年护理

知识与态度呈正相关[16-17],ALSENANY等[18]发现,
老年护理各种类型的教育干预措施,对于弥合理论与

实践之间的鸿沟至关重要,可提高学生的知识并改变

他们对老年人的态度。因此,通过“嵌入式”和“链式”
的教学改革融合,丰富并夯实了护生老年护理相关知

识,促进对老年护理正向态度形成。
3.2 老年护理教学

 

“123”融合式改革方案有效提升

了高职护生老年护理能力

老年护理能力是从事老年护理工作,扮演好专业

护士角色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态度及法律和伦理

实践能力[19]。本研究显示,干预后第3学年护生老年

935重庆医学2021年2月第50卷第3期



护理能力4个维度较干预前得分均有所提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变化主要体现于专业发

展指导能力、法律伦理素质两大维度的提升,二者侧

重于护生对老年护理发展、法律指导等评价。分析其

原因,该改革方案增设老年护理课程的同时将老年护

理相关知识点嵌入各专业课程之中,使老年护理贯穿

护生学习全程。此外,这一变化也体现于护理实践能

力提升效果显著、沟通协作能力有效激发,二者注重

护生对老人个性化护理实施步骤、进行健康教育指导

和交流等评价。究其原因,院校要求护生早实践多实

践,通过交流沟通观察并了解、熟悉老年人身心特点,
提高护生的学习感受并学以致用。此外,实现“校内

实训”“校外跟岗”“第二堂课”实践教学三合一,使学

生脱离老年护理临床实践机会有限的困境[20]。同时,
还丰富并有效利用了教学资源,充分发挥校企双方优

势,共建专业、培养“双师型”教师、共同开展技能培

训。为提高护生老年护理实践能力,校外实习基地遵

循“多元化”理念,包含了综合医院、养老机构及社区

医院。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结合“嵌入”和“链式”改革的

老年护理教学改革方案应用于高等职业护理教育,护
生在参与理论学习和实践的同时,不仅形成了传统护

理教育模式下应具备的专业能力素质,而且培养了护

生对老年人的正向态度,提高了老年护理能力,在提

升高职老年护理教育质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我国养老事业进一步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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