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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在“大思政课”视阈下构建重症人文护理课程，评价其在重症监护病房（ICU）规范化培训
（规培）护士中的效果。方法  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护理部发起并成立研究小组，小组成员包括重症护理管
理者、重症专科护士共 6 人，其中主任护师 1 名，护士长 3 名，硕士研究生 1 名，博士研究生 1 名。主要负责文献
检索、编制函询问卷、邀请专家、函询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专家意见整合和统计分析。再由研究小组通过检索国
内外重症人文相关文献，结合头脑风暴、临床调研等方法，编制函询问卷初稿。通过 2 轮德尔菲函询法形成重症
人文护理培训课程方案，组建师资团队并在课程中融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素养、科学精神、
职业素养等思政元素，选取2023年 7月至2024年 6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新进入ICU的规培护士进行培训，
通过理论考核及培训前后人文执业能力评价培训效果。 结果  共 10 名专家参与函询，最终形成培训课程包含 
2 个一级指标和 11 个二级指标。共有 60 名规培护士参与本次培训，培训后新护士的平均理论成绩为

（84.92±7.73）分，与培训前比较，培训后新护士的人文执业能力均明显提升〔人文关怀实践能力（分）：33.95±4.50
比 30.82±4.10，人际沟通能力（分）：20.27±2.68 比 18.98±2.98，自我管理能力（分）：10.07±1.91 比 9.20±2.02，
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分）：10.38±1.61 比 9.68±2.02，心理调适能力（分）：14.20±2.31 比 13.03±2.19，总
分（分）：88.87±7.65 比 81.71±8.5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大思政课”视阈下的重 
症人文护理课程能有效提高规培护士的人文素养，并锻炼其ICU实践技能，可为重症规培护士的培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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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critical care humanistic nursing curriculum under  the perspectiv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valuate its effects in the training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Methods  A  research  team  was  established  and  organized  by  department  of  nursing  of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which  consisting  of  6  critical  care  nursing managers  and  specialists,  including  1  chief  nurse,  3  head 
nurses, 1 master's graduate, and 1 doctoral graduate. The team was responsible for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design, 
expert  recruitment,  survey  distribution  and  collection,  data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A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s  on  critical  care  humanistic  nursing,  brainstorming  sessions,  and  clinical  surveys.  
A two-round Delphi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finalize the humanistic nursing train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political  identity,  patriotism,  moral  cultivation,  legal  awareness,  scientific  spirit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gram. From July 2023 to June 2024, newly enrolled ICU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at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training.  Training  outcomes  were  assessed  vi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s and pre-and post-training evaluations of humanistic competency.  Results  A total of 10 expert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ultation, resulting in a training course consisting of two primaryl indicators and 11 secondary indicators. A total 
of 60 nurses participated  in  the  training, achieving an average post-training  theoretical score of 84.92±7.73.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were  observed  across  all  dimensions  of  humanistic  competency  post-training  compared  to  pre-training 
(humanistic care practice competency: 33.95±4.50 vs. 30.82±4.10, communication skills: 20.27±2.68 vs. 18.98±2.98, 
self-management: 10.07±1.91 vs. 9.20±2.02, ethical and legal competence: 10.38±1.61 vs. 9.68±2.02, psychological 
adaptability: 14.20±2.31 vs. 13.03±2.19, and total humanistic practice competency score: 88.87±7.65 vs. 81.71±8.55),  
with all difference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 critical care humanistic nursing curriculu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nurses and enhance their ICU practical skill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nurses in intensiv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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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务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先后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1］ 《进一步改善护

理服务行动计划（2023—2025 年）》［2］以及《医学人文关怀

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 年）》［3］，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医疗

服务人文关怀，注重护理人文建设，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护

理服务，并明确指出医疗卫生机构需开展人文培训。目前，

医疗机构对医务人员的教学培训多集中在专科技能和知识

提升方面，鲜见融入人文关怀相关课程［4］。现有研究显示，

规范化培训（规培）护士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其

人文底蕴和修养不足，导致人文关怀能力水平较低［5］。近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 年）》［6]］，要求打造一批“大思政课”品牌，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此背景下，教学团

队通过利用社会大课堂的教学资源，将理论和重症监护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ICU）临床实际相结合，以培养其责任感、

使命感和职业精神，通过全方位的人文关怀促进患者身心康

复，提升医疗服务质量。鉴于此，本研究将聚焦 ICU 规培护

士这一核心的“点”、贯穿思政教育这一关键的“线”、并拓

展至全方位人文护理实践的“面”，通过“点、线、面”的有机

融合，搭建重症护理专业技能与思政教育之间的桥梁，营造

重症人文氛围，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标。通过教学

方案设计、教学内容实施以及教学效果评价 3 个维度，探索

ICU 规培护士的重症人文护理课程，旨在为推动重症护理人

文和思政建设工作提供实践参考。

1 总体思路 

  从重症护理临床实际需求出发，秉承“以患者为中心”

