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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职护理专业“课堂教育教学、校园文
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医院见习实习”的“四位一体”职业素养教育体系，并构建了相应的四维评价体系。该研究
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患者评价纳入教育评价体系，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对护理教育质量进行评价，为护理教育改革提
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案例。研究结果表明，该教育评价体系能够有效提升护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为我国护理
教育的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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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４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全国护理事业发展
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要求以满足重点人群的临床护理需
求为导向，持续深化优质护理，提升护理科学管理水平，推动
护理高质量发展，加强护理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带动护理
人才培养和护理服务能力提升。优质的护理服务背后需要
良好的护理职业素养做支撑。因此，强化高职护理专业职业
素养教育对加强护理学科建设，提高护理人才培养质量，助
力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高职护理教育作为培养专业护理人才的重要途径，其教
育体系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护理人才的职业素养和未来
的职业发展。然而，当前高职护理教育在职业素养培养方面
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
不匹配等问题。护理职业素养是一个多维、动态的复杂概
念，以行为为基础的职业素养框架是当前护理教育的主流。
为此，本文提出了通过“课堂教育教学、校园文化活动、社会
实践活动和医院见习实习”四个维度，构建高职护理专业“四
位一体”职业素养教育体系；增加从患者的角度进行评价，构
建高职护理专业“学校、医院、家长、患者”四维度职业素养教
育评价体系，全面提升护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

一、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随着医疗健康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护理专业人才的培

养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高职护理教育作为专业护理
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联到护
理人才的职业素养和未来职业发展。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当前高职护理专业职业
素养教育研究成果中，部分是从概括性角度分析教育的影响
因素，提出改善对策。例如，李广智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素
养的研究》中提出通过加强新生入学教育、构建以职业素养
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等方
法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还有学者对高职护理专业学生职
业素养课程教学体系开展研究工作，如刘琴在《全程递进式
培养高职护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课程体系的构建》中设置了

第一、第二、第三课堂相融合的全程递进式的职业素养教育
课程体系。

研究发现，尽管部分高职院校已开始关注职业素养教
育，但多数教育模式仍停留在传统教学方法上，缺乏与行业
发展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环节。此外，学生对职业素养的认
识尚显不足，职业规划和终身学习意识有待加强。其主要问
题包括：一是教学内容与临床实践的脱节，导致学生难以将
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二是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创新，
无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三是校园文化活动
与职业素养教育结合不紧密，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四是社会实践活动缺乏系统规划和质量监
控，难以实现预期的教育效果；五是医院见习实习环节存在
资源配置不足、指导不到位等问题。

二、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教育现状问卷调研结果分析
为深入分析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教育的现状，构建更

为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和评价机制。项目组采用了问卷调
查的方法，问卷内容涵盖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应急处理能力以及心理支持等多个维度。问卷设
计充分考虑了护理专业的特点和行业需求，确保了调研内容
的全面性和针对性。调研对象广泛，包括患者、医院医护人
员、护理专业学生家长以及学校护理专业教师，共计收到有
效问卷１２６１份。调研对象的多样性确保了调研结果的广泛
性和代表性。

（一）高职护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认同度
调查结果显示，８１ ７６％的受访者表示强烈认同护理专业

学生应具备稳定的专业思想、强烈的责任心和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这表明在护理职业素养中，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占据
着核心地位，并且社会对护理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有着极高
的期望。在沟通与人际交往方面，有８１ ４４％的受访者强烈
认同护理专业学生应具备良好的语言文明、关心病人并展现
亲切友善的态度。这反映了在护理服务过程中，优秀的沟通
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对于提高患者满意度和建立信任关系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８２ ７１％的受访者“非常同意”护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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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需行为文明、仪表大方、举止端庄、着装整洁。此外，
８１ ２８％的受访者认为护理专业学生需尊敬师长、与工作人
员、同学关系融洽，这不仅体现了专业技能的要求，也反映了
团队合作精神的重要性。

（二）护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不足之处
调研结果显示，在对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明确性上，护

理专业学生的认同度有所下降，但仍有７３ ２８％的受访者“非
常同意”护理专业学生需能明确未来的专业发展方向。这表
明虽然大多数学生对未来有一定的规划，但仍有一部分学生
在职业规划上存在迷茫。在应急处理与心理素质方面，
７７ ７２％的受访者“非常同意”护理专业学生需能够准确、观
察病情，及时发现问题。另有７８ ６７％的受访者认为护理专
业学生需能在实施护理措施过程中沉着冷静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调研结果显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在应急教育和心
理素质培养方面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三）高职护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期望与展望
调研结果显示，７９ ９４％的受访者非常认同护理专业学生

