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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本科生人文素质现状,为提升中医药院校护理学生人文素质水平提供参考。 方

法:抽取本校护理学院 308 名全日制本科学生,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相关性分析,对比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人文素质各指标的

差异性。 结果:护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水平中等偏上,大三、大四学生得分高于大一、大二,女生在逻辑思维、信息处理等 4 个

维度高于男生,大四学生在人文知识、职业道德等 8 个维度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年级,大一学生在求知精神、批判精神等 3 个维

度得分高于其他年级。 结论:中医药院校具有传统人文素质教育资源,利用中医药文化打造好隐性人文课堂、人文教育“第二

课堂”“仪式”教育平台,提升中医药院校护理学生就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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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素质指的是人所具有的人文知识以及由这些知识

内化而成,并通过人之言行举止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修养、
能力、品质、才干、情感态度、价值观念、思想品貌、道德观念

等[1] 。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

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这是我国医德人

文思想、中医学医德教育宗旨的典范[2] 。 随着新型医学模

式的推广,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不仅仅停留于医疗技能,而是

逐渐向综合素质转移,如道德修养、技术水平、以人为本等

品质。 中医药院校具有天然丰厚的传统人文文化教育资

源,如何更好地利用传统文化开展中医护理专业学生人文

素质教育、更好地建设人文素质教育机制是本研究的最终

目标,本研究现对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学生人文素质现状

开展调研,为中医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有

效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湖南中医药大学护

理学院 308 名全日制四年制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男

78 名 ( 25. 3%), 女 230 名 ( 74. 7%); 大 一 年 级 75 名

(24. 4%), 大 二 年 级 78 名 ( 25. 3%), 大 三 年 级 75 名

(24. 4%),大四年级 80 名(25. 9%)。
1. 2　 研究方法

1. 2. 1　 调查工具　 量表是在“护理学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

构成因素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编制的[3] ,包含 4 个一级指标

(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人文精神)和 26 个二级条

目。 问卷采用 5 点计分法,从“很不好”到“非常好”分别计

1~5 分。 经过对信度检验,各一级指标 cronbach
 

α 系数在

0. 769~0. 891 之间,总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 0. 931,具有较高

的信度。 对各一级指标与总问卷得分相关性进行分析,在
0. 782~0. 860 之间,总内容效度指数 0. 903,内部效度检验

良好。
1. 2. 2　 调查方法　 研究者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学生进行调

查,调查前告知学生问卷填写的方法、注意事项,学生自愿

填写,问卷当场收回。 共发放 310 份,回收 308 份,回收率

为 99. 35%。
1. 2. 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经过整理后采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数据用均值±标准差(x±s)进行描述,组
间对比采用方差分析、t 检验,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调查结果

2. 1　 各年级大学生人文素质得分情况　 总分 130 分的问卷

调查表,4 个年级的人文素质平均得分分别是 99. 44、93. 95、
99. 75、100. 75 分,4 个大维度得分处于中上,不同年级之间

具有差异性(P= 0. 004)。 (见表 1)
表 1　 各年级大学生人文素质得分情况(x±s,分)

年级 人文知识 人文思想 人文方法 人文精神 人文素质总分 F 值 P 值

大一 35. 63±5. 75 19. 83±2. 86 20. 01±2. 92 23. 97±3. 64 99. 44±13. 16
大二 33. 92±4. 47 19. 10±2. 43 18. 78±3. 14 22. 14±4. 16 93. 95±12. 42
大三 36. 67±5. 59 19. 80±3. 24 19. 52±3. 43 23. 71±4. 19 99. 75±14. 36

4. 477 0. 004

大四 37. 50±4. 49 19. 74±2. 44 19. 89±2. 96 23. 61±3. 41 100. 75±11. 32

2. 2　 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二级条目得分情况

比较　 不同性别之间在逻辑思维、推理判断、信息处理、批
判精神 4 个维度存在差异。 不同年级之间在文学知识、哲学

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语言知识、职业伦理

道德、信息处理能力等 12 个维度存在差异性。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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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二级条目

得分情况比较(x±s,分)

项目
性别

男 女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历史知识 3. 19±0. 87 3. 18±0. 83 3. 16±1. 03 3. 03±0. 79 3. 24±0. 91 3. 30±0. 64
文学知识 3. 11±0. 86 3. 10±0. 72 3. 08±0. 91 2. 94±0. 74 3. 11±0. 86 3. 30±0. 66b