的宗旨，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知

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融合，通过“案例研讨、情景模拟、视频

导入、课前阅读、角色扮演”等多元教学方法中的一种或多

重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症人文护理培训，总体框架见图 1。首

先，注重“以德养知”，打牢专业基础；其次，强调“以德促

技”，锤炼护理技能；最后，落实“以徳践行”，实现知行合一。

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培养目标，培育德技双馨的护理人才。

2 重症人文护理课程教学方案的设计 

2.1  成立研究小组：小组成员包括重症护理管理者、重症

专科护士共 6 人，其中主任护师 1 名，护士长 3 名，硕士研究

生 1 名，博士研究生 1 名。主要负责文献检索、编制函询问

卷、邀请专家、函询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专家意见整合和统

计分析。

2.2  编制函询问卷：通过检索国内外重症人文相关文献，根

据《重症监护病房成人患者护理人文关怀专家共识》［7］ 《医

院护理人文关怀实践规范专家共识》［8］等，结合头脑风暴、

临床调研等方法，编制函询问卷初稿。函询问卷共包含 3 部

分内容。第一部分为致专家信，简要介绍函询的目的和内容；

第二部分为函询正文，包括 2 个一级指标和 11 个二级指标，

每个条目设有重要性评分栏和修改意见栏，重要性评分根据

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重要”到“不重要”分别赋1～5分； 

第三部分为专家基本情况，涵盖专家一般资料以及对函询内

容的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

2.3  函询专家遴选：本研究纳入的函询专家为有副高及

以上职称，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年限 15 年以上重症护理、

护理管理以及重症医疗专家，具有丰富的重症人文相关经

验。采用邮件或亲自发放的方式进行函询问卷的发放，2 轮

专家函询间隔 1 个月。共有 10 名专家参与函询，平均年龄

（47.50±6.60）岁，平均工作年限（24.90±9.00）年。男性3名，

女性 7 名。正高级职称 2 名，副高级职称 8 名。博士 2 名，

硕士 3 名，本科 5 名。

2.4  形成重症人文护理培训课程方案：本研究共进行 2 轮

专家函询，2 轮函询专家的积极程度均为 100%，专家权威

程度为 0.875，两轮专家函询的协调系数分别为 0.370（χ2＝

44.434，P＜0.001）、0.381（χ2＝45.685，P＜0.001）。

  第一轮专家函询后，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条目

进行修改。将“ICU 患者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护理”修改为

“ICU 患者心理康复”；将“ICU 探视与早期康复”修改为“ICU

探视与环境设置”；并增加“ICU 患者早期康复”条目；删除

“志愿服务”条目。第二轮专家函询后，各条目结果趋于一致，

最终形成包涵 2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的重症人文护

理培训课程方案，见表 1。

表 1　重症人文护理培训课程方案

条目 重要性赋值（分，x±s）变异系数 满分比

ICU 家属与患者参与 4.50±0.53 0.12   50
　ICU 探视与环境设置 4.80±0.42 0.09   80
　提升 ICU 患者体验感 5.00±0.00 0.00 100
　ICU 患者心理康复 5.00±0.00 0.00 100
　ICU 护患沟通与交流 4.90±0.32 0.06   90
　ICU 患者早期康复 4.10±0.88 0.21   40
ICU 患者舒适度 4.50±0.53 0.12   50
　ICU 患者体位管理 5.00±0.00 0.00 100
　ICU 患者眼部管理 4.90±0.32 0.06 90
　ICU 患者口渴管理 4.80±0.42 0.09 80
　ICU 患者约束管理 5.00±0.00 0.00 100
　ICU 患者镇痛镇静与谵妄管理 5.00±0.00 0.00 100
　ICU 患者睡眠管理 5.00±0.00 0.00 100图 1  “大思政课”视阈下重症人文护理课程总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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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课程思政设计：参照《护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

