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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本文回顾了中国护理

学的发展历程，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概念，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素养和能力，分

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所肩负的使命与面临的挑战，从建设中国特色护理学思政育人理论新内

涵、构建“护理+X”多学科交叉科教育人新格局、打造适应人机共融时代的护理人才培养新生态等方面，提出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本文为培养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具有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感的护理学拔

尖创新人才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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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op  innovative  nursing  talen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erves  as
important support fo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Healthy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ursing  science  in  China,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nursing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highlights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and competencies that top innovative nursing talents should posses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missions and challenges in cultivating these nursing talents, and puts forward new approache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ies  specific  to  nursing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ing  a
multidisciplinary  educational  model  of “Nursing+X”,  and  creating  a  talent  cultivation  ecosystem  adapted  to  the  era  of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cultivating  top  innovative  nursing  talents  who
align  their  development  closely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embody  patriotism,  and  hold  a  strong  sense  of
contemporary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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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

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1 ]。针对这一矛盾，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把保障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德才兼备的

医疗救护队伍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2]。“三分治疗，

七分护理”，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

大护士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3]。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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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生命健康守护者”的排头兵和领军人，探索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是时代赋予

的责任与使命。为响应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需求，推动中

国特色护理学创新与发展，本文回顾了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历程，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概念，阐明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素养和能力，分析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所肩负的使

命与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新路径。 

1     中国护理学发展及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
学

护理最早起源于人类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以家庭成

员照顾患者的护理模式为主。自古以来，护理实践在预

防和治疗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和救护灾难等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医护一体”的理念也始终贯穿于护理

学发展历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中提出的“三分治，

七分养”高度概括了医学与护理学的关系，强调了护理在

疾病康复中的重要性[4]。西汉时期，扁鹊在《史记·扁鹊仓

公列传》中提出“治未病”理念，主张通过调节生活方式等

措施预防疾病，同时在救治中运用热敷、汤药等干预方法
[5]。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一书中记载了井水消毒

和空气消毒的方药，首创了葱管导尿法，并对消毒技术、

疮疡切开引流术和换药术等均有详细记载[6]。明代医家

汪绮石在《理虚元盟》中强调营养均衡和定期打太极拳与

散步，至今被广泛应用于虚劳症的护理中[7]。清代钱襄撰

著《侍疾要语》系统总结了对伤寒患者“温水擦身”和“适

量饮食”等护理经验[8]。这些我国古代中医文献中可查证

的疗愈方法已成为当今中国护理学的基本知识、理论与

技术。1909年，“中国看护组织联合会”创建于江西庐山，

中国护理事业逐渐走向有组织的发展道路[9]。在战争年

代，广大卫生员在战伤救护中对伤兵救护的治愈归队率

达76%[10]。这些历史积淀和事迹凸显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文化，蕴育了中国护理的宝贵元素。

中国特色护理学之所以强调“中国特色”，是因为中

国特色护理学的发展根植于我国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的

护理知识、技术与实践，经历了从创建、发展到创新的多

个阶段。1888年，中国第一所护士学校在福州创办，标志

着中国护理教育开始逐步发展[11]。1949年，全国共有护

士学校183所，护士人数达到32800人[12]。1985年，11所医

科大学恢复护理学本科教育，旨在培养高层次护理人才
[2]。1990年，教育部将护理学列为二级学科，1992年开设

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2004年开设护理学博士研究生

教育。2011年，教育部将护理学列为一级学科，2012年首

批护理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13]。至此，我国护理学高层

次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建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

色护理学始终传承与发扬着中国传统医学护理理念、技

术与方法，致力于研究诊断及处理人的现存和潜在的健

康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反应，通过促进人身心健康的护理

理论和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实现抢救生命、减轻痛苦、疗

愈伤病、恢复功能、维护健康的多重目标，积极适应着人

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一全新的历史方位为中国特色护理学的发展带来

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与挑战。新时代呼唤着中国特色护理

学的“自我重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着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的“自我重塑”，这种重塑

包含了护理学的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的路

径创新。护理学理论创新是我国健康事业“造血输血”系

统迭代升级的基础，护理学科技创新是服务健康新质生

产力的关键驱动，而护理学人才培养则是学科永续发展

的动力源泉[14]。 

2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肩负的使命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过硬

思政素质、崇高科学素养、扎实理论基础、丰富专业知

识，善于在护理过程中发现问题，能融会应用护理及相关

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护理理论、

创新护理技术，解决人类复杂的健康问题。新时代中国

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

者、未来护理科技的先行者、健康新质生产力的创造者

和全球护理发展的引领者，肩负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要的时代使命。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强调，要加强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

养，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

能。202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护理学专业被调整

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从源头保障人才培养质量，体现了

国家从战略层面对护理人才培养的优化布局。新时代护

理人才培养，应始终坚持“四个面向”，以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健康需要为导向，针对人

