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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护理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更加重视教学质量的提升，通过有效的调整教学模式以及课程的优化，积极开展实践课程的学习，同时还需

要符合当前教育革新的大环境，提升护理专业人才的综合素养和健康心理的树立，通过教学改革工作的落实，帮助社会输送更加符合当前医学发展

方向，专业素养过硬的护理专业人才。本文对护理专业就业现状以及人才培养现状进行总结，同时对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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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对于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并且对于综合性护理人才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有效满足行业的需求，护理学专业的人才培养

除了要重视技能以外，还需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加强全面性人才的

教学培养模式。院校需要结合当前就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完善且符

合实践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以及健全的道德

品质，有效避免传统教学实践技能欠缺等不足，让当前全新的护理人才

培养模式更加符合行业要求。 

一、护理专业就业现状 

护理专业就业是当前学生和学校最为关注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用

人单位在护理学专业人才的选聘工作中，更加重视的是临床护理的实践

能力以及综合技能水平，但是临床护理技能主要是通过实习实践学习

的，课堂教学是无法有效提升学习临床护理的能力，由于实践过程中临

床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且繁多，课堂的理论和模仿课程无法完全模拟真

实临床护理中出现的问题，所以当前阶段也是需要学校更多的关注实训

课程的安排和建设，通过增加实训基地的设施来给学生提供临床护理的

仿真训练机会，同时用人单位对于学生综合素养的考核也非常看重，高

素养的专业人才能够更好的适应高强度的护理工作，对抗压力完成工作

安排，这些也都需要学校在课程安排上进行调整，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

当前医疗行业的人才[1]。 

通过某用人单位的调查数据显示（如下图），单位对于入职的护理

人员最为看重的两点是判断性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主要跟

护理人员的实际工作内容有关，需要工作人员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

及时解决问题的能力，毕竟对于病患而言，时间代表着生存的希望，同

时用人单位对于护理人员的沟通能力和协同能力也非常看重，这些都是

实际工作中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能力的培

养并不能依靠学校的理论教育来完成和实现，只有通过实践课程来模拟

训练，才能帮助学生提升相关的实操能力。用人单位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实际工作中实践课程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是决定学生毕业后能否更好

的胜任护理工作，而创新型的实践教学训练可以更好的完成人才培养，

提高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所以学校在护理学课程的调整和优化过

程中，应该更加重视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在落实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

也要积极落实国家对课程思政教育的开展工作，通过有效的教学调整来

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岗位工作能力，帮助学生打开就业大门，全面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 

用人单位对学校课程设置的建议 

课程配比 百分比 护理能力 百分比 课程内容 百分比 

校外实习 61.91% 临床思维 84.13% 基础课程 62.18% 

校内模拟训练 51.40% 沟通 61.66% 急危重症护理 65.31% 

教学方法 38.18% 解决问题 71.19% 内科 45.31% 

考核 29.61% 判断性思维 65.50% 外科护理 57.82% 

职业资格培训 19.95% 专业技能 70.22% 文化课 28.51% 

二、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一）教学模式需改革 

医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是比较复杂和枯燥的，护理学的内容不仅包含

基础医学，还有不同科室的护理知识，所以护理专业的内容所涉及的门

类众多，学习任务也更加繁重且难度大。教师的教学任务同样繁重，由

于课程内容多教学时间紧张，部分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速度也非常的

快，这会导致学生无法跟上进度，甚至发展成厌学的情绪，还有部分教

师不愿意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课堂教学更加枯燥，学生既跟不上

进度也没有学习兴趣，导致部分学生无法专注到课堂上，最终影响的是

课堂教学效果。 

（二）实践课程硬件缺乏 

护理学专业教学中所需的教学模型和设备存在着老化、破损的现

象，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标本的更新也不充足，这些都影响学生相关基

础医学知识的学习，由于硬件设施无法及时更新，破损和老化的标本不

能很好的展示原本的组织细节，在实际的教学导致学生无法使用和操

作，只能简单的模拟，甚至无法进行实操课程的演练，这样的实践课程

是无法满足课堂教学的，而实践课程的学习对于学生未来的工作影响很

大，所以学校应该保障教学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加强实践课程的设备

投入力度，这样才能凸显实践课程的意义和作用。 

（三）社会实践安排不合理 

护理学专业的学习安排主要是前期进行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

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简单的实验实操课程以及临床护理训练课程，真正接

触病患的实习课程是在毕业前期进行，但是这个阶段学生的学习考核任

务是比较重的，同时由于医院的科室众多，虽然整个实习周期长，但是

分摊到各个科室就只有几周的时间，这样学生可能才刚适应科室的节奏

和工作内容，还没有实际的操作和实行临床护理，就需要更换新的科室

了，这对于学生临床实践学习的作用并不大，这种浅尝辄止的实习方式

是无法真正深入的学习本科室的护理实践工作的[2]。 

三、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一）提升综合素养的培养 

当前阶段社会对护理人才的要求不仅是专业技能的需求，医疗行业

更需要品德高尚且心理素质健全的人才，所以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

建立在全面的综合素养提升之上，通过对基础理论和实践课程的调整，

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学习，同时还需要关注学生品德、观念和心理的教育

工作，这些对于当前医疗从业者也十分的重要。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也要重视英语、计算机方面的教学工作，为医疗行

业输送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方位人才。 

（二）良好的实践能力的提升 

护理相关岗位更多是通过实践能力体现职责，所以护理学的人才培

养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的实践实操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全面提升实

践课程的安排和社会实习，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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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通过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的建立和过硬的实践技能学习，

才能够成为高素质的护理人才。当然护理学专业学生也应该正面理解护

理工作，而不是仅仅把护理工作当做一项简单的重复性高的劳动，护理

工作除了专业医学知识的实操外，还需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当中遇到的问

题，通过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提升护理工作质量，更好的服务病患，

保障患者的康复效果。在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教学工作中，除需要增加

实际的病患临床数据分析和护理工作的实操课程安排，还需要通过实践

课程来促进护理技能的提升，这样才能够更加全面的学习掌握病患身体

基本情况和相关数据的关联性以及分析，以此来推动护理技术水平的提

升，为日后更好的完成护理工作打下夯实基础[3]。 

（三）重视优秀品德的树立 

道德品质的建立健全是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点内容，也是医疗

行业对于医护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育德，帮助学

生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也是将来走入社会、成为能够胜任国家建设

责任的新青年的根本。所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重视品德素质的教育和

建立。高尚的品质是决定学生是否能够在护理工作过程中，更好的坚守

本质工作，承担社会责任的检验标准。学生由于年龄的原因，其道德观

念和意识形态都还没有完成形成，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这些教育

工作就需要学校来关注和重视，首先要给年轻人树立爱国爱党的中心思

想，解决心理健康问题，让年轻人更加有社会担当，这些在护理工作过

程中都能够有效的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病患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变化，通

过良好的沟通能力，从而缓解病患的压力和紧张，从而更好的配合医疗

护理工作得到康复。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护理学专业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多，对于护理专业

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阶段护理行业存在着很多医患问

题，需要更加全面且高素质的人才去解决。学校需要从教学模式入手，

积极开展教学创新优化工作，落实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新任务，将实

践技能的培训和健全健康心理放在人才培养的重点，为社会输送更加全

面且实践能力强的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这样让学生在走入工作岗位

后，才能更好的适应当前行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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