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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视角浅谈关于本土化护理专业学生的培养
曹滢丹 范国正 朱牡昙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 要】：为解决基层卫生人才紧缺的现状，2018 年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湖南省教育厅要求各高职院校做好我

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科本土化人才培养项目。我校为更好响应省里政策，自 2018年起承担全省 51 个贫困县困难学生乡村

护理本土化培养任务，服务于乡村振新，助推健康乡村建设。为更好地对本土化学生进行管理，该班的辅导员选择了有专业

背景的教师担任，能很好的在学生思想品德、服务基层、职业素养、职业能力、比赛指导、身心健康等多方面进行指导，在

教导过程中更具有针对性和说服性，为基层培养出“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优质基层医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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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代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和《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坚实健康基础的总体战略，守护百姓健康，实现民族富强，

健康扶贫尤为关键，而乡村护理人员是我们医疗队伍中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乡村的“健康卫士”，是稳定乡村医

疗卫生事业，保障农村百姓的健康的中坚力量之一。农村百

姓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基层医疗有了更高的期盼和

需求，为更好地解决基层卫生人才紧缺的现状，切实提高基

层医疗工作者的整体能力和素养，2018 年湖南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及湖南省教育厅共同出具《关于开展贫困地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化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职

院校做好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科本土化人才培养项目，

在 2020-2025年期间，每年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 1000

名专科本土化人才。我校积极响应省里政策，于 2018年 9

月起承担全省 51个贫困县困难学生乡村护理本土化培养任

务，服务于乡村振新，助推健康乡村建设，为“健康中国”

添砖加瓦。本人在学校安排下担任了第一届本土化护理专业

学生的辅导员直至学生毕业，在担任辅导员的三年期间，面

对各种困难挑战时，不断摸索和学习，陪伴学生一起成长，

为他们走向基层打下坚实基础。

2 辅导员管理工作的实施

2.1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锻造学生的爱国之情强国之梦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

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大学生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资

源，代表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新冠疫情的爆发，让

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普通但不平凡的医疗工作者，他们穿梭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护理工作人员重复着核酸采集、打针、

发药、输液、量体温等繁杂的护理工作。我们的“白衣天使”

在肩挑救死扶伤的重大使命，坚守国家百姓健康上做出了自

己巨大的贡献。因此，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信念应当为本土

化护理学生的第一课，只有坚定党的指导方针，爱国爱党爱

百姓是主旋律，为医疗事业做出医务工作者该有的贡献。本

人作为医学背景的辅导员，利用专业交流为媒介跟学生进行

思想交流，传递社会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正能量，让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具备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2.2人文教育中培养以人为本的良好医德

以人为本，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护

患关系来说，提倡的就是优质护理，和谐的护患关系。以患

者为“本”，以实现患者身心健康为护理目标，以患者的根

本利益为出发点，换位思考患者感受，将心比心,在护理工作

中用爱心、诚心、细心,换取患者的舒心、放心、安心。当代

学生生活在国强民富的时代，基层体验偏少，学生毕业后就

业条件相对艰苦，环境落差大，在担任辅导员期间，结合学

生上述特点，按照学校与医院共同开发的人才培养方案，结

合基层卫生院岗位能力要求，培养扎根基层职业能力为导

向，利用社会实践活动、系列讲座、主题班会、主题演讲、

谈心、转发时事医疗新闻等多种方式，全程以吃苦耐劳、服

务基层为主旋律，帮助学生树立“医者仁心”的良好医德。

2.3 彰显专业优势，因材施教，做好“引路人”

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主要来自于专业教师的线上与

线下混合式教学，而有医学专业背景的辅导员可积极发挥专

业优势，协助专业教师，辅导学生的专业知识。本人除了担

任辅导员以外，还承担他们的生理学、药理学、职业防护的

课程教学。在专业知识讲授之前，通过对学生毕业后将就业

的乡镇卫生院走访调研、往届同专业的学生学习数据分析及

学生在线学习平台数据跟踪，发现学生在需要注意“四个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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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问题。他们的“四个增强”是指理论知识需扎实过硬，

