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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护理专业中高职课程衔接改革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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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卫生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600）

摘要：目的探讨中高职衔接改革在西部地区护理专业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将学生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的教学方式，实验组学生采用中高职衔接培

养模式，使用 SPSS16.0 软件分析两组学生笔试成绩，同时使用问

卷星进行问卷调查两组学生的满意度、具体优势以及知识技能掌

握情况。结果两组学生期末采用 t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且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中高职课程衔接改革能

有效提高西部地区护理专业学生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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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人才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高

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建设中

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势在必行。中职护理教育学制一般为三年，

在三年的学习中，既学习相应的文化知识，又学习专业理论和基

本专业技能。中职学生以前只可以参加成人高考，考取后接受成

人教育提高学历水平和专业水平。目前，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已

经可以通过参加“知识 + 技能”考试，进入高等职业学校进行学

习和提高学历。由于进入到高职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与中职学生因

为其前期接受教育的途径不同导致其基础不同，所以不能采用相

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但是，目前高职教育采取的是相

同的人才培养方案，也就是说没有针对中职升入高职学生的人才

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所以，根据符合我国实情建立有效的“中

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是目前高职教育的新课

题。

我国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在文化课的衔接过程中会出现

脱节的现象，专业理论课重复，专业技能课程“倒挂”，其他

课程衔接不到位等问题。其中课程结构衔接出现“断层”现象

是普遍问题，如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由于年龄小，理解能力相对

较差，基础知识薄弱，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出现注意力无法集

中，不认真听课，不能理解教师讲授知识点，出现厌学等情绪。

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来源于中职及高中，中职学生之前学习

具备了一定的医学知识，而高中学生则全无医学知识，授课教

师为了兼顾这两类学生的学习，往往只对教学计划中的课时数

进行简单的调整或者增减，片面理解“必需、够用”原则，以

致中职学生学习起来专业理论课程内容重复，教师讲解知识点

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易使这部分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不能很好

掌握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这样共同的学习模式，降低了高

职院校的高等教育水平。

云南昆卫教育集团是一所集云南省（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

1 所大专学校、5 所附属医院和 1 所幼儿园组成的教育集团，产业

范围涵盖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等。其中护理专业是学院的特色

骨干专业，从中职护理专业到高职护理专业的发展历经了 20 年的

历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优势，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批的基层

卫生护理专业人才，并获得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随着国家对西

部地区基层卫生医疗工作的支持，西部地区基层卫生人员人才匮

乏、基层人员岗位能力弱和学历低等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而

中高职的衔接可解决以上问题。目前我院的中职和高职教育采

用“3+3”的衔接模式已有 4 年，培养了约 6000 名中高职衔接

学生，但由于没有成熟的中高职课程衔接标准、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上仍在

延用老的方案和标准，各自为一体，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衔接，

以至于学习内容重复，学生学习兴趣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不高，

对知识的掌握不牢固，临床实践中不能从事简单的护理工作。

这就充分说明旧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已不能满足基层卫

生护理人员的岗位能力需求，不能胜任一线临床护理工作。为

达到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

必须结合以云南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基层护理人员需求情况和胜

任岗位的能力要求，重新制定护理学专业中高职衔接的人才培

养方案，根据培养方案制定新的培养模式，重新设置课程达到

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针对以上问题，我院通过对西部地区护理行业技术技能人才

需求调研，了解护理专业人才需求情况，培养区域行业发展急需、

就业岗位明确的西部护理学专业人才，探索符合西部地区中职教

育与高职教育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标准。

具体方法如下：

一、研究对象

在高职教育中随机抽取通过“知识 + 技能”考试升入的 80 人

单独进行编班作为“中高职衔接”的试点班级，其余班级（包括

通过“知识 + 技能”考试升入的学生）作为对照班。

二、研究内容

（一）培养模式

1.“中高职衔接”试点班培养模式为：一体化设计，分段实施，

“0.5+2+0.5 模式”，即 0.5 年在学校学习，2 年在临床学习，最后 0.5

年在学校学习。

2. 对照班培养模式为：传统教学模式，“2+1 模式”，即 2

年在学校学习，1 年在临床实习。

（二）课程研究

中高职衔接试点班课程设置：

1. 前期结合中职教育基础上高职基础课程精学够用；在中职

学习的基础上提高完善，并实行专科护理的理论学习和操作技能

学习。

2. 高职技能培养分段进行，第一阶段在校的 0.5 年期间依托

护理实训室进行基础护理技能的训练。第二阶段依托非直属附属

医院进行专科技能培养，同步完成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护理技能

学习。第三阶段在校完成专科护理理论和技能培训。

对照班级课程设置：参照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按照传统的人

才培养方案模式设置课程。

（三）教学模式研究

为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对于教学方法试点班级需要采用见习与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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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教室进医院，课堂进病房”的教学改革。学生根据当天所

学习内容，上午进入临床科室进行见习，下午进行系统理论学习，

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对照班级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学

生先学习理论知识，再利用假期进入临床见习。

三、结果

（一）实验组学生的期末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成绩结果经正态性检验，内外科得分符合正态分布，采

用 t 检验，检验两班差异，结果显示，实验组成绩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两组学生内外科成绩比较

N X
—

±SD t P

 内科
3 班 94 75.29±5.451 -13.010 0.002

4 班 93 84.53±4.169

 外科
3 班 94 69.49±4.772 -14.441 0.017

4 班 93 78.60±3.797

（二）实验组学生对于中高职衔接的满意度较高详见表 2

表 2　中高职衔接班满意度（%）

（三）中高职衔接培养模式的优势明显详见表 3

表 3　中高职衔接培养模式的优势（%）

项目 有 没有

中高职衔接培养模式对实习的优势 92.5 7.5

中高职衔接培养模式对求职的优势 82.5 17.5

（四）中高职衔接能明显提升学生的临床适应能力、知识技能、

人际沟通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详见图 1 和图 2。

图 1　中高职衔接班具体优势

图 2　中高职衔接班知识技能掌握情况

四、结语

1. 中高职衔接班能较好地在西部地区推广应用。

2. 中高职衔接改革模式能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3. 西部地区学生对于中高职衔接班的接受程度及满意程度较

高。

综上所述，在西部地区开展中高职衔接班的教育改革能提升

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临床适应能力，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及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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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不满意 

中高职衔接班的培养模式 56.25 18.75 21.25 3.75 0 

教学任务设置 53.75 22.50 21.25 1.25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