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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思维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效果。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20
级护理专升本4个班的学生，共182人。采用抛硬币方法将护生分为对照组92人和干预组90人。对照组

采用案例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干预组在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叙事教育教学，比较两组护生教学前后人

文关怀能力评价量表评分，分析教学后干预组的反思日记。结果：教学前，两组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评

价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教学后，干预组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评价量表评分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分析干预组的反思日记提取3个主题：叙事教育提高了护生的沟通

和表达能力；叙事教育提高了护生的职业认同；叙事教育提高了护生的学习兴趣。结论：叙事教育提高

了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沟通和表达能力、职业认同感和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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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is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education fo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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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nursing thinking. Methods: A total of 182 nursing students from 4 classes of grade 2020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Nursing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92) 
and intervention group (90) by coin tossing.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ase teaching mode for teach-
ing,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used narrative education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case teaching. 
The scores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evaluation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reflection diary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teaching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eaching 
(p > 0.05); after teaching, the scores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evaluation scale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
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ree them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reflective diary of the inter-
vention group: narrative education improv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ability of nurs-
ing students; narrative education improves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narra-
tive education improves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nursing students. Conclusion: Narrative education 
improves nursing students’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ability, pro-
fessional identity and learning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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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更加认识到医学重知识技能和轻人

文的现状及医学人文回归的重要性[1]。临床护理思维作为护理专升本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对护生的临床

核心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其强调以病人为中心，应用医学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

来为病人提供有效的护理方案并解决问题，重视对病人护理过程中的人文关怀。目前临床护理思维课程

教学主要以案例教学为主，强调对护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但是往往忽视了对护生人

文关怀能力的培养。叙事教育通过叙述、解释和重构教育者和学生的故事、经历，记录反思日记等形式，

并使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重视理论人文和交流沟通，有助于人文关怀品质的培养与提高，达到

教与学的目的[2] [3]。本研究尝试将叙事教育融入临床护理思维教学中，取得了一定效果。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青岛市某民办高校 2020 级护理专升本 4 个班级共 182 名学生为研究对

象，采用抛硬币方法抽取 2 个班护生为对照组(92 人)，其余 2 个班为干预组(90 人)。两组护生在性别、

年龄、是否城市人口、是否班干部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两

组学生所学过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完全相同。 

2.2. 方法  

由研究者本人完成对两组护生的教学，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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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对照组  
教学方法：依据学院护理专升本培养方案和《临床护理思维课程标准》等，教师撰写教学设计，严

格按照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学院护理专业开设的临床护理思维课程，共 32 学时，选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薛梅主编的《护理临床思维及技能综合应用》为授课教材。通过分析案例和小组讨论，加深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及临床护理思维能力的锻炼，教师强调护理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2.2.2. 干预组   
在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叙事教育教学法。 
1) 叙事教学素材的收集与处理。叙事素材可以是临床医生、护士及护理教师的工作或生活经验以及

学生的照护经历等[4] [5]，也可以是患者的自述、电影和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摄影、美术作品

等[6] [7] [8]。教研室小组成员分工合作，通过文献调查法、网络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等收集叙事素材。

临床护理思维涉及到内、外、妇、儿的相关疾病内容，选择合适、匹配的叙事素材并加工处理，讨论素

材的适用性，最终确定临床护理思维的叙事素材。 
2) 教学组参考姜安丽[9]的叙事护理教学程序设计临床护理思维叙事教学，包括 5 个阶段： 
① 课前发布资料。课前布置导学任务，发放学习任务单，教师针对重要知识点录制微视频上传至

BB 教学平台。推荐医学题材的课外读物如《医学的温度》、《医生的修炼》、《医生的精进》等。 
② 课堂呈现素材。课中，教师通过深情的引导语渲染课堂气氛，以问题引入的方式，自然引出素材

主题并呈现素材。 
③ 启发讨论分享。教师在呈现素材后设置问题，引导学生对素材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解读，学生分

组讨论，激发学生人文关怀情感。鼓励每一个学生自由抒发情感，发表各自的见解。学生积极讨论，每

次由一名组员代表小组发言并做好记录。不断地表达观点、交换信息，促进感悟的生成，鼓励护生分享

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感悟。 
④ 实践升华理论。教师创造出一个类似于现实临床护理情境的教学场景，指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角色扮演，完成对病人的临床护理。护生需要体会并表现病人的真实感受，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

方法完成在不同情境下对病人的护理。 
⑤ 书写反思日记。教师鼓励护生书写反思日记，可以结合素材、课外读物、教学过程及自己的亲身

经历等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及感悟，要求写出真情实感，不能浮于表面和流于形式。 

2.3. 评价指标 

2.3.1.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方面 
采用黄弋冰[10]编制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评价量表，该量表共 8 维度 45 条目，包括了：灌输信念和

希望(9 条目)、健康教育(7 条目)、人道利他价值观(6 条目)、科学解决健康问题(4 条目)、协助满足基本需

求(4 条目)、提供良好环境(5 条目)、促进情感交流(5 条目)、帮助解除困难(5 条目)。各维度分数和总量表

分数越高，人文关怀能力越强。分别在教学前后向两组护生使用问卷星发放调查问卷，分别对比两组护

生教学前后人文关怀能力评分。 

2.3.2. 分析干预组反思日记 
阅读并分析干预组反思日记，提取主题。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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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评价量表测评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 182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教学前，两组护生的人文

关怀能力评价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教学后，干预组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评价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结果显示叙事教育提高了护生的

人文关怀能力。 
 
Table 1. Comparison of student humanities and nursing ability scal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eaching ( x s± ) 
表 1. 教学前两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量表分数比较( x s± ) 