要虚心好学，主动学习，积极刻苦钻研。这充分说明了护理
专业学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强化自我提升意愿。在
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方面，７６ ６９％的受访者“非常同意”
护理专业学生需具有奉献精神。这一点在当前社会老龄化、
疾病谱变化等背景下尤为重要，护理专业人才需要有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以满足社会对健康服务的需求。

（四）高职护理专业学生通用能力的表现
调研结果显示，护理专业学生的病情观察与分析能力得

到了较高的评价。７７ ７２％的受访者“非常同意”学生需能够
准确观察病情，及时发现问题，而７６ ６１％的受访者“非常同
意”学生需能够独立、正确地分析、判断病情变化。７９ ６２％
的受访者“非常同意”护理专业学生需能与患者和患者家属
保持有效沟通，这表明沟通能力在护理职业中的重要性得到
了广泛认可。７９ ８６％的受访者“非常同意”护理专业学生需
能熟练操作各项基本护理技术，这一比例的高认同度反映了
对护理专业操作技能的严格要求。７９ ３８％的受访者“非常
同意”学生需能在实施护理过程中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
态，给予适当的心理支持，缓解其不良情绪。

综合分析问卷调研结果，可以看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在
职业道德、沟通能力、专业技能等方面得到了积极评价，但仍
需在职业规划、应急处理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加强培养。
此外，终身学习能力、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等也是护理专业
学生需要重点培养的职业素养。

三、高职护理专业“四位一体”职业素养教育体系构建
内容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项目组认为从“课堂教育教学、
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医院见习实习”四个途径开展
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教育实践，不仅能够反映教育实践的
多维效果，还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教育质量，更有效地指导教
学改革，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进而推动护理
教育改革，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护理专业人才。

（一）课堂教育教学
在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教育中，课堂教育教学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主渠道，更
是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责任感的重要场所。通过完善涵盖
基础护理知识、临床技能培训以及职业道德和沟通技巧等内

容的课程体系构建、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模拟实践等
方式的创新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实验室设备、多媒体教室和
临床实习基地等教学资源、建立科学客观的教学评价机制、
注重将课堂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实践导向等措施，促使高
职护理专业的课堂教育教学更加符合行业需求，更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护理专业人才。

（二）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是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沟
通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通过文化活动的设计与实
施、职业素养主题活动、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培养、社会实践
与志愿服务、学术科研活动、文化艺术与身心健康、学生社团
的建设与指导、校园文化品牌的打造、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
校园文化活动的评估与反馈、校园文化与职业教育的融合、
校园文化活动的持续创新等活动，可以有效地提升高职护理
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同时也为学生
提供了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平台，营造了积极向上、和谐友
爱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是高职护理专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可以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增强
社会责任感，提升职业素养。通过明确实践活动的目的与意
义、活动的类型与形式、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活动的监督与评
估、实践活动与专业学习的结合、实践活动与职业素养的培
养、实践活动与就业能力的提高、实践活动与终身学习的理
念、实践活动的创新与拓展、实践活动与校园文化的融合、实
践活动的社会责任等方面内容，能够使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在
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自己的专业技能，提升职业素养，同
时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意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打
下坚实的基础。

（四）医院见习实习
医院见习实习是高职护理专业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

环节。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的机会，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护理操作技能，培养
他们的临床思维和职业素养。在医院实际工作环境中，学生
通过掌握见习实习的目的与意义，与病人进行接触和沟通，
能够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这有助
于锻炼和提升学生的护理操作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他
们的职业道德、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加深对护理知识
的理解。同时，学生也能够体验和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
责任感，更好地适应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需求，提升高职护
理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

四、高职护理专业“四位一体”职业素养四维评价体系构
建内容

完善与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四位一体”教育内容相
对应的评价体系，增加从患者的角度进行评价，构建高职护
理专业“学校、医院、家长、患者”四维度职业素养教育评价体
系，可以全面评估高职护理专业的职业素养教育现状，促进
护理专业教育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培养
高素质护理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评价维度
为了量化和评估职业素养教育体系的实施效果，项目组

设计包括课堂教育教学、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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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实习四个评价维度。
１．课堂教育教学评价
课堂教育教学是高职护理专业职业素养教育的核心部

分，评价指标包括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匹配度、教学方法
的有效性、学生满意度和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课程内容匹配
度的评价依据行业需求分析和课程大纲对比，教学方法有效
性则通过学生反馈、教学观察和成绩提升来评定。学生满意
度的评价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进行，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则通
过考试成绩和实践考核来评估。
２．校园文化活动评价
校园文化活动评价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评价指标

