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本科生“情域能力”培养的实践

——湖南省高校“十大”育人示范案例

摘 要：该项目是通过课程理念与模式改革的的策略，强化护生人文

素质训练，提高临床护理人文交流实践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育人案例。

指导思想和目的意义明确，思路较清晰，线上线下相结合，能促进学

以致用，改革效果明显。并具有课程思政特色、模式可复制和较好的

推广价值。由于护理学专业特点，护理工作在临床工作中占有重要的

氛围，护士是国家各医疗卫生部门不可或缺的人才之一。故开展护理

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在教学改革过程中,系

统介绍国内具有影响的南丁格尔奖得主的优秀护理工作者先进的人

文轶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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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概要。

（1）Krathwohl等提出教育目标包括认知、情感和技能3大领域，

而情域能力的概念便来源于其情感领域分类学，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是

否符合个人需求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其核心要素是情感——态度——

信念。护理是一门最精细的艺术，其本质即是关怀。目前护理本科生

教育中，普遍重视知识、技能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反映的是护理实践

过程中“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情域能力则反映了“为什么做”。2016

年教育部、卫生部印发的《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护理学类专业》

中，也提出生命健康的维护既需要护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更

需要充分的人文关怀精神及情感领域能力等职业素养。

（2）目前，护理本科生职业态度不稳定，专业承诺水平中等，

人文关怀能力水平偏低，临床实践中面对负性事件的情感调节能力较



薄弱，情域能力普遍较低。因此，本案例中依托 2项湖南省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基于客户体验模式培养本科护生的服务意识》、《护理专

