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53

巴职院护理专业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

摘要：高职院校护理学课程是护理专业的主要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才能够保证护理教学

办出特色和成效。护理学考核是评价学生护理实践水平和实训教学的有效方式，同时也

是测评学生护理素质的有效方法。高职院校若想全面评价学生的职业素质和操作技能，

则需要加强护理教学，改变考核模式，构建完整的评价系统和考核系统，培养出具有实

用型的护理人员。本文主要阐述高职护理学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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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完成的护理考核系统和评价系统，提高护理学生的职业素养

和实践技能。教师结合学生护理学考核和评价体系，对学生职业素质和技

能进行全面评价，帮助学生打下临床基础，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对培养

学生职业素养和护理技能有着重要意义，推动护理实践教学进程的发展。

1 创建护理学课堂

1.1 重视护理学理论知识

学生需要观察病人心理变化和生理变化，从而为其提供最佳的护理服

务，但护理知识范围广且细致，疾病多种多累，若是将理论知识单纯的讲

解给学生，则学生会在沉闷的教学课堂中降低学习的积极性，无法应用在

实际生活中。教师要保证将学到的护理知识能够与生活结合，则应先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用多样化的方式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

加深有关于理论知识的理解。比如教师在讲解某类病人疾病时，可和实际

生活联系，让学生掌握知识点。教师可通过提问将知识点导入课堂，先询

问同学家是否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人，此种病症的特点和成因又是什么？如

果老人患有此病则需要怎样护理？学生通过教师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掌

握课堂的重点，引发学生学习的共鸣。

1.2 设置模拟情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学生在护理病人时，考察的是其综合素质，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

为其创设情境，从而提高学生护理能力和综合素养。当教师在讲解护理措

施和注意问题时，需要为学生创设情境。比如病人有高血压，经常服用错

药或者有血压恢复后便停药的情况，学生应该如何解决此些问题？同时教

师也要为学生设置突发事件的情景，锻炼学生的应场能力。

高职院校一般情况会为学生提供见习的课程，使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发现问

题，查阅资料，解决问题，此过程能延伸学生护理知识。比如教师可组织

学生到医院参观预防病人摔倒的案例，学生在完成见习后，可查阅资料并

设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此过程能够发散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认

真性和严谨性。

1.3 实施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能够提高学生素质，优化教学质量，帮助学生将学到的课本

知识应用到实践生活中，提高护理能力，使其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护理服

务。比如学校可和某医院构建合作关系，学生定期参与实践活动。由优秀

的护理人员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学生在实践中及时改进自身的不足，

从而提高实践能力。

2 高职护理学考核体系

 通过构建护理学考核评价，让学生能够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查缺

补漏，提高自身的认知，调动学生学习护理的兴趣，保证学生实现提升护

理能力的目地。

2.1 考核与评价的标准

护理学的考核评分标准需要客观且细致，同时要减少教师的主观性评

价。考核包含着学生对用物准备、操作评估、操作准备和护理记录等，查

看是否记录准确，同时还包括了对学生应变能力、操作灵活性等内容的考

核。高职院校学生的仪表对病人的称呼，以及和病人交流时的着装、操作

前的解释。等均属于考核标准。在操作时需要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与安

全，观察患者反映，并且使用安慰鼓舞的话语问候病人。在操作后，需要

告知病人注意事项，若是在操作中出现失误，则需要灵活处理突发事件，

并且及时向病人道歉，此些内容均需要纳入到评分标准中。

2.2 考核内容

制定的考核内容需要按照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原则，根据我国护士职业

资格考试的要求以及卫生部的护理技术操作，选择临床项目目使用次数多

的项目。从人际态度、操作技能和职业态度等方面考核。而考核的项目主

要有皮内注射、口腔护理、无菌技术和心肺复苏等。在日常考核学生单项

技能时，可以综合学生间的互评、教师的评价以及自评，也可以设置小组

考核，划分护理团队，设定病案和情境，学生分别扮演家属、患者和护士

的角色，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护理。

2.3评价指标组成和方法

护理理论有着覆盖面儿广泛、系统性广的特点。学生掌握了理论知

识，才能够开展更好的护理，此些基础理论占据评价比例大。对护理人员

来讲，虽然实际操作有着重要作用，但学校目前能为学生提供的操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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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因此需要备受重视。高职院校生大多刚接触护理学课程，在实践中

是按照教师的讲解进行操作，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发现和解决护理中出现的

问题，因此评价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比例少。综合使用能力有着严

格的要求，对评价学生掌握护理知识面少，在评价中的比例小。首先评价

学生在考核中的各项技能；其次对护理技能考核模式进行评价问卷调查；

最后在考核中将学生和病人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分析应变能力以

及操作技能作为评价指标。通过有关软件处理数据，从而统计分析评价指

标资料[1]。

2.4 构建考核评价体系

教师在评价学生职业能力时，首先需要考虑实践内容、理论内容，观

察发现等内容。护理学考核评价包含着护理理论知识，此方面的内容是以

卷面方法考查学生对病人护理以及病人用药问题掌握情况；然后是评价学

生操作技能，主要是评价学生协助病人完成相关操作的运用能力；最后是

评价学生思考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教师通过见习课评价学生思考问题、发

现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见习课中能够接触到病人，学生在接触中会可发

现病人的问题并实施解决方法。教师需要测评学生综合能力，虽然测评综

合能力的难度大，但是教师可为学生设定指定情景模式测评。比如病人有

高血压，学生应怎样护理，若是病人经常有忘吃药的情况应该怎么办？教

师也要设置突发情境，从而考察学生反应能力[2]。

3 护理学考核评价体系构建的重要性

护理学课程有着较强的实践性，其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影

响着培养护理人才的质量，因此应结合护理专业特征制定考核体系和评价

体系，从而完成教学实践目地，达到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由此可知，制

定科学的考核评价系统对于培养学生的护理技能和职业素养有着重要的作

用。

首先能够推动实训教学发展。开展护理学考核和评价系统构建，能够

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使教师通过考核与评价找到学生出现的问题，

并且不断健全实训教学内容，从而提高实训质量；其次能够保证学生和临

床实践近距离接触。构建护理学的考核和评价系统，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

观察能力、动手能力、使用知识能力和沟通能力等，从而使学生和临床护

理实践同步，为今后的实习工作奠定基础，使学生能够及时转换临床角

色；最后能够客观的评价学生学习情况。使用学生自评、互评、小组评价

和教师评价等方式，能够公平且客观的对学生职业素养、实践技能给予评

价，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护理学科有着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其教学任务是培养

学生的操作技能，从而提高培养质量。结合护理专业特征，制定科学化的

护理学考核体系和评价体系，以便于达到理想化的护理教学效果，激发学

生学习护理的积极性，更好的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护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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