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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执教制度在临床护理人员中落实现状的思考 
翁少文 

（海南医学院） 

摘要：在目前依法治国的整体战略格局部署下，对于教师行业而言，依法执教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践行教师行业法制理念的具
体体现和必然趋势要求。高校教师是依法执教能够得以广泛推行的实践主体，其执教意识的规范性和合法性直接影响着授课的整体
质量，尤其是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影响更为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校教师能否依法执教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位置。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联系到护理人员，我们在临床一线工作的同时，承担着理论和技能的执教任务，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其依法执教制度的落实情况值得我们的深入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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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其队伍的建设在整个育

人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之外，其依法执教的落
实情况也严重影响着高校教育的综合质量。在全面依法治国的
情境下，依法执教显得尤为重要，绝不容许忽视。基于此，我
们有必要深入探讨高校教师依法执教制度的落实情况，确保依
法执教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为促进高校教师法律素质的形成和
完善添砖加瓦。依法执教制度的严格落实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
高校教师队伍的内在建设，这对于学生法治思维理念的培养也
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目前医疗环境的转变，依法行医及依法执教的必然趋
势甚为突出，具体到临床护理人员，作为理论和技能的执教者，
依法执教的重要性更是如此。 

1.依法执教的概念 
依法执教是人类文明和教育文明双重进步的考核指标，同

时它也是依法治教的重要项目内容。所谓依法执教，是指教师
在执教过程中严格遵纪守法，特别是遵守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
规，通过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或手段落实临床教育教学工作，
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1]。 

2.依法执教意识的概念 
依法执教意识是法律意识层面的一个特定方面，其内涵的

延伸始终脱离不了法律意识。所谓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关于法律
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等诸多意识层面的整合。 

高校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所形成的依法执教意识也同样
隶属于法律意识，它是高校教师对法律现象的一种意识反馈。
不懂法律的教师不具备成为合格教师的先决条件，掌握基础的
法律法规知识是从事教师职业的最低衡量标准。依法执教意识
需建立在对相关法律法规基础认识的层面之上，需具备对法律
法规最基层的认知。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应该要树立依法执教的意识，其所有
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畴内，时刻秉
承权责对等的理念，在享受合法权益的同时规范履行应尽的职
责和义务。 

而作为一名从事临床护理及教育工作的临床教师，其依法
执教的要求更为严苛，除了基本的法律法规，还需熟知并传授
医疗卫生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让临床学生能够在掌握理论和
技能知识的同时也能做到依法行医，依法执业。 

3.依法执教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教育事业的良性运作

关乎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着其前途命运，决不容许
轻视，高校教师作为教育事业的实践群体和直接参与者，其依
法执教制度的落实情况严重影响着整个教育教学的综合质量。
为了保证教师职业的正确发展，为了培养大批合格人才，为了
推动依法治教、依法治国制度的实践落实，高校教师必须坚持
依法执教，充分认识到依法执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3]。 

高校教师须树立严格依法执教的法律意识，依照法律法规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恪尽职守，严格规范自己的教

育教学行为，充分履行自身义务。高校教师只有做到依法执教
才能确保其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也只有这样，才
能培养整体素质水平较高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输送
高质量的后备力量。 

作为一名临床护理人员，在执教的实践工作中，除了严格
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外，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规范执行，
切实落实依法执教的制度要求。 

4.高校教师依法执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高校教师的整体综合素质水平

也在随之攀升，其依法执教的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化，绝大多
数教师均能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4]。 

高校教师依法执教的落实情况越来越规范严谨，这在一定
程度上加快了教育教学活动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但即使如此，
高校教师在依法执教过程中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具体到
临床护理人员，结合其临床工作及执教的特殊性，其在执教过
程中更是存在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4.1 依法执教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知识学习的的局限性临床
护理工作人员，其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的
有限性，主要包括学习时间的有限性和学习途径的局限性，这
些都是在依法执教过程中现存的问题，亟待解决或缓解。 

学习时间方面的局限性：主要是其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尤其是在现在医疗资源和医患关系相对较为紧张的大时局下，
临床护士除了要在三班倒的状态下完成各繁杂的护理工作外，
业余时间还要通过专业学习及频繁考核以保持自身对于护理前
沿知识的熟识度。对于法律法规方面知识的学习，更多的是涉
及医疗安全方面的内容，对于依法执教等其他方面的法律法规
知识涉猎的时间少之甚少。 