类健康领域的“痛点”和“瓶颈”问题开展科学研究[15]，推

进护理理论与技术创新，持续加快医疗水平整体提升，从

而培养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具有家国情怀和时代责

任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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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面临的挑战

当前，科技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全新的数智时代，深

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推动全

球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同时，我国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中国式现代化对健康中国战略的

新要求，使得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转

型升级的新挑战。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全面构建

固本铸魂的思政教育体系和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

塑造立德树人的新格局。 

3.1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思政育人内涵亟待深化

中国护理学科和护理人才归根到底是为人民服务

的。立德树人是高等护理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引导护

理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

观，培养人民立场、家国情怀和平民情感。我国早期护理

教育不仅注重护理技能培养，还开展包含职业道德、人文

关怀、公共卫生护理等内容的综合教育，逐步构建起具有

中国特色的护理传统教育体系。然而，随着数智时代和

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

的“中国特色”更加与时俱进，思政育人内涵体系仍需进

一步完善，当前护理学的思政育人理论相对碎片化、课程

思政融入相对不足、思政案例嵌入相对生硬，时代化系统

化的护理学思政育人体系尚待进一步丰富深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的发展是基于我国国情，将

中国护理文化与西方护理理论相结合的过程。然而，中

国特色护理学的思政理论内涵与育人体系仍有待进一步

挖掘和完善，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中国护理文化融入不

足[14]，需要将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

护理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时代精神等有机融

入护理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护理

学思政育人理论，构筑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护理学思政育

人体系，进一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提供力量根基。 

3.2    当今人类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对护理人才能力的挑战

在全球化与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健康观念不

断迭代，从单纯的疾病治疗向预防、康复及健康照护的全

维度转变。与此同时，随着基因技术、材料科学、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在健康领域的深度应用，人类对

生命活动的认知持续深化，生命活动的复杂性愈发凸

显。在这一趋势下，人类健康问题的成因从单一生物学

因素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复杂的多因素转变 [16 ]，

人类健康服务需求也日趋多元，覆盖了从生理到心理、从

预防到康复的各个层面。同时，在全生命周期视角下，每

个生命阶段既是个体发展的过程，也是疾病风险累积的

阶段，其影响范围贯穿从胚胎期到临终期的全生命周期
[17]。这些人类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对未来护理科技创新的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8]，亟待培养出能够运用多学科

知识解决人类复杂健康问题，创造护理新理论、研发护理

新技术，服务健康新质生产力的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 

3.3    未来人机共融时代倒逼护理人才培养生态的调适

科技强国战略驱动医疗技术与前沿智能技术的深度

融合，人工智能正在蕴育医疗实践的新场域，护理实践已

从经验分析快速向数据科学决策转变，人机共融的护理

新时代正在悄然到来。这就迫切要求未来护理人才不仅

要精通现有的护理理论与技术，还应具有熟练操控多模

态机器人共同服务于伤病患者的能力；而拔尖创新人才

应在此基础上还要有参与合作研发护理多功能机器人的

能力。然而，当前护理人才培养的体系建设尚难以应对

即将到来的人机共融时代，如人工智能等护理前沿课程

亟待开发，人机协作的临床应用与护理实践开展有限，智

能平台与教学资源配置相对不足等。新时代中国特色护

理学亟需通过重构课程体系、创新培养模式、整合科教

资源等，突破传统的培养路径依赖，构建适应人机共融时

代的护理人才培养新生态。 

4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路径探索

针对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面临的挑

战，为适应国家健康战略需求和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

全生命周期健康的需要，中国特色护理学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通过建设中国特色护

理学思政育人理论新内涵，构建“护理+X”多学科交叉科

教育人新格局，打造适应人机共融时代的护理人才培养

新生态，探索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 

4.1    建设中国特色护理学思政育人理论新内涵

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首先表现为鲜明的思

想政治素质。为胜任不断发展的时代使命，中国特色护

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

坚持人民立场，主动肩负时代责任，自觉成为刻苦拼搏、

矢志创新、甘于奉献、充满大爱的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

忠实守护者。为实现思政育人目标，高校应举全校之力，

汇聚资源构建护理学思政育人体系。

文化构建，探索完善中国特色护理学思政育人文化

体系。一是强化以党的创新理论立德树人。护理学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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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学科，其发展

与党的创新理论密切相关。在建设高质量思政课的同

时，搭建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发展密切结合的“时政”课

堂，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与专业学习实时同步推进，引

导护理人才自觉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积极投身健康

中国伟业的护理学栋梁之材。二是坚持以红色文化启智

润心。深入挖掘校史院史以及中国护理学专业发展史等

红色资源，学习传承先贤英烈、医护前辈为国为民的时代

担当和忘我奉献精神。三是突出以应急处突、灾难救护

淬炼精神。护理工作者是白衣战士，面对灾情，一代代中

国护理人传承发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中国医护精神，形成的系列“专业思政课”正是锤