实操技能需精湛娴熟，沟通交流需真诚友善，职业精神为吃

苦耐劳。辅导员可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验，因材施

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特点，给予学习方法的指导；其次，

对于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帮忙一起分析其落后的原因，

调整学习方法，并利用自习时间，进行专业知识答疑解惑；

最后，鼓励学生之间帮扶互助，正向促进相互学习成绩时，

有助于培养班级的团结合作，良好的班级氛围。

2.4 培养学生身心健康，学会“两条腿”走路

健康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

于良好的状态。大学生的健康通常主要指的是身体健康和心

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健康不仅仅是躯体没

有疾病，而且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

据不完整数据统计，学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例如

晚睡晚起不科学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或节食减肥，长

时间的手游网游，抽烟酗酒，极少体育运动，受挫抗压能力

不强，自卑或自负，社交恐惧等各种因素致使部分同学处于

身心亚健康状态。为改善上述状态，第一，学校实行“校园

跑”的计划，根据男、女生的体能状态制定相对应的学期跑

步计划；第二，辅导员带队走出校园，组织去往武汉大学进

行游学活动，让学生感受高校的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第三，

鼓励班级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校级运动会和排球赛，在

运动场上展现魅力风采；第四，辅导员于周末带队实行公园

捡垃圾、慰问养老院、社区健康知识宣讲等户外活动，让学

生脱离过度的网络环境；第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不

断完善自我，学会肯定自我，遇挫不慌，理智面对，积极应

对，学会倾诉，增强心理适应能力，调试不良情绪。让智商

和情商这“两条腿”共同得到锻炼，大步向前。

2.5 重视临床技能，提升全科能力

本土化培养的护理学生主要服务的对象是乡村居民。根

据 2017年一份数据统计，农村死亡率排名前五的病因分别

是：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及

中毒。从常见病因分析，学生需要有娴熟的专业技能，针对

上述疾病能提出相对应的护理措施和健康评估。在遇到突发

状况时，基层医疗条件有限的束缚下，护理工作者需要拥有

过硬的心理素质，能配合医生共同及时解决患者的紧急情

况。为加强学生对专业技能的重视和学习，辅导员带队下到

渡头塘卫生院、万宝卫生院进行床旁见习，让学生直观感受

基层的工作环境和状态，促进学生重视临床技能的打磨，培

养过硬的专业技能，全面提升全科护理的能力，才能适应基

层的护理需求。

3 成效

3.1学校层面

学校致力服务于乡村振新，自 2018 年起，承担全省 51

个贫困县困难学生乡村护理本土化培养任务，在助推健康乡

村建设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于 2021 年获国家荣誉成为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3.2培养模式

学校以“专业对接医疗链、教育对接价值链”作为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院校“育人为本、德技双修”的教学模式，

坚持医教协同，产教融合，注重与医院共建共享资源平台建

设，院校合作为依托，以专业发展为纽带，通过多临床、早

临床、技能大赛、“1+X”职业技能试点、乡村本土化对岗

定向培养等，开展院校共育、医院培训、社会实践等活动，

促进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建设，形成“融合-分享”式资源共建

共享模式。

3.3学生层面

担任辅导员的三年期间，鼓励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各

种比赛，合计获得荣誉 23 项，其中集体获得校级、院级优

秀班级，院级排球赛团体三等奖、院级专业知识竞赛团体二

等奖。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六名，省级优秀毕业生五名，

省级定向培养比赛获奖两名，市级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一

名，二等奖三名，校演讲比赛、校征文比赛、解剖绘画比赛

均获奖，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团干、校优秀团员、校优秀学

生干部、校优秀毕业生、院优秀实习队长等多人获奖。

4 后记

2021年 5 月毕业后，鼓励学生与当地卫健委主动联系，

积极参与到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班级有 32 名同学在卫

健委的统一安排下，纷纷下到基层卫生院进行咽拭子检查、

健康资料统计、健康知识宣讲、导诊等各种工作中，毕业的

最后一课，让学生感受扎根基层无上光荣的理念，成为真正

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基层医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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