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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PDCA循环理论提升高职护理学风建设

对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应用研究

陈慧群　范丽敏　李　铮　朱虹玉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1

摘　要：目的：探究终身教育背景下应用PDCA循环理论，提升高职护理学风建设对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应用。 

方法：建立学风建设与护理人才培养的耦合路径及PDCA循环理论与学风建设相衔接的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框架模

型，选择2019年9月入学的高职护理专业的126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为护理A组和B组，每组各63名学生，为

避免研究对象之间的干扰，按照抽签法，抽取A组为对照组，B组为实验组。A组实施传统教学方法进行管理。B组

运用PDCA循环理论进行学风建设干预。比较两组教学教风、学习主动性、社会服务参与积极性级综合测试成绩等。 

结果：观察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综测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学习态度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将A、B组进行本组

干预前后对比，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数据对比显著性高于对照组。结论：在高职护理

专业学生中应用PDCA循环模式，学生的学风建设显著提高，进一步推动高职护理校企合作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

该培养模式值得推广应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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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theo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yle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Methods: To 
establish the coupling path of learning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and nurs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framework model of 
nursing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connected with PDCA cycle theory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A total of 126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who enrolled in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 and group B, with 63 students in each group. In order to avoid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research objects, 
group A was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group B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lottery method. Group A 
was managed b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Group B used the PDCA cycle theory to interven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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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的“职业教育”一章中，强调职业教育必须体

现出终身教育的特点。2015 年新修订后的《教法》中，

共有两处提及“终身教育”在第四十二条，提出“引导

和鼓励社会组织及教育机构开展终身教育服务”。培养高

素质的技术技能型护理人才是高职院校的办学宗旨。高

职院校的学风建设对大学生科学的“三观”有着直接的

关系，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价值感、精神品格和学习习

惯是各大高校重要的课题，各高校护理专业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养应该引起重视。因此，在终身教育背景下，对

高校护理专业面临的一些影响因素和现状进行分析，针

对问题作出计划并实施相关策略，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

综合能力和素质，提高学风建设。本研究基于 PDCA 循

环理论在高职院校推进课程教育，加强学风建设，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护理人才。PDCA

循环理论（见图1）是由美国质量管理学家戴明（Deming 

WE） 在 20 世 纪 50 年 代 提 出 的， 包 括 计 划（plan）、 实

施（do）、检查（check）和处理（action）四个阶段，如

图 1 所示。P（Plan）代表计划：是根据需求作出的规

划目标；D（Do）代表实施；C（Check）代表检查；A

（Action）代表处理 [1]。PDCA 循环理论的特点有四个，一

是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二是具有阶梯性，三是具有科

学性，PDCA 循环应用了科学的处理方法，4 个阶段的设

置配合都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研究和测验。四是具有套环

性，大循环套小循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

1.研究背景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

实施意见》中指出：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教

书育人的本质要求，是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发展之魂。

目前我国高职护理教育还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从培养理

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践等环节来进一步

作出研究与实践，进一步清晰护理专业的职业素养与能

力定位，在终身教育背景下，应用 PDCA 循环理论提高

高职护理专业学风建设，通过实践应用及修订，构建定

位较为清晰的高职护理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体系。

图1　PDCA循环理论模型

2.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9 年 9 月入学的高职护理专业的 126 名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分为护理 A 组和 B 组，每组各 63 名学生，

为避免研究对象之间的干扰，按照抽签法，抽取 A 组为

对照组，B 组为实验组。A 组进行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管理。B 组运用 PDCA 循环理论进行高职护理教育学风建

设干预。纳入标准：均为在校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愿意

配合本次试验；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排除标准：精神

障碍；中途退出者。

2.2 干预方法

2.2.1 实验组干预方法

2.2.1.1 修订高职护理校企合作型人才培养体系。岗

课赛证融合，校企合作教学，探索适合高职护理教育的

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清晰高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

式 [4]。

2.2.1.1.1 运用德尔菲法构建培养理念与目标体系、

课程体系；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考察法构建实践平台

体系、运行模式体系、运行保障机制体系、教学评价体

learning style. The teaching style, learning initiative, social service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level comprehensive test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rehensive test sco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 < 0.05). The learning attitude of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data of group A and B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P<0.05), and the data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ode in nursi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ignifi cantly improves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style of study, and further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 nurs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training mode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PDCA; Nursing; Study style construction; Cultivation of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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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根据专业的岗位需求设置课程，并通过各课程之间