哲学知识 3. 31±0. 91 3. 43±0. 83 3. 28±0. 99 3. 17±0. 76 3. 47±0. 90 3. 52±0. 81b

政治知识 3. 63±0. 96 3. 82±0. 89 3. 47±0. 95 3. 53±0. 85 3. 87±1. 00 3. 96±0. 83b

法律知识 3. 22±0. 87 3. 58±0. 76 3. 43±0. 84 3. 03±0. 70 3. 39±0. 96 3. 64±0. 75b

艺术知识 3. 38±0. 92 3. 45±0. 79 3. 43±0. 95 3. 18±0. 78 3. 59±0. 97b 3. 46±0. 71
语言知识 4. 10±0. 79 4. 12±0. 86 3. 25±1. 07 2. 78±0. 80 3. 20±0. 90 3. 31±0. 87b

职业伦理 3. 13±0. 96 3. 15±0. 89 4. 09±0. 77 3. 88±0. 85 4. 15±0. 93 4. 30±0. 68b

家庭道德 4. 17±0. 79 4. 26±0. 73 4. 16±0. 72 4. 12±0. 81 4. 27±0. 88 4. 30±0. 64
社会公德 4. 32±0. 67 4. 39±0. 63 4. 28±0. 65 4. 28±0. 66 4. 40±0. 66 4. 44±0. 63
民族理想 4. 34±0. 73 4. 35±0. 73 4. 33±0. 70 4. 17±0. 76 4. 49±0. 74b 4. 39±0. 66
民族精神 4. 34±0. 73 4. 38±0. 69 4. 39±0. 65 4. 26±0. 78 4. 41±0. 79 4. 39±0. 61
逻辑思维 3. 59±0. 87 3. 88±0. 70a 3. 72±0. 89 3. 62±0. 84 3. 73±0. 89 3. 79±0. 61
推理判断 3. 67±0. 76 3. 85±0. 71a 3. 83±0. 78 3. 74±0. 67 3. 69±0. 82 3. 74±0. 71

创新性思维 3. 36±0. 81 3. 56±0. 79 3. 56±0. 89 3. 32±0. 69 3. 47±0. 87 3. 44±0. 74
遵纪守法 4. 01±0. 77 4. 22±0. 68 4. 11±0. 82 3. 94±0. 71 4. 15±0. 78 4. 20±0. 64
勤劳敬业 4. 07±0. 78 4. 16±0. 79 4. 13±0. 79 4. 01±0. 81 4. 12±0. 77 4. 18±0. 76
人际交往 3. 75±0. 85 3. 93±0. 86 4. 01±0. 69 3. 65±0. 82 3. 83±0. 95 3. 82±0. 91
团队合作 3. 90±0. 84 4. 02±0. 82 4. 15±0. 69 3. 79±0. 76 3. 93±0. 95 3. 94±0. 88
信息处理 3. 49±0. 83 3. 68±0. 73a 3. 61±0. 84 3. 38±0. 74 3. 55±0. 83 3. 75±0. 72b

人文关怀 3. 98±0. 77 4. 00±0. 78 4. 05±0. 80 3. 90±0. 91 4. 04±0. 76 4. 11±0. 59
价值人格 4. 07±0. 72 4. 12±0. 76 4. 13±0. 66 3. 97±0. 84 4. 20±0. 75 4. 06±0. 68
求知精神 3. 71±0. 79 3. 93±0. 76 3. 93±0. 79b 3. 59±0. 76 3. 84±0. 87 3. 86±0. 69
批判精神 3. 51±0. 92 3. 74±0. 75a 3. 76±0. 82b 3. 31±0. 79 3. 71±0. 95 3. 66±0. 79
坚定信念 3. 88±0. 87 4. 00±0. 79 4. 04±0. 74 3. 73±0. 96 4. 00±0. 90 3. 96±0. 72
审美能力 3. 86±0. 86 3. 93±0. 82 4. 05±0. 77b 3. 64±0. 93 3. 92±0. 88 3. 95±0. 75

　 　 注:不同性别组间比较,aP < 0. 05;不同年龄组间比

较,bP<0. 05。
3　 讨　 　 论

3. 1　 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学生人文素质总体现状良好,高
年级优于低年级学生　 从表 1 可以发现,学生总体自评分居

于中等偏上,大三和大四学生的人文素质得分比大一、大二

学生高,其中大四学生得分最高,同时人文知识一级项目的

得分大四学生也为最高,考虑大四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积累

比低年级多,尤其是经过了接近一年临床实践,故对护理专

业的内涵、护理人文素质的行为需求已有深入的体会。
3. 2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护理本科学生人文素质各项目