解读［9］，将本次重症人文护理课程的总体思政目标确定为坚

定理想信念、激发家国情怀、增强法治意识、培育科学精神、

提升职业素养 5 个方面。其中包含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法

治素养、道德修养、科学精神和职业素养 6 个思政元素。根

据思政目标，授课团队结合专业知识，充分挖掘思政素材，并

在课程中融入多种教学手段，其中包括案例教学法、情境模

拟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影视片段导入教学法、演示教学

法等。具体课程思政设计见表 2。

3 重症人文护理培训课程的实施 

3.1  研究对象：选择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6 月 2023 级进

入 ICU 轮转的规培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拥有护

士执照且自愿参加本研究的规培期护士，排除标准为病假等

原因无法完成全程培训的护士。

3.2  实施过程：本课程共 23 学时，总培训时长为 1 个月，每

周进行 3 次授课，每节课 2 个学时，最后 1 周将进行理论考

核检验学习成果。邀请重症医学科科护士长、护士长以及

教学组带教老师共 11 名参与授课。所有课程先由授课老师

进行理论授课，对专科知识点进行了解，其次结合多种教学

手段开展思政与人文实践教学。下面将以“ICU 探视和环

境设置”为例，介绍具体教学实施过程：第一部分：课前激

发认知。组织 ICU 规培护士熟悉本科 ICU 环境，以便他们

能直观地了解 ICU 的布局、设施以及工作流程。第二部分：

课堂深入了解。由授课老师先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进

一步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2023—2025 年）》［2］导入，强

调深化“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并探讨加强护理人文建设

的重要性。通过这一环节，帮助 ICU 规培护士了解国家相关

政策，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接着，讲述

ICU 探视政策和物理环境设置的演变过程，并列举国外先进

ICU 的设计方案。最后，介绍本院在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为人文 ICU 建设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让规培护士认识

到当下 ICU 护理理念的转变，即在抢救患者生命的同时，更

加关注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质量。第三部分：课后行动转化。

引导规培护士结合课堂所学内容，深入思考如何将“以患者

为中心”的理念具体应用于 ICU 的建设与发展中，以及作为

ICU 规培护士应承担的责任和可以采取的行动。通过这一

反思过程，进一步激发规培护士的责任感，鼓励他们为提升

人民健康水平和推动护理服务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努力。

3.3  效果评价方法：由于本课程涵盖思政教育，难以有明确

的量化指标［10］。因此，本研究除了采用理论考核外，还使用

护士人文职业能力量表对 ICU 规培护士的学习效果进行评

价。理论考核部分根据课程内的知识点自制理论知识问卷，

在所有课程完成后进行 1 学时的理论考试，包含 10 道单选

题和 5 道多选题，满分为 100 分。

  采用由颜海萍［11］研制的护士人文职业能力测评量表

（nurse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assessment scale，NHPAA）

对规培护士培训前后的人文职业能力进行调查。其中包括

人文关怀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伦理与

法律实践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 5 个维度。该研究团队还对

广东省 4 个区域 11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进行调查，发现其

人文执业能力处于中等水平，结果显示，总分≥96.69 分为

优，88.98～96.68 分为良，76.96～88.97 分为一般，66.56～ 

76.95 分为较差，＜66.56 分为差［12］。

3.4  统计学方法：采用 Excel 和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的

录入与分析，专家积极程度为问卷回收率［13］。专家权威程度

为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的平均数［14］。专家协调系数采用肯

表 2　新入 ICU 规培护士重症人文培训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内容 知识点 思政元素 思政素材 教学方法

ICU 探视与环境设置 探视及人文环境设置 政治认同 参观 ICU 环境，让规培护士懂得更要关注的是改善 实操教学
　 　患者生活质量，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提升 ICU 患者体验感 体验的概念、核心要素 家国情怀 课前阅读《假如迪士尼经营医院》，启发规培护士从多角度出发， 课前阅读
　和影响因素 　发扬一切为了患者的精神

ICU 患者心理康复 ICU 患者心理相关疾病 道德修养 观看《ICU 里的日与夜》第 5 集并结合真实案例， 影视片段导入、
　和护理手段 　养成尊重和爱护患者的职业道德 　案例教学

ICU 护患沟通与交流 沟通需求、技巧、 法治素养 设置医患沟通矛盾场景并角色扮演，从法律层面 情景模拟
　障碍改进策略 　教导沟通技巧，提升法治意识

ICU 患者早期康复 ICU 早期康复的概念 科学精神 让规培护士体验虚拟现实、站立床等创新康复设备， 体验式教学
　和护理方案 　培养护士的探索创新精神

ICU 患者体位管理 ICU 患者体位种类、 职业素养 列举相关案例，并进行临床实践，让规培护士感受体位管理细节点， 案例教学、
　护理方案 　从中培养细心、认真的职业素养 　实操教学

ICU 患者眼部管理 ICU 患者眼部护理 职业素养 由临床老师示范不同眼部护理用物的作用及用法， 演示教学法
　评估与实施 　培养规培护士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思考能力

