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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人才保障。面对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和新兴技术推动护理

发展，卓越护理人才培养面临新的要求和挑战。为顺应国内外对护理人才培养提出高质量要求的新形势，满足新时代精

准化、全人群、全周期、个性化的健康服务需求，培养具有临床批判性思维、护理决策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全生命周期护

理能力，与时俱进的卓越护理人才，本文在厘清我国卓越护理人才培养需求与挑战基础上，以“全生命周期健康与疾病精

准护理”为轴线，以“重基础、强能力、提素质、促个性”为人才培养原则，从科学定位培养目标、针对性设置知识体系和课

程体系、分类实施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创新及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等方面开展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道路，为达成“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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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nursing  professional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competent  human
resources  essential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In  the  face  of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and  the  nursing  development  driven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training  of  excellence
nursing  professionals  is  confronted  with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new  demand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the  training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taffs,  meet  the  needs  for  health  services  that  are  based  on
precision,  the  whole  population,  the  whole  life  cycle,  and  individualized  care  in  the  new  era,  and  cultivate  outstanding
nursing staffs with clinical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nursing decision-making skills,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practice ability,
whole  life  cycle  nurs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we  wrote  this  paper  to  help
clarify the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training excellent nursing staffs in China. Herein, taking "precision nurs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as the core and utilizing the personnel training principle of emphasizing foundation,
strengthening  ability,  improving  quality,  and  promoting  personality,  we  elaborat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l  of  excellent  nursing  staffs  and  suggested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setting  up  training
objectives  with  a  scientific  orientation,  setting  up  in  a  targeted  way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curriculum  system,
organizing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into  different  types  and  implement  them  accordingly,  making  innovations  in
instructional  methodology,  and  building  up  high-level  teaching  faculties.  We  explored  for  a  path  for  training  excellent
nursing talents, a path that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a sustainable way, which will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ttain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Key words】　　Nursing　　Talent training　　Nursing educ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Teaching
reform

 

 1     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的需求与挑战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健康意识增强，公

众对医疗护理服务需求显著增加，护理人员在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满足医疗护理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1]。面对日益复杂且多样化的护理场景和服务需求，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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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护理人才培养成为实现精准化和智慧化护理服务、提

升护理质量、保障护理安全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构建强大

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健康治理的现

代化道路[1]。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强调要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

建立“公平可及”和“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体系，实现“婴

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全过程、全周期的

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2]。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体现

了系统、连续的生命健康观，涵盖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

程健康服务，涉及预防、急病、慢病、康复、安宁疗护等

全方位护理知识和技能[3]。以全生命周期健康与疾病精

准护理为轴线，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基因检测、大数

据、新材料等新技术推动的新兴护理场景及健康照护需

求，使护理教育和护理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4]。

人才是科技创新首要生产力，实现健康中国发展大计，应

全面提升护理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着力培养和造就

一批拔尖创新的卓越护理人才[5]。本文旨在厘清我国卓

越护理人才培养的需求与挑战基础上，树立卓越护理人

才培养的目标，进而提出中国情景下护理教育和卓越护

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路径与改革方向。

 1.1    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的需求

护理学是维护人类健康的重要学科，主要研究预防

保健、疾病治疗及康复过程中护理理论、知识、技术及其

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已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知

识体系和教育体制[6]。近年来，随着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

和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对护理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

期，在充满创新驱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知识经济时代，

护理教育和护理人才培养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既要

传承优秀护理传统文化，也要与时俱进面向护理未来。

为培养卓越护理人才适应全球社会经济和医学发展需

求，在调研国际国内前沿护理教育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

国公众健康需求以及护理实践进行思考和探索，构建包

括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知识体系、教学方

法、课程设置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护理教育机制，凝练具有

中国特色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我国护理教

育和卓越护理人才培养面临的新要求。

在健康中国和教育强国战略目标下，以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以及“健康中国”战略对护理人才需求为引领，

依托优势特色的一流护理学科建设，推动护理教育和

护理人才培养模式革新，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跨

学科知识、创新能力的卓越护理人才，为全面实现健康

中国战略和形成中国特色健康治理道路提供坚实的人

才保障 [7 ]。结合我国护理需求，卓越护理人才培养以

“全生命周期健康与疾病精准护理”为轴线，将“以学生

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质量改进”的理念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以“重基础、强能力、提素质、促个性”

为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指导原则，在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中重视护理学生的知识基础、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和个

