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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中国武汉疫情暴发，各地医务人员纷纷支援，

特别是护理团队在抗疫期间担当着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角色，

同时也暴露出护理人才的短缺；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健委指出，中国养老呈“9073”格局，约 90%老年人居家

养老，我们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重点是放在居家和社区，

养老护理人员严重缺乏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传统护理教育难以满足现状需求，因此明确护理人才培养

目标，制定了培养计划，建立健全培养体制，开创适合我

国国情、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体制外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为中国护理人员培养提供参考依据是有必要的。

人才培养模式仍沿用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护理

行业的发展，职业态度的培养需要加强。教学内容实践性

不足；教科书与临床脱节、未合理安排课程，教学方法陈旧，

教师临床实践能力不足。学生自我剖析、综合能力薄弱，

文献检索及论文撰写能力薄弱等 [1]。

教师队伍的建设与护理教育发展不协调，教师的能力

不统一，缺乏临床实践经验等，造成学生实践能力差。为

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护理教师的能力要求已不仅仅限于

理论与实践，还包括科研、社区服务、心理指导等。护理

教师的核心能力主要表现在教学能力、评价能力、信息及

创新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化能力、合作能力、反思与

批判能力等 [2]。护理专职教师能力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要求，

间接影响了护理人才的培养。因此提升教师自身整体素质

成为当前的关注的问题之一。

多元化招生 [3]不仅限于高中以上应届毕业生，还向高

中以上文凭的社会人士开放，年龄可适当放宽。例如，在

婴儿护理时，很多护士并不能体会母亲的心态；在与患者

沟通方面，因为经验不足，造成沟通不良，由此造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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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护理教育效果较差，影响护理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护士

对职业认同感不高，进入临床后护士流失率居高不下。因此，

可以尝试在保证生源有足够的文化储备和心理健全等入学

资格的前提下多元化招生，有利于提高护理职业的稳定性。

开展多元化护理专业方向，在老年护理、慢性病管理、康复

促进、安宁疗护等护理学科方向投入更多的力量。

课程体系改革

目前中国无论在课程体系还是在师资构成方面，很多

院校目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临床医学的影响，按照临床医

学专科设置护理课程，课程内容基本属于临床医学的压缩和

翻版，护理特色体现不足；师资方面医学背景的教师在介绍

护理专业理论时针对性不强。未能很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无法满足市场对高质量护理人才的需要。因此，为拓宽学生

的就业渠道，可进一步尝试对课程体系的改革，形成一套既

适合本土化护理工作又能适应不同文化环境下护理工作的

课程框架。

增设文化课程和心理课程

增设文化课程和心理课程，包含健康主题和社会问题。

可安排理论课、实践课、个体指导等三种上课模式。理论课

是指理论性很强的课，通常由教师在教室上课；实践课是作

为理论课的进一步说明、深化、补充，通常介绍一些新的知

识，包括理论性的或者实践性的，通常在临床真实情境或模

拟情境中进行。个体指导是由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开展独立的

研究工作、作品或相关项目等，达到工作的要求或者满足教

师提出的标准。将实习应用在教学整个过程，每个学习安排

2~3周。加强院校合作，针对不同的课程，去医院真正见习，

了解患者的真实感受。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护理工

作，也可在医院、学校、企业卫生室和养老院参与团队合作，

主要从事预防、治疗、姑息照护等。将岗位能力与每一门课

程对接，指向明确，在考核环节中同样以能力指标为评价标

准，保证了学生毕业后的岗位胜任力，也有利于学生职业的

可持续发展。

当今护理教学模式有PBL教学、情景模拟、体验式教学、

慕课、虚拟仿真等，未来教育模式的发展将不仅仅体现在课

堂的教学上，它将会展现在护理教育的方方面面。在健康中

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护理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卫生事业蓬勃

发展和护理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经历了契合时代发展的更

新和改革。“胜任力本位的教学模式”是当前护理教育的趋

势 [4-6]。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深入进护理教育和教

学中，重视在校实训课程的理念优化，多角度、多方位、跨

学科的创新型教育理念，是时代教育所需。

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基于岗位能力培养为导向，

注重护生的从业能力，提高护生的岗位胜任力。将岗位能力

与每一门课程对接，指向明确，在考核环节中同样以能力指

标为评价标准，保证了学生毕业后的岗位胜任力，也有利于

学生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专业岗位能力要求表，根据表

格内容针对性地重点培训考核 [7]。

快速培养专业护理人才模式设想方案以“胜任力本位

的教学模式”为基础，参考国外教学模式结合国内国情，制

定适合时代发展的培训方案，对于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

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未来突发事件的人才应急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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