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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浅谈高职护生职业素养与情怀的培养
郑婷璐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浙江 舟山 316100）

摘要：本文基于当前护生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重点探讨

护生职业素养和情怀培养的路径，旨在让护生正确全面地了解

医护行业，正面直视医护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职业操守，帮助护

生树立使命感和责任感，将来更好地走入护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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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代背景下，医疗卫生知识更新加速，对医护行业提

出了更高要求，医护工作者除了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精湛的

医术，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情怀。对高职院校护生来

说，专业认知还处于懵懂阶段，对职业认同感普遍不高。职业

情怀培育属于护理专业基础教育，但在专业教育中往往被弱化。

在这一时期加强护生职业情怀培养，可以让护生从认知上正确

全面地了解医护行业，从情感上真正接纳并喜爱这一职业。

一、当前时代背景下护生的心理状态调查

以本校护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回收

问卷 507 份，有效问卷 507 份。其中大一学生 201 人（占比

39.64%），大二学生 131 人（占比 25.84%），大三学生 175

人（占比 34.52%）。调查显示，对于学医初衷，54.2% 护生

表示是父母帮忙选择的志愿，38.7% 护生选择是因为就业后

社会待遇与工资客观，极少数是因为对专业热爱和向往。在

就业意向方面，54.8% 护生选择了公立三甲医院，17.7% 护

生愿意去县级或者乡镇医院就业，14.1% 选择了学历提升。

对于今后工作科室的选择，重症医学科、传染科、急诊科的

选择占比仅为 29.8%，并非大部分护生的首选科室，护生更

倾向于选择工作压力小的科室。对于医院缺乏医护人员需要

支持时，43.4% 护生会选择积极主动申请，8.5% 护生倾向于

听从学校或者医院安排。

二、高职护生职业素养与情怀培养面临的问题

第一，专业课程内容知识点普遍较多，受时间限制，专业

教师基本以讲授专业知识为主，课程思政融入部分相当有限。

第二，部分教师不具备丰富的行业经历，在讲授过程中偏向于

纯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案例分析较少，内容单一，无法引起护

生共鸣，课堂效果不佳。第三，思政课教师大多缺乏医学知识，

一味地灌输思政理论，护生接受程度较低。从护生层面来说，

当前时代背景下对医护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

上加重了护生的心理负担，部分会出现心理问题。相较于本科

研究生学历，高职护生在就业方面没有很大的竞争优势，社会

认可度不高，间接影响了高职护生的心理，导致职业理想信念

不坚定，进而影响其对职业的向往力和职业态度。在就业意向

方面，相当一部分护生会选择到公立大医院就业，只有极少数

愿意投身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从社会层

面来看，很多医院在招聘医护人员时更看中学历和专业成绩，

却忽视了职业素养的考察，社会大环境对于护士职业素养和情

怀培养的氛围营造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高职护生职业情怀培育的路径

关于护生职业情怀培养的路径，笔者认为可以从人才培养

目标、课程教育教学、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教育四个方面

进行探索。

（一）人才培养目标

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教育

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护理工作属于

服务型行业，服务的对象是需要照护的病人，这个过程不是机

械的，需要投入个人情感。因此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是

达成基本临床护理能力，更重要的体现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等职

业情怀的培育。将职业情怀养成融入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从始业教育到毕业设计，渗透到整个教育教学周期，为护生自

身担负的使命和责任认知指明方向，为培养护理岗位需要的专

业人才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二）课程教育教学

课程思政要不断融入时代元素，当下医护工作者在国家需

要时不计较个人得失，挺身而出，就是培养护生责任感和使命

感最生动的教材。医护人员中的先进典型不仅能为思政课程提

供丰富的教学素材，而且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重要内容。思政

元素不仅体现在思政课程上，更要和专业课程进行渗透和融合，

能够使学生得到情感上的熏陶。思政课教师要充分挖掘白衣天

使先进事迹，结合实际案例对医护工作者所具备的职业素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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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进行解读，通过社会中关于医护的热点问题开展主题汇报，

分享学习心得，加深学生对职业精神的理解和认识，达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护理专业课教师要进一步提高育人意识，确保

课程思政在专业课教学中得到落实，充分发挥教研室和授课团

队的作用，支持护理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合作开展教学教

研工作，发挥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效应。专业课教师要

积极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并将课题研究结果应用于课程教学中，

进一步引导护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此外，鼓励专业

教师到行业挂职锻炼，积累经验，并在专业课讲授中融入自身

经历，更能引发共鸣，引导护生做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医护工

作者。

（三）校园文化活动

拓宽思路开展校园系列文化活动。第一，组织开展向先进

典型学习的班团主题教育活动，利用学校官网、官微等平台进

行宣传，使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得到广泛传播，营造良好的浓

厚氛围，筑牢网络文化阵地。第二，以讲座为载体，搭建交流

平台，引导学生以不同视角感悟职业精神的内涵。第三，结合

自身经历进行经验交流，讲述身边校园榜样故事，更容易产生

共鸣，从而进一步激发护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通过 5.12

护士节纪念活动、“天使文化”汇报演出等平台，在节目编排

和呈现过程中加深护生对职业的认同感。第四，开展护生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以大赛为引领，引导护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从日常学习着手，确立奋斗目标，主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为

将来真正走入工作岗位指明方向。

（四）社会实践教育

鼓励护生到校园外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增加进入岗

位前与社会各群体沟通交流的机会，借此感悟人间百态，体

会医者仁心，是加深护生对职业认同感的重要举措。第一，

组织志愿者参加城乡防控知识宣传，宣传相关医学防护知识。

第二，以暑期“三下乡”活动为依托，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

利用专业医学知识和技能到乡镇、地方社区开展特色医疗健

康服务。第三，主动参加各类赛事志愿者，提供力所能及的

应急救护保障服务，帮助护生充分建立自信心，在实践中学

会尊重生命。第四，安排护生参加医院见习，切实体会医护

人员面临的压力，客观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感受身上背负

的责任和使命，进一步坚定学医的信念感，通过实践加深对

职业的科学认知和感悟。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医护工作者不仅需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

过硬的专业技能，更需要秉持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发自

内心的家国情怀。在进行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加强护生职业素

养和情怀培养，帮助护生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感，正面直视医护

群体应当具备的职业素养和情怀，帮助护生重新树立使命感和

责任感，使其职业向往力得到重塑，实现“天使文化”中护理

健康专业教育和医护人文教育有机统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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