性化人才培养，培养具有临床批判性思维、护理决策能

力、创新研究能力、全生命周期护理能力，能与时俱进

的卓越护理人才，以满足新时代精准化、全人群、全周

期、个性化的健康服务需求。

 1.2    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的挑战

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

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委在

联合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中提出新医科建设[8]，对

卓越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2020年9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确

立了“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的基本原则[9]。新医

科是在新时代科技进步、产业变革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背景下，以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卓越医学人才为导向，通

过改革医学及相关专业，并加强医科内部和医文、医理、

医工、医管等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养具有预防、诊

疗、康养“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服务意识和能力的

拔尖医学卫生领域人才[10]。“新医科”发展战略对我国护

理人才培养提出了严标准和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护理

教育仍存在护理人才培养模式有待健全、全生命周期护

理知识体系不完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亟须创新、高

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尚不完备等困境，如何在实践中

培养具有全生命周期专业护理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卓越护

理人才，以适应新医科战略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需求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1]。卓越护理人才培养内涵是以“全

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为轴线，以“护理岗位胜任力”为导

向，依托高校学科门类齐全和多学科交叉优势，以厚通

识、宽视野为基础，强化全生命周期护理专业知识和能

力，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崇高职业素养、扎

实专业知识、娴熟护理技能、强烈创新意识，维护全人类

健康的卓越护理人才为目标，建设国际一流的护理人才

孵育高地。

2023年4月，教育部等5个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

提出“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要求，把学科专业设置调

整优化与培养一流人才方阵、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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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从完善学科专业设置管理机制和学科专业体

系改革等方面入手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和探

索[12]。《改革方案》强调以新医科建设为引领，调整优化

专业结构，做强优势学科专业，做优特色学科专业，形成

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群和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13]，为

我国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和护理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思

路。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健康问题的护理为框架组织知

识结构，构建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思维模式为导向的理

论知识体系，使护理学科的知识体系、课程设置、教材编

写、教师团队等突破学科壁垒，有机结合护理学、医学、

管理学、社会学、材料学、信息技术和工学等交叉学科的

理论、知识和技术，建立深度融合的“护理+”多学科知识

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师体系，培养能够运用交

叉学科知识解决关键问题、知识结构更加丰富、视野更

加宽广的卓越护理人才，以应对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需

求多样性、护理场景复杂性和健康问题多因性的现实

挑战。

 2     树立卓越护理人才“三位一体”的人才培
养目标

面向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健康重大需求，

以“重基础、强能力、提素质、促个性”成为护理人才培养

准则，旨在培养兼具素质、知识和能力“三位一体”素养的

卓越护理人才。在护理人才培养过程中，护理学专业培

养方案主要从素质、知识和能力三个维度，明确了对卓越

护理人才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护理知识与

临床技能、健康保健意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综合要求，

同时以我国《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为护理学专业

教学计划制定、实施、改革及质量监控的主要依据。

①素质培养目标：卓越护理人才应具备良好的政治

思想、道德品质和爱国、爱党、爱人民、爱校情怀；具有

良好的人道主义精神、关爱情怀、职业操守和专业责任感；

具有依法执业的法律基础知识及素养；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业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具有国际视野及多学科

团队合作意识；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初步形成科学的质

疑态度和评判反思能力，初步具有循证护理实践能力等。

②知识培养目标：卓越护理人才应掌握护理学及相

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预

防保健及健康促进知识；掌握生命周期各阶段常见病、多

发病基本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防治原则及

相关护理知识；掌握急危重症患者处置的相关知识；掌握

防治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灾害事件的相关知识；

掌握基本的药理知识和给药及药品管理知识等。

③能力培养目标：卓越护理人才具有应用科学护理

知识和技能为护理对象实施全生命周期精准护理的能

力；具有能够配合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和应急处理突发事

件的能力；具有为护理对象提供健康教育的意识和能力；

具有提供社区健康服务的基本能力；具有正确书写护理

相关文件的能力；具有与护理对象及其他卫生服务人员

有效沟通与合作的能力；具有检索、阅读本专业文献及初

步使用证据的能力；具有初步运用批判性思维和临床决

策的能力等。

 3     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路径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深入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等相关国家政策的引领

下[14-15]，密切结合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对护理人才培养

提出的最新要求，以构建一流护理学科为支撑的卓越护

理人才培养模式为切入点，切实推进护理学科建设和护

理教育改革，培育国际一流的高等护理教育基地和国家

级高等护理教育区域中心，以实现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战略达成，根据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护理服务场景转变和护理学科发展，本文提出对卓越护