业人文关怀教育模式的研究和实践 》，结合“艺术教育”手段，课

程教学中通过叙事故事、观影疗心、伦理辩论等途径并结合第二课堂

活动加强护理本科生情域能力的培养，今年结合疫情，开展了“爱护

天使、用心抗疫”的主题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情域能力。

（3）本案例的课程组成员将“艺术教育”融入教学内容并与第

二课堂结合，共举办2届“个人简历与模拟面试大赛”、7届“护士礼

仪风采大赛”、9届“学生教学课堂比赛”。另外，优秀毕业生邱小

英同学获“湖南省最美护士风采大赛”冠军、“仁术之星”金牌代言人比

赛一等奖等多项荣誉；李志超同学响应湖南省委、学校号召报名援藏，

因工作表现优秀被当地授予优秀乡干部、优秀驻村代表等多个荣誉称

号；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我校护理毕业生有近百名

奔赴湖北抗疫一线，部分毕业生请战金银谭。

2.主要做法。

（1）“情域能力”培养框架构建

情域能力包括专业信念感知能力、专业内涵领悟能力、专业价值

评价能力及专业价值内化能力。目前人文护理学课程学时较少、种类

少、知识窄等，情域能力教育受限，若通过某一门课程或者仅仅是课

堂教学来强化护理本科生情域能力的培养远远不够，因此本案例打破

了课堂育人单一格局，将课程进行整合并依托教学目标开展丰富的第

二课堂的活动。本案例注重“院——校一体化、理——实一体化、知

——行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推进护教协同、院校联合的培养机制、

课程实施过程中，依托叙事教育、体验式教学等模式分主题进行讲授，

课程内容整合中将《护士人文修养》、《护理伦理学》、《护理心理

学》、《护理教育学》4门课程进行融合，在课堂中针对每一门课程



的特点加强情感能力的培养，如在《护理伦理学》课程中，我们会以

当下存在争议的“伦理问题”举行辩论赛，学生对伦理问题进行分析、

解读，以双方辩论的视角加深对伦理问题的理解，能加强其伦理决策

能力；《护理心理学》中学生自主在医院收集病例，通过与患者一对

一的心理评估提升其共情能力，加深其对专业内涵的理解。

（2）“情域能力”培养实施方法

课程教学中将素质目标渗透到每一堂课中，注重学生情感层面能

力的培养：①《护士人文修养》课程中会组织学生进行护理人文情景

剧表演。表演前，教师指导学生修改剧本，剧本与护理人际关系紧密

贴合，学生自制道具，根据修改后的剧本进行演绎，在演绎中体现了

学生表达、交流、协调、 应变、团队合作等能力，极大促进了其对

专业价值内化能力。②《护理伦理学》实践教学课程中，今年结合疫

情我们邀请到的第一批、第二批长沙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抗疫护士

给学生进行在线直播分享抗疫期间的护患之间、护护之间、医护之间

的故事并布置2个主题的实践作业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主题1“我看

见、我听见”，将疫情防控中的一线医务人员的典型事迹通过“超星学

习通”平台推送给学生，并设置任务点；主题2“我所思”：学生对疫情

事迹中的所见所闻通过创作进行反思，创作形式包括手抄报、书法、

视频、反思日记，我们以实际行动引领学生，感召学生勇于担当，结

合自己的特长及专业知识，为疫情助力。③《护理心理学》课程中，

教师组织学生观赏电影《触不可及》和纪录片《我死前的最后一个夏

天》，学生将对电影或纪录片中某一印象深刻的片段进行赏析，并结

合护理心理学理论知识点进行论证，并以PPT汇报形式将所思所感所

悟进行分享，此种“观影疗心”的实践活动形式引导护理本科生理解

生命的意义，感悟崇高的内涵，提高其专业信念感知能力。

（3）“情域能力”体验与实践



近年来国内已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第二课堂活动在内容上与第

一课堂教学内容对接，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创新、展示、实践与回味课

堂教学的平台，对学生专业能力、专业素养、素质能力的提高起到了

重要作用。第二课堂作为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育形式，在弥补护理本

科生人文素质缺乏、人文情感能力偏低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课程组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且与专业对接的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对传统课堂(第一课堂)教学进行延续和补充，强化了护生情域能力的

教育。①在《护士人文修养》课程中，我们每年均会开展“护士礼仪

风采大赛”，旨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礼仪传统，强化护生职业礼仪修养。大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通

过初赛最终确定10名选手进入决赛，初赛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回答

状况题、才艺表演”三个环节；决赛准备阶段会有教师对其护士各项

礼仪及个人才艺展示进行一对一指导；决赛时，内容涵盖“护理礼仪

形象”、“专业知识问答”、“才艺展示”，通过学生的综合表现，

评委给予评分，最终决出获奖选手。②在《护士人文修养》课程中，

我们还举办了“简历设计与模拟面试大赛”，通过此次比赛，能展示

当代大学生的风采，给予了学生一个学习的平台，教师会给予其面试

有关的帮助及指导。大赛内容包括“简历设计、模拟面试”2个环节，

通过此大赛学生更能对自己有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位，为后续的准也学

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③《护理教育学》课程中，我们会举办“学生

教学课堂竞赛”，竞赛主题主要以护理人文为切入点，以学生视角对

护理专业进行感悟领会，更能触动学生的专业信念感知能力。

3. 效果启示。

在以往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人文护理学课程重视程度较低，更注

重临床护理类课程的学习，并且课程中育人的元素相对比较缺乏，学

生整体素质目标层面的能力较弱。根据此现状，人文护理学课程组教



师依托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教研室具体情况，积极思考，将立

德树人的理念不断贯彻到人文护理学课程中。在此案例的实施过程中，

首先让我深刻感受到做好课程育人首先得以德立身，教师在教授学生

的过程中，应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以自己的信念、道德、行为熏陶

学生，并不断给学生输入护理职业中积极、正向的典型事迹。另外，

应加强课程德育思想的教学，如在讲解《护士人文修养》课时，可以

通过讲解护理人文，如护士服的由来增强学生对于专业内涵的理解；

还可以通过讲述历年来南丁格尔将获得者的优秀事迹来激发学生的

专业价值感；还可以结合当下的时事，如这次的疫情，将疫情中的典

型事迹与学生进行分享，典型事迹的对象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本校毕业

生，缩短学生与“抗疫英雄”的距离感，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激发学生

的专业情怀。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课程组教师将继续对“培养什么人、

怎么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初步构建课程整

合体系，丰富“艺术教育”内容，践行“课程思政”，做好课程育人，

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