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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研究
李凌云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211）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临床单位对于护理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因此，建立起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的评价模式，能够

更好地帮助高职院校建立起符合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评价促进人才培养改革，使之充分与社会需求相匹配。本文从研究思路、

内容、方法等方面阐述了高职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的具体评价模式，对于护理人才培养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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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突出

强调了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并要求各地区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教育评价与教育质量及教育本身息息相关，改革教

育评价对于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此次方案的落地，指明了我们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

对我国将来教育评价事业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职业

教育评价改革方面，总方案指出要健全职业学校评价，深化产教

融合，加强校企合作，扩大行业、企业参与评价，引导培养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能技术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及

人们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对高职护理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的要

求，因此，医校协同育人评价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为解决当前社

会护理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提供了方向。

一、高职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研究思路

依托医校协同育人的背景，本研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

通过文献回顾法和理论分析法确定研究目的和理论基础；第二，

采用调查法进行两个横断面调查：（一）调查我校毕业生就业

人数比较多的医院对近 3 年毕业生六个维度：品德、素养、知识、

技能、协作、创新的满意程度；（二）调查我校高职护理专业

学生对建立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模式的支持度；第三，参考相关

指标体系，初步拟定“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

标体系”基本框架，同时应用 Delphi 专家咨询法、理论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构建出高职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并且应用小样本实测分析验证指标体系，

实测结果分析（指标品质检验），讨论、修订，最终确立指标

体系；第四，应用评价量表测量，了解当前高职院校护理专业

人才培养现状，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当前高职护理学生人

才培养现状与行业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第五，产教融合背景

下改革高职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上述测量指标，改革

高职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打破职教系统内部自教自考的弊

端，通过评价来暴露问题，促进专业人才培养调整，使之与行

业无缝对接。

二、研究内容

（一）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模式构建的必要

性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开展两个方面的横向调查，第一方面

调查当前医院对于近三年已就职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质

量满意程度，根据学生六维（品德、素养、知识、技能、协作、创新）

调查主要哪几方面有待加强，哪几方面满意程度较高。第二方面

调查我校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对建立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模式的必要

性认识及对以后就业是否有所帮助。

（二）构建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步，采用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法、专家访谈法初步

拟定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根据

当前医院对于近三年已就职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质量

满意程度调查，采用专家访谈法（专家组成员应包括护理职业

教育专家，医院临床护理专家），参照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人才

质量培养目标，从医院临床护理的角度制定出高职护理专业学

生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构建出符合医院临床需求

的人才质量培养体系框架。通过对专家进行访谈，初步拟定医

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指标体系应涵盖学生品德、素

养、知识、技能、协作、创新六个方面。第二步，应用 Delphi

法构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应

用 Delphi 法进行三轮专家咨询，汇总专家意见后，对各级指

标进行修改，构建出高职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

框架。

（三）制定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量表

第一步，编制评价量表，经过三轮专家咨询制定高职护理学

生医校协同育人评价量表，本量表属于他评量表。第二步，预实

验的资料收集，问卷发放，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抽取我校在医院

实习的学生 70 名，向每位调查学生所在科室的护士长及其带教教

师发放问卷，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的一般信息，第

二部分为医校协同育人评价量表。第三步，问卷回收，评价量表

的信效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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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评价量表测量高职院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现状及行业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应用此量表，随机抽取省内 3 所院校高职护理学生，向每位

调查学生所在科室的护士长及其带教教师发放问卷，了解当前高

职院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当前高

职护理学生人才培养现状与行业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五）产教融合背景下改革高职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上述研究评价指标及评价现状，改革高职护理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打破职教系统内部自教自考的弊端，通过评价来暴露

问题，促进专业人才培养调整，使之与行业无缝对接，解决高职

护理专业人才教育与临床人才需求不平衡的问题，提高职业院校

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课程体系方面：校企协商，院校双方共同组成专家评议组，

对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院校双方根据临床需求及岗

位要求，及时调整方案的内容及课程设置，充分体现校企合作育

人的特色与优势，对人才培养方案及任务书进行滚动修订，形成

分段式、模块化课程结构。

教师方面：构建师资双向互派机制，以湘雅医院为依托，院

校双方进一步推进内部管理机制全面改革，以护理专业教师到医

院挂职锻炼和医院专家兼职任教为途径，构建护理专业教师到企

业顶岗实践，医院专家到学校任教的双向交流机制。

人才培养方面：共育护理专业人才，校院合一，共同教书育人。

每学期除在校学习相关课程外，增设一周医院见习时间，提高学

生护理职业道德及临床职业技能。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搜集国

内外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模式的理论研究的相关性文献，

分类整理并进行分析，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的

问题。

（二）调查研究法

通过现场访谈及电话访谈等多种形式调查当前医院对于近三

年已就职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质量满意程度；调查我校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对建立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模式的支持度；通过

专家访谈法对专家进行访谈，初步拟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

系；应用 Delphi 法构建出高职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

系；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抽取我校实习生及省内高职院校护

生的带教老师及科室护士长，继而采取问卷调查法调查人才培养

现状及行业满意度。

（三）理论分析方法

拟定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对高职

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量表进行信效度检测。

（四）数学分析方法

对高职院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现状及行业满意度相关

性分析 。

（五）个案研究法

抽取我校在医院实习的 70 名学生作为个案，进行医校协同育

人评价量表的信效度检测，抽取省内 3 所院校高职护理学生作为

个案，了解当前高职院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边构建量表，

边实践检验量表，明确问题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相应对策。

（六）行动研究法

将人才培养方案改革行动与研究工作相结合，通过基于产教融

合的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模式的构建，不断探索、解决人才培养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校院合一，提高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七）多种研究法

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综合分析相结合，构建高职院校护理

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指标体系，制定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医校协

同育人评价量表。

（八） Delphi 法

通过临床单位、职校教师等行业专家，多次沟通，提出医校

协同育人评价的要点，经反复验证后共同确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

的主要内容，通过评价内容改革人才培养方案。

四、结语

立足我国护理人才培养现状和社会对于护理人才培养质量的

需求情况，构建起高职护理专业医校协同育人评价模式，旨在为

提高我国的护理人才培养质量，使护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与临

床行业需求充分对接，同时为提升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就业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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