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策略的思考和探索。

 3.1    构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

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是生长发育积累与演变的过

程，同时也是不同疾病及相关危险因素累积的过程，针对

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不同岗位，尚缺乏以全生命

周期中“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16]。

针对全生命周期中不同护理岗位，以护理人才岗位胜任

力为培养目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引入“课前循证-

课堂授课-仿真模拟-临床实践-科研创新-新的循证医学

证据”闭环教学设计，结合自主探究式、定锚式、体验式

等多种创新教学方法，引导护理学生掌握不同护理岗位

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开展基于临床的科研设计从而

培养护理学生创新能力。同时，在护理人才岗位胜任力

培养中，将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引入护理人才培养的课程

改革中，以核心岗位胜任力为导向重构护理学生的培养

目标及知识体系[17]；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相融合，运用虚拟仿真教学，打造“智慧课堂”，帮助

护理学生在不同护理岗位上“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

床”，使护理学生尽快掌握护理岗位相关知识和技能，提

升其核心岗位的胜任力；通过护理教育教学改革，有效解

决了教学理念不能满足新时代人文护理关怀新需求、传

统护理课程中知识体系不能满足新时代护理学内涵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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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学方法不能满足当代护理人员核心胜任力培养需

求这三大痛点，从而高质量实现了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教

学目标[18]。

 3.2    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轴线，融合构建卓越护理

人才培养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探索以全生命周期健康为轴线

的护理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将护理人才培养融入生命

全周期健康全过程，探究人类不同生命周期健康促进的

护理理论与技术[19]。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健康问题的护

理为框架组织知识结构，探索以全生命周期为轴线的护

理学专业课程体系变革，创建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理论课

程与实践教育推进路径，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护理学科

理论体系。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建立全面的知识

体系和课程体系。以全生命周期为轴线，科学设置卓越

护理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和护理技能等知识体系和课程

体系，使用虚拟仿真教学、模拟教学、临床实践等方式促

进护理学生专业知识的内化，不断强化护理技能训练。

在护理教学中融合护理学、老年学、儿科学、药学、营养

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知识，实现学科交叉及合作。建设

立体教学资源库，优化教学内容，以临床真实病案为主

线，通过学习前移、引导式教学、课堂与临床连线、高仿

真模拟等方式，最大化缩短课堂与临床的距离，让学生全

程感受、体验、实践全生命周期精准护理。通过护理教

学改革，解决传统教学存在知识结构单一、对学生评估能

力、人文关怀培养不足的教学痛点，培养“知识水平高”

“评估能力强”“职业价值高”“创新实践强”的卓越护理复

合型人才。

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紧密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维护全人类健康的卓越护理人才”的培养目标，科

学设置支撑培养目标达成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课程

体系应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基础课程、专业课程、跨学科

专业教育课程、实践课程和继续教育课程。课程目标与

护理人才培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课程在达成

护理人才培养目标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构

建及完善过程中，借鉴国际国内护理院校宝贵经验，梳理

人才培养中的问题，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邀请护理及教育

等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函询和现场咨询，并反复论证；召开

培养方案论证会，协调课程改革工作，充分保证了知识结

构和课程体系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围绕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四川大学护理学本科课程设置以“全生命周

期”为轴进行课程重构，设置《儿科护理学》《成人护理》

《老年护理学》等专业课程，通过《护理学基础》不断强化

护理技能训练。通过毕业实习帮助学生完成专业知识到

专业实践的转化，提高护理学生胜任能力。开设《关爱与

照顾》《护理伦理学》《护理人际沟通与礼仪》等护理人文

课程，提高学生人文素养。设置《护理研究》《信息检索与

利用》《循证医学》、“国际实践周”全英文课等课程加强

学生科研方法学学习及了解护理发展前沿；通过科研项

目训练、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毕业论文设计及撰写提高

学生科研实践能力。

 3.3    基于沉浸式教学模式推动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教学模

式创新

为落实“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通过建立

沉浸式教学模型，联合“护理+X”实现多学科交叉培养卓

越护理人才。在护理教学过程中，为护理学生创设临床

真实环境，全方位设置临床真实病案，实现护理学生全程

沉浸式学习。引入沉浸式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改革，护理

学生课前对护理病案相关问题进行自主循证，课中通过

角色扮演、高仿真情景模拟、临床连线、临床实践、义诊

等参与、互动、演练，提升学生护理综合能力。在卓越护

理人才培养中，以护理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开展教学方法

改革，促进传统讲授向互动式启发式教学转变，推动原

“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向现“学生、学习行为、学习

过程”三中心转变，不断提升护理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

能力，大力推行“以学为中心”理念指导的现代教学方法。

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框架指导教学方法改革，“以激发学习

内在动力为核心”，将护理学生培养为“合格的自我导向

的学习者”，培养其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以培养目标为导向，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和场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着力改变课堂上传统灌输式