的交叉教学，同时融入职业技能证书培训内容促进学生

各专业技能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以赛促教，反哺教育，

不断创新改革，最终形成较完善护理人才培养体系（见

图 2）。

2.2.1.1.2 建立学风建设与护理人才培养的耦合路径

及 PDCA 循环理论与学风建设相衔接的护理人才培养体

系框架模型。

运用文献研究法，通过理论研究，界定职业护理教

育的核心能力和素养，分析学风建设与护理人才培养之

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发掘耦合实现的内在因素和

外在条件，建立学风建设与护理人才培养的耦合路径，

为护理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学风建设已

经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和保证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条件。[1] 以国家、社会对职业护理人才

知识、核心能力、素养的目标要求为依据，从我国经济

社会和医疗健康行业对护理实践人才的需求出发，借鉴

国外护理实践人才培养和学风建设的经验，以 PDCA 循

环质量管理理论（见图 1）为基础，将 PDCA 循环理论应

用于构建与学风建设相衔接的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框架模

型中（见图 3）。

2.2.1.1.3 护理人才培养体系的初步实践。运用修订

版校企合作护理人才培养体系，在我校 2020 级护理专业

学生中进行试运行。试运行过程中，收集、记录、保存

试运行情况的相关资料。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完善，形

成并应用校企合作型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图3　PDCA循环理论与学风建设相衔接的

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框架模型

2.2.1.2 应用 PDCA 循环理论对学风建设进行干预

2.2.1.2.1 制定学风建设计划（P）

根据问卷调查分析，根据岗位需求设定课程建设的

需求从硬件投入、提升教师辅导员责任及学生学风建设

各项计划三方面提出计划，以全面启动高职院校学风建

图2　高职护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体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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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根据课程思政教育政策，将学风建设融入到课程教

学过程及制定一系列社会服务计划表，提高职业认识，

进一步推动学风建设计划的完成（见图 4）。

图4　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学风建设PDCA循环表

2.2.1.2.2 执行各项措施（D）

2.2.1.2.2.1 根据具体计划学校支持逐步完善硬件设

施，由护理专业委员会进行专业调研，进行专业建设规

划并提出申请，院系支持，逐步完善。

2.2.1.2.2.2 建立师生合作学习小组。合作型小组学习

法对促进良好的学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班主

任及辅导员共同指导下完成学习小组的构成，组织推荐

或自荐表现优秀并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学生任各科学

习小组长兼宿舍舍长。学习过程中的小组为单位的讨论

及护理学基础、外科护理、育婴员技能培训、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培训等课程的学习以及临床见习与实习均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课程技能考核也以小组提交成绩（考试

形式以小组内成员抽签确定被考核代表）进行测评，不

定期进行小组竞赛并实施奖励。

2.2.1.2.2.3 落实教师辅导员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计

划。加强辅导员对学风建设的管理，包括学生生活、自

习、校内外等活动的组织与安排。[2] 教师以润物细无声

的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融入到各科教学中，提升学生的

人生价值观和职业价值感。加强学生管理是学风建设的

主要方式，最直接的是学生干部以及管理层学生自身的

思想状态。医学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提出应从培育理念、

提升能力、挖掘思政元素、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健全考

核评价制度等方面入手，以提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能

力，确实保证育人效果。[3]