炼品质、升华精神的鲜活教材。

课程创新，推动“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双向融合。以

“护理+文史哲法管经”理论融合完善中国特色护理学思

政课程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教学内容，强化护理人才思政素养，提升洞察社

会、躬身实践的能力。通过移动学习、翻转课堂、案例讨

论和在线模拟等教学方式，鼓励护理人才关注社会健康

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意识。借助数字科技

构建多样化思政教育场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展示护理

历史文化，增强学习体验，使其更直观地感受护理事业的

价值与意义。建立思政育人智慧平台，整合各类教学资

源和素材，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合。

师资打造，建设多学科复合型思政师资团队。护理

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一目标的实现尤

其依赖于师资队伍建设。依托学校多学科优势，组建由

思政名师、医护楷模和多学科导师组成的思政师资队伍，

确保教师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又能有效开展思政教

育。同时，深化实践育人，通过与医疗机构和社区服务中

心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形成思政教育和专业实践基地，

参与卫生下乡、灾难急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志愿

服务等，提升护理人才应急处置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4.2    构建“护理+X”多学科交叉科教育人新格局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打

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交叉学科建设，探

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应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护理+X”多学科交

叉科教育人新格局，培养视野广阔、知识全面、思维敏

锐、能力突出的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

打造“护理+X”交叉学科集群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加快建立“护理+”文科、理科、工科等交叉学科集群，形

成多学科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及智能化教育

体系，实现重构知识、重建理论、重塑教材。以开放融合

的理念设计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提升护

理人才的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19]，使其能够

在复杂的医疗环境中有效应对各类挑战。通过“护理+文

科”深化“仁爱、奉献、精业、智慧”的人文底蕴，“护理+管

理”培养服务人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管理领军人才，“护

理+工科”培养护理技术与工具研发的科技创新人才，研

发面向未来人机共融护理场景的智能护理系统，塑造新

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格局。

搭建一流科研平台支撑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孵化。

面向健康中国战略需要，针对人类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建

设一流护理科研平台，打造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孵化

器”，健全护理学“基础-临床-转化”的完整科技创新链
[2 ]。依托一流护理科研平台，围绕护理领域关键科学问

题，多学科交叉开展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转化研究，培

养护理人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突出能力
[19]，推动护理理论创新、技术研发与工具开发，持续攻克

人类健康难题，服务健康新质生产力。

推进实施“方向-团队-项目-成果-转化”路径，“科教

产”融合培养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基于“护理+X”交叉

融合，发展老年护理、灾难护理、外科护理、慢病护理、

妇幼护理等二级学科方向。组建跨学科、高水平、多元

化研究团队，以科研项目为支撑，加强多学科科研合作，

产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健康新质生产力。面向

健康问题的复杂性挑战，跨学科协同持续攻关，为破解人

类健康难题贡献智慧与方案。 

4.3    打造适应人机共融时代的护理人才培养新生态

人工智能已成为驱动教育变革、助力迈向教育强国

的核心力量。《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指明方向，深度融合教育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

术，构建智能化教育生态势在必行。

重构护理课程体系，加速前沿技术深度融合。聚焦

人机共融护理核心能力图谱，构建“基础医学+智能技

术+护理实践”三维课程框架；建立跨学科课程开发机制，

建设护理学与计算机科学融合的交叉课程，如《护理人形

机器人的工业设计》《智能护理工具的实践应用》《护理大

数据分析》等；将开发的智能技术课程模块嵌入护理专业

课程，优化护理课程体系的智能内核，强化临床场景技术

渗透 ；孵化其对机器人护理的设计与掌控能力。

创新人机协同教学模式，构建智慧教学新生态。实

施护理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试点“AI导师+人类教师”双

师制教学；依托护理学虚拟教研室，建立临床护理场景的

XR实训体系；引入AI病历系统，智能模拟病情变化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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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决策与机器人协作处置训练，情感交互场景设计人

机角色分工训练；制定人机协作教学评价标准，将操作智

能工具纳入护理胜任力评价体系，创建人机协同育人范

式，培养具备临床思维能力与智能素养的护理学拔尖创

新人才。

建设人机共融护理科教平台。开发具备自适应学习

功能的智能教学平台，集成AI课程、虚拟现实实训、临床

护理数据等多元模块，实现学习轨迹全程追踪；开展护理

机器人、可穿戴教具等智能教学设备的研发应用，孵化其

协同多学科研发护理机器人、操控护理机器人，协同护理

机器人服务人民生命健康的创新能力，为迎接人机共融

的护理新时代储备拔尖创新人才。 

5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培养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未来护理科技的先行者、健康新质

生产力的创造者、全球护理发展的引领者。通过建设中

国特色护理学思政育人理论新内涵，构建“护理+X”多学

科交叉科教育人新格局，打造适应人机共融时代的护理

人才培养新生态，培养护理学拔尖创新人才，为协同攻克

人类健康难题，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

护理学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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