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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人文素养是由“人文”与“素养”组成，而人文

即为人文科学，体现于物质、精神与制度，在孔子时

期便有所强调，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教育；素养为

能力素养与精神素养的结合，加强对护理人员能力与

精神的培养，促进护理人员更好适应社会。因此，

所谓的人文素养是指“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

的内在品质
[1]
。护理专业作为当今社会受到重视的学

科，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成为人们关注的

重点，这就要求了护理专业应当将专业教育与人文教

育密切结合，使护理专业更加体现关爱生命的宗旨。

有研究表明
[2]
，人文素养与专业素质的有效结合，不

仅提高护理人员的认知，还能促进护患之间的有效沟

通。本文将选取我院180例护理专业人员为对象，探

究护理专业素质与人文素质的有效结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院护理专业180例护理人员

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两组，其

中常规组90例，干预组90例。常规组，年龄为20-50

岁，平均年龄为(29.17±0.25)岁，学历：大专15

例，本科52例，研究生23例。干预组，年龄为21-51

岁，平均年龄为(28.86±0.31)岁，学历：大专18

例，本科53例，研究生19例。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本

次研究的标准，均知情本次研究，并表示自愿参加。

对比两组护士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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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y. Methods  180 
nurse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divided into routine group (90 cases) and intervention group 
(90 cases).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was given 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and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were given 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Compared the cognitive evalu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humanistic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average scores, experimental scores, theoretical score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tegrating the nurs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and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to the nursing profession has improved the nurses' 
understand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humanistic quality, and improved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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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方法

　　1.2.1 常规组：常规组给予护理专业素质教育：

护理人员专业工作能力，包括:掌握规范的护理操作

技术,对常见病、多发病病情和用药反应进行观察，

对急危重症患者进行应急处理和抢救。有一定的沟通

协调能力，可以与医师、技师、工作小组讨论、传达

患者病情，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健康宣教、

饮食保健等。

　　1.2.2 干预组：干预组给予专业素质教育与人文

素质教育：在常规组的基础上，对护理人员进行人文

素质教育。

　　加强护理人员护理职业道德的培养。护理是一门

具有人文特征的课程，需养成良好的护理职业道德，

从专业知识中挖掘人文精神，促进护理人员综合素质

的养成与成绩的提高。例如，在护理操作中，少数护

理人员为了方便自己
[3]
，随手放置操作用物及废物于

病人的床边，丝毫不顾“病人”感受；在对操作部位

进行消毒时，沾有碘伏的棉球或棉签污染了患者的衣

服或床单位等，这些行为对患者的健康虽然没有影

响，但却反映了职业道德的缺失。学习小组成员之间

需互相指出不足，促进护理人员的反思。

　　加强护理人员职业情感与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

护理作为人文素养很强的专业，在于病人进行沟通与

护理时，护理人员应当赋予情感，重视病人的感受，

学会调控情绪，掌握沟通技巧，学会与患者及家属进

行沟通。护理全过程中，既要关注患者病情，又要关

注患者情绪、所处环境及家庭情况对患者病情的影

响，梳理患者不良情绪，尊重患者人格尊严，耐心倾

听患者心声，以高度的同情心、爱心、责任心服务于

病人。学习过程中可通过角色扮演,护理人员充当患

者及家属，由另外护理人员与其进行沟通，从而促进

专业素质的培养与人文素质的提高。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理人员的认识评价与

学习成绩
[4]
，进行对比分析。

　　认识评价：使用我院制定的调查问卷，分别有专

业知识认识、人文素质认识两项，满分均为100分，

对护理人员进行调查评估。

　　学习成绩：以平时成绩、实验成绩、理论成绩、

综合成绩为标准，平时成绩是对护理人员课后题完成

情况与平时表现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实验成绩

是对日常实验课的操作进行考核，满分为100分；理

论成绩是使用我院制定的试卷对护理人员进行考核，

采用闭卷考试，标准答案评分，满分为100分；综合

成绩是10%平时成绩+30%实验成绩+60%理论成绩。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21.0的统计学软

件，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是采用(χ
-
±s)表示，

对于组之间的比较实用配对t试验。计数资料是用

“n/n%”表示，采用χ
2
检验，以(P＜0.05)作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认识评价比较  干预组护理人员的专业

知识认识评分与人文素质认识评分，均高于常规组，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护理人员学习成绩比较  干预组护理

人员的平时成绩、实验成绩、理论成绩、综合成

绩，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3  讨   论

　　我国护理专业人员的人文素养存在着较多的问

题，这主要是由于学习过程中将护理专业知识作为学

习的重点，

表1 学习成绩比较(χ
-
±s)

组别    n    专业知识认识      人文素养认识

干预组    90     83.69±5.17      84.92±4.18

常规组    90     74.71±5.83      74.88±5.36

χ2    -     10.9330      14.0127

P    -      0.0000       0.0000

表2 学习成绩比较(χ
-
±s)

组别    n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理论成绩     综合成绩

干预组    90      86.92±4.46     78.65±4.89     82.35±3.72      84.54±4.71

常规组    90    78.58±5.37     71.27±4.31    74.62±3.87     73.96±4.83

χ2    -    11.3343    10.7409    13.6612     14.8778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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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了

人文素质教育与护理专业教育相结合，能够有效的改

善护理人员的学习成绩，取得满意的学习效果，对其

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护理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

合，提高了护理人员对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的认识，

并且提高了学习成绩，护理质量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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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忽略护理人员人文素养的培养，造成护理专业护

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方面与实际要求存在偏差。而在护

理专业中，人文素养不仅与护理人员的生活有关，还

影响着护理人员的未来发展，对其个人就业有着重要

的影响
[5]
。因此，在我国的护理教学中，应当打破了

传统以传授专业知识为目的的教育理念，逐渐向“培

养综合性人才”理念转变，教育的中心由传统的专业

技术转变为专业技术与人文素养共同发展，重视护理

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将护理人员的未来发展为重

点，努力培养更多的是应该社会要求的人才
[6]
。

　　护理人员的学习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强调了护

理人员道德精神的培养，促进护理人员综合素质提

高，同时改变了传统的护理模式，激发护理人员的学

习兴趣，有助于护理人员学习成绩的提高，除此之

外，加强对护理人员职业情感与交流能力的培养
[7]
，

使护理人员更好的与患者进行交流，提高综合能力，

对护理人员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中，干预组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认识评

分与人文素质认识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护理人员的平时

成绩、实验成绩、理论成绩、综合成绩，均高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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