变量 对照组 
(N = 92) 

干预组 
(N = 90) p 值 

灌输信念和希望 14.02 ± 2.51 13.95 ± 2.42 0.854 

健康教育 4.82 ± 2.47 4.95 ± 2.64 0.724 

人道利他价值观 5.47 ± 1.09 5.78 ± 1.20 0.077 

科学解决健康问题 2.76 ± 1.34 2.67 ± 1.39 0.675 

协助满足基本需求 5.02 ± 1.75 4.98 ± 1.77 0.877 

提供良好环境 5.52 ± 2.23 5.53 ± 2.25 0.981 

促进情感交流 3.73 ± 1.82 3.76 ± 1.86 0.931 

帮助解除困难 4.88 ± 1.57 4.88 ± 1.59 0.979 

总分 46.23 ± 8.29 46.50 ± 8.43 0.827 
 
Table 2. Comparison of student humanities care ability scale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teaching ( x s± ) 
表 2. 教学后两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量表分数比较( x s± ) 

变量 对照组 
(N = 92) 

干预组 
(N = 90) p 值 

灌输信念和希望 16.65 ± 2.68 17.95 ± 2.83 0.002 

健康教育 8.81 ± 2.00 10.67 ± 2.15 <0.001 

人道利他价值观 5.67 ± 1.89 7.30 ± 1.68 <0.001 

科学解决健康问题 5.96 ± 1.38 5.57 ± 1.37 0.002 

协助满足基本需求 6.38 ± 1.45 6.62 ± 1.38 <0.001 

提供良好环境 4.84 ± 2.46 7.86 ± 1.89 <0.001 

促进情感交流 7.23 ± 1.67 8.09 ± 1.31 <0.001 

帮助解除困难 6.35 ± 2.36 7.58 ± 1.89 <0.001 

总分 64.00 ± 9.72 74.57 ± 8.27 <0.001 

3.2. 分析干预组护生反思日记结果 

干预组每位护生完成 5 篇反思日记，共 450 篇，认真阅读并分析护生的反思日记，提取了 4 个主题。 

3.2.1. 主题 1：提高护生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时代的发展要求护理人员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护士的沟通和表达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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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临床护理思维培养护生在不同的临床情境下快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所有的前提一定

是建立在良好的沟通和表达之上的。有效地与别人沟通交流，有助于团多合作解决问题。叙事教育中，

让护生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分享交流等，都有助于护生沟通和表达能力的提高。有护生在反思日记中

这样写道：“通过课程的学习，我不仅学习到如何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临床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克服了自

己不喜欢沟通、不敢表达的弱点。老师的鼓励，同学之间的热情交流使我很快融入到课堂氛围中，我变

得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愿意和别人沟通。”、“第一次上台分享自己的感悟，获得感远远超过了预想

的紧张感，我慢慢喜欢上在公众面前演讲，也越来越自信，期待临床工作中与病人心灵走进心灵的沟通。”

护生发自肺腑的感悟证实叙事教育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他们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3.2.2. 主题 2：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 
护生职业认同是指护生对护理这个职业的看法和态度，它会决定护生的职业行为倾向及其职业稳定

性[12]。职业认同感对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3]，所以在校期间护生职业

认同感的培养非常重要。护生在反思日记中提到：“看到护理人员不顾自己安危，争分夺秒抢救病人，

时刻将病人的生命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被感动到热泪盈眶，也为自己有幸成为一名护理人员感到光荣

和自豪。”、“病人再次获得了新生，医护人员和病人共同战胜了死神，此刻，神圣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将来，我也一定要成为此战壕中的一员！”叙事教育中真实的临床经历及故事深深地感染和感动着护生，

提高了护生的职业认同。 

3.2.3. 主题 3：提高学习兴趣 
单纯的案例教学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而叙事教育的实施丰富了课堂形式，调动了护生的学习积极

性。团队的分工合作、交流分享等不仅保证小组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还使护生收获自信和成就感，这些

又反过来促进护生积极参与课堂，提高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 

4. 讨论 

4.1. 叙事教育能提高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护理的本质是关怀与照护[14] [15]，护理人员在护理实践中要为病人实施人性化的关怀与照护，尊重

病人权利，维护病人尊严，人文关怀能力是护理人员必备的核心能力之一[16]。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护理

专升本护生，在专科学习时已有 8~10 个月的实习过程,其中的所见所闻、触动和感悟非常丰富，此时的

素材呈现与以前沉积的回忆有机结合，产生新的刺激，激发护生内在的关爱、同情等，有利于护生理解

病人的感受，能站在病人角度共情,常怀仁爱之心尊重和敬畏生命，从而促进人文关怀能力的提高。同时

基于护生自身经历的真实临床护理故事更具启发性和感染力，更能激起护生的人文共鸣，活跃课堂氛围，

利于叙事教育的开展。  

4.2. 叙事教育提高护生的沟通和表达能力、职业认同和学习兴趣 

叙事教育的开展形式多样化，对护生的参与度要求高、体现学生为主体、注重教学体验，从而能够

锻炼护生的沟通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叙事素材的呈现，真实感人的情境之下，容易使护生置身其中，

感悟深刻，提高职业认同；丰富的课堂形式，鲜活的叙事素材，活跃的课堂气氛，参与度高的学习氛围，

打破了传统的教师填鸭式的授课方式，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5. 小结 

本研究表明，叙事教育能提高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沟通和表达能力、职业认同和学习兴趣。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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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叙事素材的确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如何在教学前确定学生叙事，以及学生呈现素材的选择方式方

面有待完善。随着经验的积累，在以后的教学及研究中，逐步完善叙事素材及叙事教育实施方案，追求

更好的教学过程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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