2.2.1.3 对学风建设成果检查（C）

2.2.1.3.1 定期检查学生学习成绩。学风建设成果最

直接的反应就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衡量建设的重要指标

是每学期的学生综合成绩。学生在企业实践学习期间，

通过企业轮转并各岗位考核，同时学校进行在岗奕辅导及

校友邦等打卡及提交实习周记及作品等形式进行校企合作

共同考核 [4]。考核内容包括理论、技能、专业态度、团队

评价、自我评价等，考核以过程性评价和综结性评价形成

职业行动的全方位评价，以全面检测学生的学风情况。

2.2.1.3.2 定期与学生进行交流。学风建设的主要对

象是学生，因此学生的意见是最直观的，能够充分表达

学生的相关诉求和意愿。可以采取与学生面对面交谈，

了解学风建设方面的不足，以及当前学生学习情况。

2.2.1.3.3 定期对教师教学、辅导员班级管理进行评

教活动。通过教学评估，让学生给老师打分和评价。同

时，组织考核小组去听取教师授课，给出相应的意见和

改进的建议。师生共同督促，共同提高。

2.2.1.3.4 总结整理并应用。对检查出来的各种问题

进行处理，总结成文，整理视频，丰富学风建设内容并

制定各教学标准应用于高职教育。

2.2.1.3.5 对学风建设进行改进措施，不断完善人才

培养体系（A）。学风建设工作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

点，通过检测和反馈要及时对学风建设进行总结和改进。

在学风建设的计划和具体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

析，同时做好改进措施和解决方案，在下一轮的 PDCA

循环中进行完善吸取经验，不断进行循环、创新和完善。

2.3 对照组干预方法

执行学校各级管理政策，采用传统的学校管理制度

对护理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及考核，由学管团队辅导员及

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管理，包括对生活管理及思想动态管

理等，主要体现在纪律、安全、校园文明等方面的管理。

2.4 评价工具

2.4.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

6 项内容。

2.4.2 护理学风建设问卷

该问卷是研究者以高校学风建设综合评价模型（评

估体系）为基础，运用德尔菲法整理设计形成，共包括

了教学教风（25 个条目）、学习主动性（12 个条目）和

社会服务参与积极性（8 个条目）3 个维度，共有 45 个

条目，每个条目设置成 5 个选项（完全不同意、不同意、

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或（很差、一般、中等、

良好、优秀），评分从低到高，分别为 1 ～ 5 分，“护理

学风建设”问卷总分得分范围为 45 ～ 225 分，教学教风

维度得分范围是25 ～ 125分，学习主动性维度得分范围

是12 ～ 60分，社会服务参与积极性得分范围为8 ～ 40分，

得分越高表示护理学风建设越好。该问卷内容经过预调查

和专家评审，其Cronbach系数为0.856，信度为0.87，内容

效度为0.755，结构效度为0.756，信效度均良好。

2.4.3 综合测评分数

在干预结束后，综合本学期各项分数，包括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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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平均分（根据课程标准设定理论、技能、平时过程

分）、智育分、德育分、考勤分等，其中智育分包括各项

竞赛如护理技能竞赛、健康照护技能竞赛、运动会投稿

选送等，德育分包括班委及宿舍长考核分、学马在线、

5.12 护士节活动、天使传承进社区、参加社团等活动分，

综合测评分的每项都以公平公正的形式进行，在班主任、

教师及辅导员的指导下，主要由学生考核小组进行各项

考评登记并统计，每项目都做到公开，设有修订时间以

防遗漏等疏忽，并进行确认签字。

2.5 资料收集方法

两组均在干预前和干预后一个学期通过问卷星形式

发放问卷，问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护理专业学风

建设调查表。对象在填写的过程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可

当场进行线上咨询。本研究问卷回收有效问卷共 126 份，

有效回收率为 100%。

2.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3.1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双人录入，并导

入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

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

2.7 结果

2.7.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选取高职护理专业学生 126 名，实验组和

对照组各 63 例，干预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实验组

（n=63）

对照组

（n=63）
统计值 P 值

年龄（岁，x±s） -
19.22±

0.90

19.50±

1.11
1.5741） 0.118

性别 [ 例（百分

比，%）]

男 3（4.8） 4（6.3）
0.1512） 0.697

女 60（95.2）59（93.7）

民族 [ 例（百分

比，%）]

汉族 58（92.1）60（95.2）

0.5342） 0.465少数

民族
5（7.9） 3（4.8）

健康状况 [ 例（百

分比，%）]

健康 62（98.4）61（96.8）

0.3412） 0.559一般 1（1.6） 2（3.2）

较弱 0（0） 0（0）

是否独生子女 [ 例

（百分比，%）]

是 10（15.9） 7（11.1）
0.6122） 0.434

否 53（84.1）56（88.9）

家庭住址 [ 例（百

分比，%）]

城市 7（11.1） 12（19.0）

2.5722） 0.276城镇 24（38.1）17（27.0）

农村 32（50.8）34（54.0）

1）t值；2）χ2 值

2.7.2 两组干预前后学风建设各维度得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教学教风，学习主动性和社会服务参与

积极性三个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2.7.3 两组干预前后学风建设总分、综合测评得分

比较

干预前两组学分建设总得分和综合测评得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2　两组干预前后学风建设各维度得分比较

 

组别 例

数 

教学教风 学习主动性 社会服务参与积极性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实验组 63 89.58±17.00 103.15±14.82 -3.431 0.001 42.84±7.48 50.92±5.40 -6.856 <0.001 31.15±5.36 37.25±3.34 -7.960 <0.001 

