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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余　珊，缪希松
（昆明学院 医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总结分析现有护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应用型、创新性护理人才培养目标的差距，探讨应用

型本科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思路．提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突出专科化特色；优化课程结
构，进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教学模式改革及培养学生解决护理实际问题能力的实验教学模式改革；建

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打造双师型结构师资队伍等构建应用型本科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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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４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
段以来，新建本科院校的数量快速增加，规模不断

扩大，已经成为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承担

者．但新建本科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同质化，培
养模式趋同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如何构建特色鲜

明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新建本科院校的重

大课题［１］．我校是 ２００４年升本的本科院校，自

２０１０年开始招收护理学本科专业学生以来，两届
３００多名毕业生已经走向社会，就业率达 １００％，
用人单位反映我校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基础理论扎

实，实践能力较强，但创新能力略显欠缺．为保障
应用型护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我校曾于

２０１２年对护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
订．与２０１０版相比，应用型专业特色有所增强．但

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医疗卫生改革的深化，

医疗、保健机构岗位及人民群众对护理人才的培

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有的护理
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在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

构建、教学内容及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与社会需

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性高素质护理人才相

比，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及不足．其中包括人才培养
方案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课程体系构建不能突

出护理专业特色，缺乏学生自主学习空间；教学方

法及评价手段单一；培养规格同质性，缺乏延伸特

色等．因此，有必要及时总结专业建设情况，分析
护理人才需求，深入开展应用型本科护理学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使人才培养方案满足不断变

化的社会需求．



１　现有本科护理学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１１　培养目标定位对专业人才核心能力的表述不
清晰

　　我校２０１２版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
具备人文社会科学、医学、预防保健的基本知识及护

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在护理领域

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老年护理、护理管理、护理

教学和护理科研的上手快、后劲足、能创新的应用型

护理人才．毕业生可在各级医院、社区、高等医学院校
工作，并能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这样的培养目标定
位太过宽泛，应用型本科特色不鲜明，与学术性护理

专业人才无明显区别，对护理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护

理核心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临床决策能力、沟通交

流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没有完整清晰的表述［２］．
１２　课程体系构建不能突出护理专业特色，缺乏学
生自主学习空间

现行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总学时高

达３０１２学时，课余时间较少，且必修课占总学时
８０３％，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空间．在课程进度计划上，
学生在第１学年主要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及部分医学
基础课程，在第２学年开始接触护理专业相关课程，
到第３学年才安排临床见习．学生不能早期接触护理
专业相关课程及临床环境，不利于尽早培养专业思

想．在理论课与实验课的比例上，除开毕业实习的集
中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学时仅占总学时２１５％，
难以体现护理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在实验教学内容
上，前期医学基础课实验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后期专

业课实验以单项技能训练为主，缺乏综合性、创新性

实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及综合运用护理

知识及技能为患者实施整体护理的能力．
１３　教学方法及评价手段单一，对学生能力及素质
的培养欠缺

据统计，我院护理学专业专任教师在教学中

９０％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教学，且学生学业成绩评
价以期末考试为主，占总成绩７０％．这种教学及评价
模式致使学生对学习过程及实践训练的重视程度不

够，且人文素质方面的课程仅占总学时４６％，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也容易忽视对学生能力及素质的培养．
１４　培养规格同质性，缺乏延伸特色

现行人才培养方案强调了护理专业人才在知识

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方面的基本规格，这种基

本规格，也是本科医学教育标准—护理学标准中要

求的基本规格，与国内其他地区、其他高校护理人才

培养的规格基本相似，有较高的同质性，而缺乏在基

本规格上的特色延伸．

２　构建应用型本科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思路

针对现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按照应用

型、创新型高级护理人才的特征及核心能力要求，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以及教育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护理学为指南，通

过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对用人单位及行业专

家进行访谈，结合我校办学定位及办学条件等情况，

我们提出了构建应用型本科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思路．
２１　制定突出专科化特色及岗位胜任力的人才培
养目标

紧紧围绕岗位需求及护士核心能力制定人才培

养目标，突出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人际沟通能力、扎实

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临床护理实践能力，自主学习、

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能适应医疗机构临床护理及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卫生保健机构工作，并在老年护

理、社区护理、医学文秘、母婴保健方面有一定特长

的高素质护理人才［３－４］．
２２　优化课程结构，构建本科应用型护理人才培养
课程体系

围绕核心能力精选课程，减少课时量，总学时控

制在２６５０学时内．均衡安排第１学年至第３学年课
时，每学年周学时控制在２２学时内．

早期植入“护理学导论”“护理美学与礼仪”“护

理伦理学”等课程，让学生尽早接触专业相关课程，

将人文素质教育贯穿在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临

床各阶段教学环节的始终．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
课，将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调整到６５％∶３５％．并在
选修课上进行专业特长分化，开设高级养老护理员、

育婴师培训及资格证考试，开设医学文秘选修课程，

并聘请行业专家担任选修课主讲教师，使学生在达

到基本培养规格的前提下能够学有所长．增加实践
教学学时数，使理论课与实验课学时比例达到

０６∶０４，强化实践教学环节［５］．
２３　进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改革

改变以讲授法为主的满堂灌教学模式，采用

ＰＢ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ＣＢＬ（以病例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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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法）、情景教学、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

开发在线课程，尝试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突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６］．
２４　实验教学方法及模式改革

建设模拟医院，购置常用医疗设备及高级多功

能模拟人，打造高仿真临床学习环境；建设高质量的

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院校合作，早期开始安排临床

见习，实现早临床，多临床教学；尝试理实一体化教

学模式，开展综合性、创新型实验，综合性、创新型实

验在实验教学中所占比例达到３０％，锻炼学生的临
床护理思维及处理护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开放实验

室，增加学生课外实践训练机会，并由学生自主管

理，锻炼学生的管理协调能力．
２５　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

价占总成绩４０％以上，引导学生注重学习的过程
及知识与能力的积累；采用 ＯＳＣＥ（客观结构化临
床技能考试）进行学生技能考核，全面评价学生综

合应用护理技能处理临床问题的能力［７］．考核模
式多元化，在知识 ＋技能考核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学生的学习态度、讨论发言及回答问题、完成作

业、实验报告等情况，全面反映学生的知识、能力

与素质．
２６　双师型结构师资队伍打造

结合贯彻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及云南省实施细则的通知精

神，有计划地安排专任教师到临床进修学习，加强与

附属医院的紧密合作，开展临床医护人员教学能力

培训，实行临床教师与学校专任教师双向交流，保障

教学与临床不脱节．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为３５岁
以下青年教师聘请临床导师，促进青年教师临床实

践能力的提高，鼓励教师在职提高学历，参加各种学

术活动及访学，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建设一支专兼结

合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保障应用型护理人才

培养质量．

３　结语

应用型本科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是

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对于我校这样的新建本科

院校来说，又是护理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目前的
思考和设计，还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运用并不

断修订，才能探索出真正适合应用型护理学本科人

才培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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