讲授的模式，围绕如何激发、培养和支持学生成长为中心

组织教育教学。例如，“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使护

理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学习。选择使用各种现代教学方

法，并应用于护理实践中，培养护理学生表达与交流、团

队合作、信息检索和临床思维。“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TBL）”促进护理学生整合学习和阶段考核，培养其分析

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表达交流等。混合式教学通

过“线上自学+面授教学”，引导护理学生深度学习。实验

教学法围绕护理学专业培养目标开设实验课程，护理学

生从各种观察性、验证性和设计性实验中学习印证理论

知识，掌握实验技能。模拟教学法应用于功能训练模型、

计算机辅助模型、虚拟现实和触觉感知系统等，培养护理

学生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根据护理本科毕业生应具备

的胜任力进行深入研究，创建“护理毕业生胜任特征模

型”，“以胜任力为导向”支撑护理人才培养教学方法改

革，促进高校护理学生岗位胜任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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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融合通识教育、医学基础教育和人文教育，锤炼卓

越护理人才的综合素养

卓越护理人才的通识教育聚焦“厚通识、宽视野、多

交叉”，构建通识教育新体系[20]，以世界科技史和人类文

明史作为学校通识教育体系的主线，以《人类演进与社会

文明》《科学进步与技术革命》《中华文化》作为先导课程，

构建《人文艺术与中华文化传承》《社会科学与公共责任》

《科学探索与生命教育》《工程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国际

事务与全球视野》等通识教育课程，整合文理工医优质教

学资源，由领域内专家领衔，分模块组建跨学科教学团

队，在实现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时，更加突出价值引

领和品格塑造。医学基础教育作为护理学生专业课程学

习的基础，在医学基础课程的讲授中不仅重视书本知识

的传授，更将最新护理科研成果融入课程，使护理学生了

解学术前沿、从学习早期就加强科研意识和能力的培

训。基础医学课程积极推行探究式教学、全过程评价、

非标准答案考试等改革，重视护理学生思维的培养和知

识的整合运用。

同时，在卓越护理人才培养中全程贯穿人文教育，基

于“以病人为中心”“以团队为基础”理念开展护理教育，

培养护理学生关爱品质、沟通技巧、合作能力、批判性思

维等人文素养。设置护理人文类必修课，包括《新生研讨

课》《护理伦理学》等，以及护理选修课如《关爱与照顾》

《护理临床推理与决策》等，引导护理学生树立人文关怀

意识，培养关爱品质，培养护理学生人际交流与沟通技巧

以及跨学科合作能力，培养护理学生批判性思维。利用

综合性高校课程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护理学生选修其

他学院开设的相关人文课程，如《中华文化》（文学篇、历

史篇、哲学篇、艺术篇）等，以促进其文化底蕴铸造和综

合素质培养。

 3.5    协同护理理论与护理实践，提升卓越护理人才的实

践教学质量

实践教学是培养卓越护理人才不可或缺的关键环

节。在实践中，护理学生将所学的各类通识教育、医学基

础教育、护理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理论、知识及技能，

通过全生命周期的临床实践，不断提高其护理核心胜任

能力 [2 0 ]。与此同时，学院和医院间有机融合也十分重

要。如果学院与医院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可为护理学

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实践基地，让他们在真实医疗环

境中学习和实践。这不仅可提高护理学生的实践能力，

还可以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医院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提

升其岗位胜任力。在人才培养中通过课程见习、社会实

践、毕业实习，使学生早期、持续接触临床，反复临床实

践，确保学生获得足够的实践技能[21]。早期接触临床：护

理学专业学生从一年级开始，为其配备具有临床实践经

验的“一对一”本科生导师，在通识教育和基础医学教育

阶段即在导师指导下了解及参与部分临床工作；依托导

医等医院志愿者服务，使学生在学业早期对医院环境及

护患沟通有所了解。持续接触临床：护理必修专业课程

除理论授课外，安排床旁见习、模拟教学、病案讨论、示

教、PBL、TBL等多种实践教学形式，促进理论与实践结

合，培养学生临床技能、临床思维和职业素养，使护理学

生持续接触临床同时锤炼基础护理操作技能。全生命周

期的毕业实习设置：根据《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设置毕业实习，以全生命周期为轴，依托相关医疗机构完

