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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高职中医护理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养
俞　菲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陕西 咸阳，712000）

摘要：高职护理专业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

既应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及过硬的护理技术，同时还要拥有良

好的人文素质，可以在护理过程中体贴患者、关心患者、用心

服务患者。中医护理是高职院校护生必修专业课，课程内容涉

及较多的人文素质内容。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部分高职教

师往往重专业轻素养。再加上高职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素质缺失

现象。这就导致许多护理专业的学生进入临床之后对工作难以

投入感情，无法达到学校预期的人才培养效果。本文从人文素

质的概念入手，分析高职护理教学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

并就其优化策略进行重点探讨，以期在中医护理教学中提升护

理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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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护理专业主要的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即应

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及过硬的护理技术，同时还要拥有良好的

人文素质，即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护理人才。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

专业技能的培养一直是高职教育的重中之重。但是随着我国教

育制度的改革，职业素养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越发被重视起来，

人文素养已经逐渐成为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

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是必然不可忽略

的重要内容。

中医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愿世间无疾病，宁教架上

药生尘”“医者仁心”是中医人文素质、仁爱之心的重要体现。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提升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而

高职护理专业必修课《中医护理》就是很好的提升高职护生人文

素质的载体。在高职护理教育中，可以将中医护理教学分解为专

业知识教学和人文素质教育两部分内容。通过这样的并向教育可

以让护理学生在“做对的事”的同时，实现“做好人”。

一、人文素质的概念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

展程度。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具备人文知识；理解人文思想；掌

握人文方法；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素质更多的是体现一个人的内

在魅力，它表现为人的修养、气质、品行等等。人文素养是由多

方面成果共同决定的，如环境、意志、情感等等内容。人文素质

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精神文化通过知识传授的方式将其变为人

的一种精神支撑以及内在气质。在护理教学中的具体表现即为正

确看待自身的专业，运用积极向上的精神、亲切的语言、随和的

举动来对待病患，尽力去解除病患的痛苦，将自身向着白衣天使

的方向而努力。

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一）素质教育的要求

素质教育时代对于学生的教育要求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道德

素养的并向前进。在高职业校中医护理教学过程中，人文素质并

不仅仅代表了学生道德素养的进步，更是中国中医文化的一种精

神传承。

（二）职业发展的需求

人们对于医学行业最多的赞美之词便是妙手回春、在世华佗、

医者仁心、白衣天使等。这说明医护人员不仅仅需要具备高超的

专业技能，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经济的

发展，临床更注重人性化高品质的护理服务，护士与患者接触的

时间最多，这就要求护士更应该具备人文精神以及人文关怀。

（三）社会发展的要求

医院近几年对于招聘护理人才的要求明显提升，毕业生就业

的压力的逐年增加。除了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及技能，更加看

重人文素质方面的内容。医院对于人文素质常见的要求包括：学

生是否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否对护理职业有着一定的激情和

热情、是否具有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沟通能力、是否具有同情

心以及责任感等方面。学校应顺应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提升学

生的就业竞争力，其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提升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

容，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

三、高职中医护理专业人文教育的现状以及原因

（一）实践技能重于人文素质教育

之所以会出现学校重视专业技能教育而忽略人文素质教育的原

因主要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的影响。我国传统应试化教育制度导致

学校一度重专业轻人文，虽然我国提出教育改革已经很多年并取得

了不错的成效，但这种改变和所取得的成效并非短时间内就可以完

成的。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重点仍是知识，其教学活动均为考

试而存在，在教学活动中人文素质教育仍是受到忽视的。

（二）专业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脱节

高职护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专业课内容占比很大，很多课

都是为了学生获取专业知识而存在的，学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

专业课的学习上。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专业知识的教育中融入

人文教育的相关内容。虽然高职护生有必修基础课《护士礼仪与

人文修养》，但教学过程仍偏重枯燥的理论，学生在临床工作中

难以有效应用，在护患沟通上存在较多问题。这都是导致人文素

质教育欠缺的主要原因。

（三）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传统

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难以照顾到所有的学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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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想要让学生切实的感受到人文素质