包括学生参与度、活动多样性、活动促进效果和学生反馈。
学生参与度的评价依据活动参与记录，活动多样性则通过活
动目录和学生反馈来评定。活动促进效果的评价依据活动
成效评估和学生职业素养提升情况，而学生反馈则通过问卷
调查和访谈收集。
３．社会实践活动评价
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评价，关注学生的社会参与和实践

经验。评价指标包括实践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学生参与的广
度以及与专业学习的结合度。实践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
通过活动记录和第三方评估进行评定，学生参与的广度则可
以根据参与率和覆盖不同班级和群体的学生数量来确定。
与专业学习的结合度评价则依据活动设计与专业课程的关
联性以及学生的认知程度。
４．医院见习实习评价
医院见习实习评价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评

价指标包括实习单位的教学质量、临床操作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和实习满意度。实习单位的教学质量评价可以依据实
习单位的评价和学生的反馈来进行。临床操作能力的评价
可以通过实习报告和技能考核来评定。问题解决能力的评
价可以根据实习中问题解决记录和指导老师的评价来进行。
实习满意度的评价可以通过实习结束问卷和访谈来收集。

（二）评价指标及评分依据
本评价体系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四个维度

的评价指标进行细化，并结合具体的评分依据，确保评价结
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１．课堂教育教学（４０分）
（１）课程内容匹配度（１０分）：通过行业需求分析和课程

大纲对比，评价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匹配程度。
（２）教学方法有效性（１０分）：通过学生反馈、教学观察

和成绩提升，评价教学方法是否能够高效传授知识和技能。
（３）学生满意度（１０分）：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学

生对课堂教育的满意程度。
（４）理论知识掌握程度（１０分）：通过考试成绩和实践考

核，评价学生对护理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２．校园文化活动（１５分）
（１）学生参与度（５分）：通过活动参与记录，评价学生参

与校园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频率。
（２）活动多样性（４分）：通过活动目录和学生反馈，评价

校园文化活动的类型和数量。
（３）活动促进效果（３分）：通过活动成效评估和学生职

业素养提升情况，评价活动对学生职业素养的促进作用。
（４）学生反馈（３分）：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学生对

校园文化活动的反馈和建议。

３．社会实践活动（１５分）
（１）实践活动数量（３分）：通过活动记录，评价学生参与

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数量。
（２）实践活动质量（３分）：通过活动报告和第三方评估，

评价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质量。
（３）学生参与广度（３分）：通过参与率和覆盖不同班级

和群体的学生数量，评价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覆盖面。
（４）与专业学习结合度（３分）：通过活动设计与专业课

程的关联性以及学生的认知程度，评价实践活动与护理专业
知识学习的结合程度。

（５）实践反馈（３分）：通过反馈收集和满意度调查，了解
学生对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反馈。
４．医院见习实习（３０分）
（１）实习单位教学质量（８分）：通过实习单位评价和学

生反馈，评价实习单位提供的教学质量和指导。
（２）临床操作能力（８分）：通过实习报告和技能考核，评

价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操作技能。
（３）问题解决能力（８分）：通过实习中问题解决记录和

指导老师的评价，评价学生解决临床实习中遇到问题的能力。
（４）实习满意度（６分）：通过实习结束问卷和访谈，了解

学生对实习经历的满意程度。
五、结语
在当前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现代护理对护理

人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要积极顺应时
代的发展，努力为现代护理事业输出高素质的人才。新时代
护理教育需要培养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护理专业人才，护理
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是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的重
要路径。高职护理专业“四位一体”职业素养教育体系将“课
堂教育教学、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和医院见习实习”
有机融合，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实现了理论与实
践、学校与社会的无缝衔接。四维评价体系将患者评价纳入
其中，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对护理教育质量进行评价，体现了
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能够有效提升护理专业学生的综
合素养，为学生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为护理教育改革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经验，有助于推动护理教育高质量发
展，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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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李广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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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素养培育研究［Ｊ］．吉林教育，２０２４（１４）：８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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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了解企业的运营模式和行业规范，为未来步入职场做好
充分准备。

六、结束语
新工科背景下，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教育

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方向。高职院校通过“劳动＋专业”特色育
人路径的探索与实践，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
实践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工匠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未来，高职院校应继
续优化“劳动＋专业”教学资源，深化校企合作，创新教学方
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需求，为国家智能制造战略的实
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１］郝军，陈东梅．高职院校劳动教育长效运行探究［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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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张林琳．“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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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周娇．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本科劳动教育的路径研
究［Ｊ］．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２１（１）：９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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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ｊｏ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ｏｏｌ －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ｅｔ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ｒａｉｎ ＣＮ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ｏｒ ｓｐｉｒｉ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ａｂ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Ｎ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责任编辑：桂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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