成实习任务，使护理学生掌握不同生命阶段患者特点和

护理要点，能对常见疾病患者进行护理评估、制订护理计

划及实施整体护理。

 3.6    打造一流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教师是培养卓越护理人才的关键[22]，提高教师的教

学水平至关重要。围绕“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

的办学理念，立足为国家培养创新护理人才的战略目标，

通过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展教学领导力与培训者培训、

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培训、本科教学基本规范培训等各类

教学培训活动，瞄准护理教学人才需求，打造卓越护理人

才培养师资队伍。坚持“以学生学习成长为中心”“以教

师教学发展为根本”“以教学体系建设为重点”，优化教学

组织建设和制度保障，优化教学资源投入和教学技术支

撑，优化厚德育人的文化环境，用科学研究精神贯穿全

程，指导师生行事治学。教师通过高水平教学平台及资

源，不断学习和更新教学理念及方法，掌握最新的医疗护

理前沿技术和实践经验，提高教学团队及自身实践能力

和专业素养。大力发挥护理+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开展

“护理+管理”“护理+材料”“护理+文学”等护理跨学科教

育教学项目，以科研平台建设为支撑，聚焦护理学科优势

领域，内培外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护理青年拔尖与创新

领军人才。以职称分类评价体系为抓手，创建临床、教

育、科研三位一体的人才队伍模式，打造中国特色的高端

人才分层培养新模式。以一流护理学专家为引领，以中

青年护理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实施顶尖科学家和行

业精英任教制度，为全面推进以“精英教育、个性化教

育、全面发展教育”为主导的护理学卓越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提供动力引擎和人才支撑。

 3.7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卓越护理人才的创新意识与

能力

改革创新是实现护理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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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在护理领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培养护理学

生发现问题、多角度分析问题以及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

问题的能力，每位护理学生必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加强

创新创业能力培训，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护理学生可通

过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学科竞赛、科研训练与科技成果、

学术社团，符合条件者申请相应学分。同时，鼓励护理学

生参加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鼓励跨学科合

作，提升护理学生综合素质。新时代，创新和领导能力在

医疗保健领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培养护理学生的

创新能力，应在创新理论、领导力、创业精神等基础上，

融入科技创新与临床应用等相关内容。采用线上、线下

结合方式进行，由同学们构建团队、对课程创新问题进行

讨论，构思护理创新项目、撰写项目计划书并汇报讨论，

提升护理学生的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在四川大学护理人才培养实践中，每年积极推动护

理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聚焦“学科交叉、专创融合、

产教融合”三大核心，全面探索了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新路

径。借助四川大学的优质平台，邀请临床、医技、材料、

计算机、管理等学科专家联合指导护理学院学生大创项

目，丰富项目内涵，提升项目竞争力，进一步激发护理学

生创新创业热情。学校鼓励和支持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加

强科研训练，实施“千个学术型社团”计划，依托学科专业

资源打造“学术型社团”，通过学生兴趣爱好、个人发展需

求和学校创新创业课程教学需要，把广大学生吸引到学

术型社团中，为每一个学术社团选配指导单位和指导教

师，让学术型社团成为课堂教学的延伸。通过“实践及国

际课程周”等校院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邀请国际一流大学

的师生团队和护理学生深入沟通交流，同时鼓励护理学

生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和赛事，拓宽了护理学生的国际视

野。

 4     结语

面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

求，卓越护理人才的培养任重而道远。传统护理教育模

式培养的护理人才将难以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和新

医科发展规律。如何加强护理学生的学科交叉和综合素

质培养是高校面临的难题。面向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健

康强国战略和新医科发展战略，未来护理教育将以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创新能力”的卓越护理人

才为目标，以“重基础、强能力、提素质、促个性”为护理

人才培养准则，建成以一流科技平台为支撑、“护理+”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构建以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围绕全

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轴线融合构建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知识

体系，基于沉浸式教学模式推动卓越护理人才培养教学

模式创新，以通识教育、医学基础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创

新，锤炼卓越护理人才的综合素养，协同管理护理理论与

实践，加强卓越护理人才的实践教学，打造高质量护理人

才培养师资队伍，提升卓越护理人才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等人才培养路径，将为我国培育出卓越创新的护理复合

型人才。通过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构建，夯实实践

型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的基石，提升优秀的国际化跨学科

融合创新型青年人才培养的水平，致力孵化具有综合才

能的卓越护理人才，打造一支以科学家引领、学科带头人

和创新团队为核心的一流师资队伍，将对与时俱进的护

理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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