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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eaching mode based on Watson care theory 
in humanistic care training for practical nurses. Methods: 60 nurses of our school entering clinical 
practice from September 2017 to March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was di-
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of humanistic 
care train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humanistic care train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at-
son care. Humanities quality scale, caring ability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aring dimension 
measuring instrument were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and the scor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aining, total score of humanistic care 
quality, caring ability and caring behavior and each dimens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Watson care theory is applied to the humanistic care training of practical nurses 
with remarkable effects,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bility and behavior of humanistic care 
significantly,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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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基于Watson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在实习护士人文关怀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研究对象选

取我校2017年9月~2018年3月期间进入临床实习的护士60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教学模式下的人文关怀培训，观察组给予基于Watson关怀理论的教

学模式的人文关怀培训。采用人文关怀品质、人文关怀能力评价及人文关怀维度测量表于培训前后对其

进行问卷调查，并比较评分。结果：培训后，观察组的人文关怀品质、关怀能力、关怀行为总分及各维

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all P < 0.05)。结论：基于Watson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应用于临床实习护士人

文关怀培训中效果显著，能明显提高其人文关怀品质、能力及行为，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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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临床广泛存在医患关系、护患关系不佳的现象，使得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不高，进而降低了

护理配合度，对护理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与临床护士的心理关怀缺陷有较大关系[1]。近

年来，随着“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不断深入，各医学院校及医疗单位越来越注重人文关怀理念的

培养。实施护理服务的主体为护士，而实习护士具有更高可塑性，因此，常常成为人文关怀培训的主体

[2]。以往常采取常规教学模式培训，即主动–被动教学，教学模式陈旧、灵活性较低，且很难进行个体

化培训，受训者接受性不强。Watson 关怀理论的提出旨在将该理论应用于人文关怀培训，其特征性、可

信度更强，更具有教育意义，容易被受训者认可、信任、效法，对全面提升受训者的自我人文关怀品质、

能力、行为有很大的帮助[3]。然而，目前关于该种教学模式培训的实践案例较少。因此，本研究学者将

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应用于实习护士人文关怀培训中，以期为缓和临床医患、护患关系提升

护理工作满意度做出贡献[4]。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校 2017 年 9 月~2018 年 3 月期间进入临床实习的护士 60 例，纳入标准[5]：① 均为

初次进入临床学习阶段的实习护士；② 均具备一定的临床护理知识、能力。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0 人，对照组男性 5 人、女性 25 人，年龄在 20~24 岁，平均年龄为(22.26 ± 1.77)
岁；观察组男性 6 人、女性 24 人，年龄在 20~24 岁，平均年龄为(22.28 ± 1.79)岁。两组分别在年龄、性

别及学历(均为三年制大专学历)等一般资料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故具可比性，且本

研究经学校及实习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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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教学模式的人文关怀培训，观察组给予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的人文关怀

培训。 

2.3. 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的人文关怀培训 

2.3.1. 进行人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培训  
对观察组研究对象进行人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培养。制定人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培训课程及

评价体系：每周进行一次正面案例分享讲座，并结合案例分析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的人文关怀在职业发

展中的优势；同时列举反面案例，并详述其带来的问题。对观察组研究对象进行阶段性评价：在培训后，

每月从临床操作技能、关怀能力、沟通能力、应变力、团队合作意识等几个方面以笔试加实践考核的方

式考查研究对象人文关怀能力的提升空间。 

2.3.2. 采取体验法进行“信任和希望”理念的灌输 
每周在开展人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培训课之后，组织研究对象对培训内容进行心得体会交流。以

3~5 人为一小组讨论，讨论形式可采取“体验法”，集设置不同的类实情景，让每个组置于情景之中，

使研究对象能够根据具体情境自我做出反应。讨论前选取小组组长，在讨论中做好讨论纪要，讨论后将

纪要提交给指导老师，指导老师通过讨论纪要获得研究对象的情况，之后再根据研究对象的各种心理情

况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及评价。通过讨论进行“信任和希望”理念的灌输，体验后再次互相交流心得体会，

培养研究对象对自我及他人情感反馈的敏感性。 

2.3.3. 建立“帮助–信任”的关系 
每两周开展一次“帮助–信任”关系案例的分享课堂，促进研究对象能够正确地接受正面、负面感

受的表达。每次课上设立互助分享交流组(3~5 人)，鼓励研究对象于案例课堂积极参与讨论、表达自我感

受，并进行实时的言语、情态及肢体交流，在交流组内部建立“帮助–信任”的关系，激发并培养他们

积极互助并建立信任的表现力。 

2.3.4. 应用系统科学促进人际关系知识的教学 
在案例分享、讨论培训课程设计中，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构建人文关怀学科的教学模式。通过理论知

识的讲授、视频及教学案例的分享、互动性的课堂教导等教学模式，系统、科学地促进人际关系知识的

教学效果。研究者始终立足于系统科学的理论支持，根据真实的情境教学案例，培养研究对象能够熟练

并灵活地运用理论解决实践的问题的能力。引导研究对象将理论及案例收获，自然地应用到各项护理措

施的操作中。每次分享及讨论课程后，研究者通过理论考核以及在情境案例和真实案例中实践考核，对

研究对象的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2.3.5. 提供具有支持性、保护性及纠正性的心理、社会和精神环境 
增强研究对象对患者身心健康的关注度，不断强化护理操作中易忽视的人文细节，允许存在主义、