ICU 患者口渴管理 ICU 患者口渴的评估、 家国情怀 聆听《四史微讲堂》沙漠行军找水难的故事，反思讨论：如何发现 反思讨论，聆听
　影响因素、护理策略 　和解决 ICU 患者的需求，培养生命之上、人民至上的职业素养 　红色经典故事、

ICU 患者约束管理 ICU 患者约束评估、 道德修养 让规培护士角色扮演，设置 ICU 约束场景，体验约束感受， 角色扮演、体验
　决策和实施策略 　养成尊重和爱护患者，以及公平对待患者的职业道德 　式教学

ICU 患者镇痛镇静 相关概念、药物、 法治素养 邀请临床药师进行时事案例授课，同时，实操麻醉药物的使用和 时事案例导入
　与谵妄管理 　评估和护理 　管理流程，形成尊法、守法的法治思维
ICU 患者睡眠管理 ICU 睡眠现状、预后、 职业素养 观看纪录片《解密睡眠》，深刻理解睡眠的重要性， 影视片段导入

　护理策略 　培养规培护士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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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和谐系数表示。条目的筛选以重要性评分≥4.00、变异

系数≤0.25 以及满分比≥20%，并结合专家意见将指标进行

修改。护士一般资料、理论考核成绩采用描述性统计；护士

人文执业能力评分均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标准差（x±s） 
表示，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5  重症人文护理课程的效果评价结果

3.5.1  规培护士一般资料：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6 月共有

60 名 2023 级 ICU 规培护士参与培训，其中男性 24 名，女性

36 名；平均年龄（21.90±1.02）岁。护士学历：硕士研究生

2 名，其余均为本科生。

3.5.2  理论考核结果：所有参与培训的护士都顺利通过理

论考核，成绩 70～100 分，平均（84.92±7.73）分。

3.5.3  人文执业能力测评结果（表 3）：培训后规培护士的人

文执业能力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较培训前明显提升（均 P＜ 

0.05），其中人文关怀实践能力在培训后升高最明显（P＜0.01）。

表 3　新进入 ICU 规培护士培训前后
人文职业能力评分比较（x±s）

时间
人数

（名）

维度（分）

人文关怀实践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培训前 60 30.82±4.10 18.98±2.98   9.20±2.02
培训后 60 33.95±4.50 20.27±2.68 10.07±1.91
t 值  -4.153 -2.514 -2.450
P 值 ＜0.010   0.015   0.017

时间
人数

（名）

维度（分）

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 心理调适能力 总分

培训前 60   9.68±2.02 13.03±2.19 81.71±8.55
培训后 60 10.38±1.61 14.20±2.31 88.87±7.65
t 值 -2.224 -2.867  -5.987
P 值   0.030   0.006 ＜0.010

感和职业道德，增强 ICU 规培护士的人文关怀意识，提升其

人文关怀能力。实现专业教学与思想价值引领的统一，培养

有专业能力和人文关怀的高素质重症护理人才。

4.3  “大思政课”视阈下重症人文护理课程从“知识传授”

向“能力培养”转变：在本次培训课程中，教学团队结合不

同的课程主题，将临床实际、患者与家属的困惑等直接融入

其中，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实操教学等互动方式培养

ICU 规培护士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一

方面，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和满足ICU临床工作需求，促进“以

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目标，改善重症患者的就医体验；另一

方面，这种教学模式也培养了 ICU 规培护士的批判性思维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有

助于他们的不断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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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1  “大思政课”视阈下重症人文护理课程化“被动接受”

为“主动参与”：在传统理论授课模式中，学习者处于被动

接受状态，限制了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培训效

果［15］。在本次的培训过程中，教学团队以思政元素先行，提

升了 ICU 规培护士的专业自信和职业认同的基础，通过在课

前实地了解、案例阅读等方式激发 ICU 规培护士对学习知

识的兴趣，调动 ICU 规培护士的学习热情。之后，在课堂学

习过程中，教学团队不仅强化相关理论知识的传授，还通过

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互动式教学方法，使学习过程更加生

动、实用。最后，在课后实践中，鼓励 ICU 规培护士将所学

转化到实际工作中，以此提升 ICU 规培护士的学习主动性，

提高教学效果。

4.2  “大思政课”视阈下重症人文护理课程从“培育专业”

到“人文并重”：本研究结果显示，ICU 规培护士均顺利通

过专科知识的理论考核，且在课程实施前后，其人文执业能

力得到显著提升。在本次培训中，教学团队采取多种手段相

结合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护理技能的传授，而

是注重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实现专业教育与素质教

育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培养 ICU 规培护士的责任感、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