对照组 63 94.21±14.45 97.73±13.56 -2.971 0.004 43.63±6.52 48.53±6.44 -4.581 <0.001 31.63±4.49 34.30±4.74 -3.482 0.001 

T值  -1.642 -2.144   -0.635 -2.278   -0.540 -4.037   

P值  0.103 0.034*   0.527 0.024*   0.590 <0.001*   

注：*为P＜0.05

表3　两组干预前后学风建设总分、综合测评得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学风总分 综合测评得分

干预前 干预后 T 值 P 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 值 P 值

实验组 63 163.58±27.67 190.33±22.31 -5.091 <0.001* 81.16±5.35 84.15±6.06 -2.886 0.005*

对照组 63 169.47±23.65 180.57±22.97 -3.748 <0.001* 81.05±5.99 80.02±6.69 1.058 0.292

T 值 -1.284 -2.419 0.111 -3.631

P 值 0.202 0.017* 0.912 <0.001*

注：*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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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3.1 本研究干预前调查显示高职护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1 对学校硬件满意度较低

调查表明学校基本条件尚存在不足，特别是部分中

职生以前学校的专业设备就比较齐全，作为高职院校要

更全面地满足进一步提升技能的需求及适应社会健康需

求的设施设备。

3.1.2 教学教风有待提高

教师和辅导员对学生的学风建设管理有待融入到各

项工作中，并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以满足教学管理需求。

3.1.3 学习主动性较弱

问卷调查表明学生对专业认识有待提高，课余时间

上网占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对自我职业规划部分同学目

标不明确。

3.1.4 社会服务参与积极性很低

干预前的问卷调查表明学生对社会服务的参与的意

识不够，大部分学生从中学阶段的仅仅为提高成绩的提

高而学习，职业认识及职业培养目标的认识有待提高。

3.2  PDCA 循环理论有利于提升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

综合能力水平

3.2.1 应用本理论从教学教风、学习主动性、职业社

会服务的参与性等方面进行循序渐进的引导及培养，使

学生在高职教育阶段打下扎实的理论与技能知识基础。

3.2.2 有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升高职护理人才对护理

专业价值的全面认识。

3.3 具有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项目以护理专业学风建设为切入点，建立终身教

育背景下校企融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护理人才培养体

系框架模式，通过初步的实践探索，在 PDCA 循环理论

的指导下，不断完善，渐趋清晰。本项目对推动高职护

理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3.3.1 以岗课赛证融通校企融合的形式进行全新的理

论研究、拓展和实践，对我国高职院校护理人才培养理

论的丰富与完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

3.3.2 通过社会服务将学风建设与护理职业精神巧妙

地融合，教师做到言传身教、立德树人，用护理服务理

念及职业信念去带动学生社会服务意识。通过天使传承

宣讲及各项活动及高职护理学生走进社区、养老机构、

医院等服务，渗透其精神，通过学生代表去带动其他同

学，做到全面普及并产生积极的影响。

3.4 本研究实施时间较短，在运行模式体系中尚处于

开始阶段，干预的学生未独立开始工作，社会反馈评价

方面资料欠缺。整个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形成良好学

风建设的循环。

3.4.1 我国高职护理教育在不断发展壮大中，社会对

护理专业的职业素养与能力定位还不够清晰，从培养理

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践等环节都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与实践。拟构建的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

求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3.4.2 拟构建的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框架模式，可为职

业护理教育以及同类职业教育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具

有实际意义，但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拟定切实培养需求

的人才培养体系。

4.小结

在终身教育背景下，将 PDCA 循环理论应用于高职

护理专业学生中，有效提升学生的学风建设，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用于护生教学管理，能提高临床教学质

量，促进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5] 该循环理论在应用较

多的是企业生产实践中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理论，同样

也适用于教学实践并促进校企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的完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高职院校中进行推广具

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但是本研究的干预时间相对较短，

尚未进行多轮的跟踪随访研究，在后期的研究中，将延

长干预时间，并进行跟踪随访，进一步验证 PDCA 循环

理论的效果。在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及职业教育的政

策背景下，培养新一代适应社会需求能为社会健康服务

的人才是高职教育的培养方向。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是

工匠大军的主要来源，对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具有重要意义。[6] 在终身教育背景下，将 PDCA 循环理

论贯穿高职教育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护理人才培养

体系，并将研究反哺教育，更好地运用于高职护理教

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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