教育，教师需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思

想特点。只有将学生的实际情况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够做

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灵活性，让学生可以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自己

遇到的各项问题，从而实现思想、精神与能力的共同进步。

（四）教师专业能力以及师资队伍亟需完善

学生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教师，一支资深的专业教师队伍是人

文素质教育取得良好成果的关键。教师应该加强自身专业知识，

提升教学能力、人文素质，做好榜样的力量。学校应该通过多种

渠道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

四、中医护理教学中培养人文素质的具体策略

（一）充分榜样的引领作用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具有较高的人文知识和较

多的人文素质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深度挖掘中医护理

课程中的人文素质和思政元素，利用榜样的力量，通过名医事迹，

历史故事等，保证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可以接受人文教育，

领悟到人文精神的内涵，并将其化为自身的内在素质。

（二）在专业医护知识中剖析人文素质内容

高职护生自身人文素质不足，学习时间有限，同时还面临着

即将到来的实习、就业、护考、专升本等压力，精力分散。这就

要求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人文素质，能够在专业知识中去

剖析人文素质的内容，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

的双重传授。尤其是在当前护患、医患关系十分紧张的时期，更

应该将人文素质的优势凸显出来。中医的护治原则就强调“预防

为主，护病求本”，更需要运用人文素养。

（三）转变教学方法，强调开放式教学

传统的教学手段以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传授为主，其课堂

教学气氛是枯燥乏味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自然也是在情理

之中。并且学生在长时间的传统教育模式下，容易出现思维固化，

缺乏同理心等问题，学生习惯被填鸭式学习，缺乏发现问题的能

力以及主动思考问题的能力。如果课堂教学气氛良好，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个积极性也会得到提升，而较高的积极性则是人文素质

教育的基础，为此教师要尝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为学生营

造开放式的课堂。在开放式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利用案例、

中医故事等相应的问题引导学生去关注病患的身体条件，引发学

生的深度思考，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让

学生认识到人文素质的价值。在教师潜移默化地教学引导下，学

生的人文素质将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四）借助药材媒介，培养学生人文素质

中药是中医行业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选取一些生活之中较为常见的病症作为案

例进行讲解，如天凉引起的感冒、发烧；吃坏食物引起的肚子痛

腹泻；女学生常常会遇到的痛经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可

以讲解对应病症的中药，以及用药的方法、用量等。这样一来学

生能够感受到教师的关怀，进而做到推己及人，将这种人文关怀

放在患者的身上。

（五）利用中医实践课程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在中医护理教学中除了课堂的理论知识学习外，实践教学也

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中医有关的护理实践教学内容丰富。

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中医实践内容包括针灸、穴位按摩、拔罐等，

这些中医护理实践活动相对容易上手，简单实用。学生可以学以

致用，在学校自我护理，在家中为父母进行按摩拔罐等。通过教

学，充分发挥中医实践操作的优势，成为学生身边的“中医医生”，

让学生在操作学习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人文精神和关怀，提高自身

人文素养。同时，除了校内的实践活动外，学校或者教师还可以

组织学生进行校外的实训，如带领中医护理学生到“阳光养老院”，

为老人们进行中医知识宣讲，并教老人做一些中医的运动项目，

如“五禽戏”“八段锦”等，让老人们通过日常锻炼来提高自身

的身体机能。在校内外的实践过程中，学生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

到中医护理的博大精深，并将人文关怀切实的用在恰当的地方，

理解患者，同情患者、关心患者，能够用语言开导患者等，这些

都是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这对于护理学生来讲，能够让他们在

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时，既具备专业知识，又具备中医专科知

识和人文素质，在工作中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五、结语

护理人员不仅肩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责任，更是肩负

着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重任，这是一项极其艰

巨的任务。精湛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与崇高的人文医德是密不可分。

中医护理教师应好好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专业课

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人文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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