现象主义及精神力量的存在，引导其注重护理环境中的人文之美。在每一次案例分享课程中，向研究对

象传导精神力量对于疾病治愈的重要性，教授他们正确应用心理护理实施执业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培养

研究对象根据马斯洛理论分析满足患者身心需求的能力，通过真实的临床实习进行具体的人文关怀实践，

并在实践环境中发现、解决问题，提升人文关怀能力。 

2.4. 评价标准 

1) 人文关怀品质评价量表(包括四个维度)：人文关怀理念、人文关怀知识、人文关怀能力及人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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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感知；等级：非常不赞同–非常赞同，评分为 1~5 分，分数与人文关怀品质成正相关[6]。 
2) 人文关怀能力评价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即认知、勇气、耐心；采用 Likert-7 级评分制，“完全反

对”为 1 分，2~6 分代表的同意程度则依次升高，“非常同意”为 7 分，总分为 37~259 分，分数与人文

关怀能力成正相关[7]。 
3) 人文关怀行为评价测量表：包括技能、沟通、尊重、理解、奉献五个维度；采用 Likert-7 级评分

制，等级从“完全反对”到“完全同意”，分别赋予 0~4 分，总分为 0~100 分，分数与人文关怀行为成

正相关[8]。 

2.5.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学数据均采用 SPSS21.0 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进行

t 检验；所有的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用 χ2 检验，P < 0.05 评价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后的人文关怀品质评分比较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的理念、知识、能力、感知等品质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培训后观察组的各项人文关怀品质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human care quality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between two groups of trainees ( x  ± s) 
表 1.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后的人文关怀品质评分比较( x  ± s) 

项目 
 

组别 

人文关怀品质(理念、知识、能力、感知) 

培训前(总分) 培训后(总分) 

对照组(n = 30) 4.04 ± 0.60① 4.22 ± 0.87① 

观察组(n = 30) 4.03 ± 0.62① 4.92 ± 0.83① 

t 0.06 3.19 

P 0.95 0.00 

注：①与培训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2.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后的人文关怀能力评分比较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的认知、勇气、耐心等能力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但观察组培训后的各能力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between two groups of nurse practitioners 
( x  ± s) 
表 2.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后的人文关怀能力评分比较( x  ± s) 

项目 
 

组别 

人文关怀能力(认知、勇气、耐心) 

培训前(总分) 培训后(总分) 

对照组(n = 30) 4.60 ± 0.79① 5.53 ± 1.02① 

观察组(n = 30) 4.61 ± 0.81① 6.80 ± 1.22① 

t 0.05 4.37 

P 0.96 0.00 

注：①与培训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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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后的人文关怀行为评分比较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后的技能、沟通、理解、奉献、尊重等行为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但观察组培训后的各行为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humanistic care behavior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between two groups of trainees ( x  ± s) 
表 3. 两组实习护士培训前后的人文关怀行为评分比较( x  ± s) 

项目 
 

组别 

人文关怀行为(技能、沟通、理解、奉献、尊重) 

培训前(总分) 培训后(总分) 

对照组(n = 30) 3.22 ± 0.53 3.69 ± 1.01 

观察组(n = 30) 3.23 ± 0.54 4.35 ± 1.21 

t 0.07 2.29 

P 0.94 0.03 

注：①与培训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4.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及知识水平的提高，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医患及护患关系

紧张已成为临床中较为棘手的问题，而各项研究均已证明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精神的提高是改善当今护理

质量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临床护理的进步在于经历以“疾病为中心”至“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

式转换，心理护理在护理模式的转换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护理服务的人文关怀理念是决定其是否

具备心理护理能力的关键[9]。但是现阶段，许多院校及医疗单位内的护理培训依然往往仅注重护士理论

知识与技能操作的改善，极易忽视护理人员人文精神的改善。因此，为护理人员提供一个着重于改善其

人文关怀品质、能力、行为的培训，对增强护士人文精神、推进护患关系的良好维护十分重要。 
经过对实习护士人文关怀培训的人群、教学内容、教学目的等进行具体分析及文献研究，本研究提

出将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应用于实习护士人文关怀培训中。Watson 关怀理论的实践效果已

不断被验证，临床及院校教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将其应用于各类医学及护理学专业及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

中，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类临床及教学培训中，且应用效果显著[10] 
[11] [12]。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具体包括：对研究对象进行人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培训；

采取体验法进行“信任和希望”理念的灌输；建立“帮助–信任”的关系；应用系统科学促进人际关系

知识的教学；提供具有支持性、保护性及纠正性的心理、社会和精神环境。旨在指导提高护理人员对患

者人道精神实施的积极性，增强其对患者负面情绪察觉的灵敏度；教导护理人员于护理过程中鼓励并接

受患者的积极、消极情绪，并培养其向患者传递信念和希望的积极性，以及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

初步提高护理人员的人文品质、能力。此外，本教学模式还将案例分析、情景再现、交流心得等贯穿于

整个教学，进一步改善了研究对象的人文能力、人文行为。本研究结果显示，培训后观察组的人文关怀

品质、能力、行为的各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证实了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

的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实习护士的人文关怀能力。 
综上所述，基于 Watson 关怀理论的教学模式应用于实习护士人文关怀培训中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

及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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