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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护理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探究

孟泽

河套学院

[ 摘  要 ] 目的：总结恶性肿瘤不同护理方案的应用价值。方法：在 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2 月开展研究，期间以我校护理专业学生 100 名

作为案例。入选时基于不同教学方式划分为实验组和常规组。常规组应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实验组基于人文素养开展基础护理教学。总结两

组学生关爱、文化、沟通、自我效能四个方面的学习成果。结果：教学之前两组学生的关爱、文化、沟通、自我效能对比无意义，P ＞ 0.05 ；

教学之后实验组学生的关爱、文化、沟通、自我效能教学效果显著优于常规组，统计学分析有意义 P ＜ 0.05。结论：人文教育在基础护理教

学中的应用价值显著，可以有效提升教学综合质量水平，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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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养涉及到的内涵元素非常多，例如能力、知识、观念、

意志以及情感，人文元素属于一个人内在品质的综合表现，同时也

是气质、人格、修养的重要影响因素 [1]。人文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

有着决定性影响。伴随着护理教育的持续性发展，人们对于护理教

学的科技并人文等热性的认知越发成熟。护理专业本身也是技术、

知识、人文素养结合性的专业，所以在护理教学期间也必须注重对

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 [2]-[3]。对此，本文以我校部分学生为例，探讨

基础护理教学中，人文教育的融入价值。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9 年 1 月到 2020 年 2 月开展研究，期间以我校护理专业

学生 100 名作为案例。所有学生均在大二阶段入选，入选时基于不

同教学方式划分为实验组和常规组。实验组 50 名学生，女性 46 名，

年龄中位数 19.87 岁；常规组 50 名学生，女性 45 名，年龄中位数

18.99 岁。基础资料无对比，P＞ 0.05。

1.2 方法

常规组应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实验组基于人文素养开展基础护理教学，具体教学措施如下：

1、创新教学活动。在教学中可以借助病房模拟的方式，让学生分别

扮演患者、护士，借助模拟方式感受护理操作期间的人文素养内涵。

在模拟期间需要保持高度严谨性，做好对病情的交流，交流期间需

要保持语言的通俗易懂，分散患者的紧张情绪。同时对于行动不便

或有需求的患者，需要坚持用心、微笑的交流。基于技能操作，应

当有一定的隐私保护意识，提前做好操作告知，促使护理操作带有

人文特色；2、强化人性化与心理护理教学。在课程教学中突出人文

教育必须从理论与知识两个层面落实，强化案例教学以及情感教学，

提前将课堂中的内容交给学生，促使学生可以自主性的查阅资料，

回顾自己所学习的知识，寻找问题的答案，将课堂理论知识和具体

病例结合起来，课堂中以小组方式进行问答，促使学生可以提出自

己的疑惑或感兴趣的话题，并表法不同的意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3、课后教学。在课堂教学之后教师仍然需要对学生的人文精

神进行培养激发。在处理好师生关系的同时注重学生所提出的任何

问题，并基于学生的心理状态促使其可以正确的看待临床护理工作，

保持较高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人文培养水平。

1.3 评判标准

总结两组学生关爱、文化、沟通、自我效能四个方面的学习成果。

评价方式应用自制量表，分数以 10 分（最佳）为标准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 SPSS19.0 软件完成数据的记录分析与对比。数据

录入期间应用检验方式进行判断，百分比数据应用 X2 检验，均数数

据应用 T 值检验。数据所有操作均实行 2 次，在结果不一致时由多

人进行处理。数据对比结果中 P＜ 0.05 则代表有意义。

2 结果

教学之前两组学生的关爱、文化、沟通、自我效能对比无意义，

P ＞ 0.05 ；教学之后实验组学生的关爱、文化、沟通、自我效能教

学效果显著优于常规组，统计学分析有意义 P＜ 0.05。详情见表 1。

表 1负性情绪与自我接纳评分对比

组别 关爱 文化 沟通 自我效能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实验组
（n=50）

6.21
±0.24

9.14
±0.41

6.13
±0.41

9.25
±0.02

6.31
±0.45

9.11
±0.14

6.55
±0.19

9.56
±0.10

常规组
（n=50）

6.31
±0.21

7.51
±1.01

6.33
±0.13

7.69
±1.20

6.24
±0.14

7.13
±0.10

6.64
±0.20

7.05
±0.51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护理属于一个用于人的学科，其带有比较突出的人文精神。伴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患者对于健康的需求以及对服务本身

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 [4]。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改革以及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护理人员的质量、知识结构的要求不断提高。

对此，在护理基础教学期间，合理的融入人文素养不仅是提高教学

质量与效益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在

今后需要进一步强化人文素养的教学重视度，并基于教学需求不断

的创新，从而提高基础护理教学的综合水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教学之前两组学生的关爱、文化、沟通、

自我效能对比无意义，P ＞ 0.05 ；教学之后实验组学生的关爱、文

化、沟通、自我效能教学效果显著优于常规组，统计学分析有意义

P ＜ 0.05。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人文教育可有效应用于基础护理教学，

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水平，提高学生的个体素养水平，为今后

的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人文教育在基础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显著，可以

有效提升教学综合质量水平，值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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