得分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我校护理本科生在人文素质各

二级自评指标中,男生和女生在逻辑思维、推理判断、信息

处理、批判精神 4 个维度存在差异,女生比男生的评分高,这
与常规所认为的男生逻辑思维强、信息处理能力强等不同,
其可能由于护理专业女生多,在班级、团体中担任要职并占

主导地位,男生在护理专业中属于“少数群体”,在自我评价

方面不够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认同感也有待提升。

不同年级的护理本科生在 26 个二级项目中,有 12 个项

目存在差异。 大四学生经过四年学习和临床实践,在文学

知识、哲学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语言知识、
职业伦理道德、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均比其他年级学生高。
在“人文思想”得分方面,大三年级在“民族理想”指标的得

分明显高于其他年级,大三年级处于在校的关键时期,护理

人文课程、思政课程有同步接轨,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

到达高峰,认同感和责任感比其他年级更突出。 大一学生在

“求知精神”“批判精神”“审美能力”3 个维度得分高于其他

年级,大一学生刚进入大学,对学业、生活、个人认知等方面都

具有可塑性,学生个性鲜明,但定位不准确,容易迷失自我,因
此要更加注重新生入学教育活动,加强对新生的引导。
3. 3　 中医药院校护理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的相关策略

3. 3. 1　 分年级建设隐性特色人文课,将中医文化融入护理

人文课程群　 目前,我校护理专业人文课程的课时占护理

本科学生总课时的 7. 8%,加上人文相关公选课占 10%左

右,此比例基本达到国内大部分医学院校的人文课程开设

水平,但距离国外人文课程设置仍有很大差距[4] 。 在我校

开设护理人文课程中,几乎没有一门课是与中医文化相关

联的,没有利用好中医药院校天然的文化育人优势。 1)针

对大三学生在显性护理人文课程学习中,增加中医文化学

习比重。 如在《护理人文素养》课程讲述和考核中,加入“孙

思邈医德思想”“大医精诚与工匠精神”“仁和精诚中医药文

化核心价值观”等专题讨论和学习。 2)针对大一、大二学生

将护理人文课程与湖湘名医名师进讲堂、中医文化进校园、
岐黄青年说等中医文化宣讲相结合,利用中医文化教育资

源。 如《护理教育学》 《护理伦理学》 《循证护理》等课程日

常成绩中,纳入学校精品的中医文化宣讲讲座、心得等得

分,激发我校护理专业学生学习中医传统文化、吸塑中国传

统德育教育精神。 3)在显性课程中加强护理人文教师、辅导

员、班主任的隐性教育作用[5] 。 辅导员、班主任是学生进入

大学、接触专业前的第一批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护理人文教

师在衣着、言语习惯、人文气质等方面都给学生很大的暗示作

用,除了传授知识、教育教学作用,教师的隐性引导功能也要

重视,从教师自身做起,培养个人在人文素质的教育价值。
3. 3. 2　 利用中医药校园文化,打造中医护理人文教育的

“第二课堂”　 近年来,我校中医药校园文化环境逐渐改善,
有湖南“中医五老”、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南丁格尔、黄帝、
张仲景等名人校园雕塑群,建设了有医学生誓言碑、题词

碑、校训碑等校园石,划分了宿舍特色文化管理区,凸显了

浓厚的中医药文化。 2019 年,我校将进行“湖南省中医药博

物馆”“名校工程———中医药院校校园文化”建设项目,文化

环境将有更大幅度的改善,学生在浓厚的特色文化环境中,
无形中受到中医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熏陶。 护理学院联

合相关企业已经在 16 栋“仁爱阁”学生公寓建设了“护理美

学第二课堂”、南丁格尔宿舍文化区,具有形体练习、特色团

体辅导、文化节目排练、美学实操等多种功能,使用频率高。
(下转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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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办好护理特色校园文化活动,构建具有“仪式教育”
平台　 经过近十年的培育,我校护理专业特色校园文化活

动成效显著,发挥着重要的仪式教育作用。 5·12 国际护士

节校园文化活动获评湖南省精品校园文化活动项目,先后

被省级媒体报道 8 次,包括采火仪式、传火仪式、授帽仪式、
护理操作大赛、南丁格尔话剧展演等几个重要的环节。 传

递护理人文精神、传播护理精神内核,稳固学生专业思想,
是护理学专业学生优秀的仪式教育阵地。

总之,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学生更具有人文素质教育的

天然资源,应利用好中医药文化打造好隐性人文课堂、人文教

育“第二课堂”“仪式”教育平台,提升中医护理学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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