学习途径方面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临床护士的培训学习
主要是以专业知识为主，极少涉及法律法规，尤其是依法执教
等较为精准的法律知识。临床护士主要是通过分散且短期的集
中培训的形式获得依法执教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而这种集
中的短期培训存在一定的弊端，尤其是对于医疗行业的临床教
育工作者而言，法律法规方面基础知识薄弱，加之短期内的倾
囊灌输，知识整合理解接受的时间有限，加之高强度工作对于
学习积极性的负面影响，整体学习效果均会随之降低。除此之
外，几乎无其他有效途径获得该方面知识[5]。 

4.2 对于临床护士而言，其工作重心在专业提升方面，执教
授课在其工作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少，临床护士依法执教的法律
意识较为薄弱，未充分认识到其临床带教授课的重要影响意义 

在现在医疗环境下，大众对于临床护士的要求较高，除了
医疗行业的高要求外，患者及家属对于临床护士的要求也相对
较高，在这种局势下，临床护士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置在专
业能力的提升方面；为了医疗安全，临床护士还需熟知医疗卫
生行业的法律法规，再加之依法执教方面法律法规知识的迫切
要求，综合这些高要求，对于临床护士而言是一个莫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临床护士对于依法执教的认知深度不够，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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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认识到其临床带教授课对于医学院学生的深远影响意义，意
识方面重视度不够，遂依法执教制度的落实状况也相对欠佳。 

4.3 临床护士带教工作的执行情况如何，来自医院主管部门
或医学院等的监督力度有待提升 

临床护士依法执教制度的落实情况，需要所在医院及高校
进行双重评定考核，但这两个不同专业方面的主管部门，其监
督考核评定方面的制度体系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都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临床护士依法执教的规范执行[6]。 

5.对于临床护士依法执教制度落实中存在问题的个人建议 
5.1 针对临床护士学习依法执教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局限

性方面，建议运用新媒体拓展学习渠道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思维可以发挥其得

天独厚的用武之地，将其与临床护理工作的特殊性有机结合，
开拓临床护士学习依法执教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新渠道，如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快车道均可以发挥一定的实践
作用，除此之外，可以考虑开通普法专栏，或者开通教师普法
公众号等等，通过这些途径开展教育法律法规的培训，多渠道
相结合，临床护士可以根据其自身知识或时间的特殊性，选择
个性化的学习渠道。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讲座、研讨、座谈
会、对话、警示教育、现身说法等形式进行不定期的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的传授，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临床教师依法执教的工作
意识，做到率先垂范，更好的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7]。 

相信在这种多管齐下的新模式下，除了可以提高临床护士
学习依法执教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积极性外，其依法执教制度
的临床执行效果也不会差强人意的。 

5.2 完善卫生主管部门或医学院对于依法执教制度的规章
体系，尤其是考评监督制度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是增强教师法律意识，提高教师执教水
平的客观要求 V，制度的建立或完善均需多部门的合作考察 ，

结合临床护士工作的特殊性，深入一线工作，熟知其现存问题
及依法执教制度落实中的困难，提出提出切实可行的执行及考
核制度，促进临床护士主动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依法执
教，依法律己，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依法执教制度落实到规范
化和常态化。 

5.3 针对临床护士工作的特殊性，建议可以实行竞聘上岗、
不定期轮岗的制度   

临床护士自身工作量大，如若再额外兼顾临床带教，其工
作份额会叠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临床护士执教者进行择优
选择，选择业务能力及沟通带教能力均较强的护士，这样其才
能在确保临床护理工作高效完成的前提下，规范落实依法执教。
除此之外，在高强度临床护理工作的现状下，对于临床护理带
教老师，可以考虑不定期轮岗的制度，人员轮转，缓解其工作
及教学压力。 

总之，依法执教制度在临床护理人员中的应用还存在多方
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只有充分明确现状问题，从制度或
理论等方面不断完善，同时从意识方面不断提升，才能切实落
实依法执教制度，提高制度落实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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