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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第一方阵[1]袁
培养护理学高质量人才是护理本科教育的重要任务[2]遥
最新叶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曳的颁布使护理学

发展迎来转折和契机[3]遥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为符合

新时代发展要求袁正不断优化护理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4]遥 学业评价是护理人才培养的重要衡量指标[5]袁
是指根据一定评价标准对学生掌握知识尧发展能力

及学习的情感态度变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价值判断的

过程[6]遥 目前袁我国针对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的学

业评价体系较少袁在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护理骨干

人才培养的情境下[7]袁优化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

学业评价体系势在必行遥 本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的

基础上袁基于胜任力模型及护理学本科专业的培养

新目标袁初步构建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业评价

本文引用: 陈偶英, 罗尧岳, 陈 燕, 康焱红, 方 芳, 李东雅. 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业评价体系的构建[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3(5): 9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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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袁以充分发挥护理专业学业评价功能袁促进中

医护理发展遥
1 方法

1.1 成立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由 6 名成员组成袁其中教授 4 名袁均为

护理教育专家袁从事护理教育工作长达 13~28 年袁
负责指导构建方法尧遴选专家等曰研究生 2 名袁负责

查阅文献尧半结构式访谈等遥
1.2 初步拟定指标

1.2.1 以胜任力模型为基础 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McClelland[8]胜任力模型为基础进行分析袁针对其每

个胜任力所包含的维度要素进行细化分解袁结合叶护
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曳[9]及最新教育改革标准袁
提出了 5 个学业评价条目袁分别为个人基本素养尧专
业知识尧专业技能尧创新能力尧规划发展能力遥
1.2.2 文献检索 通过文献检索进行整合袁初步拟

定了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尧专业素质尧人文与身心素

质尧创新素质尧发展素质 5 个一级指标曰包括政治尧思
想尧道德素质等 12 个二级指标曰包括社会公德修养尧
学风道德表现尧职业道德素养等 49 个三级指标的中

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业评价指标体系遥
1.2.3 访谈 对护理教育者尧临床护理教育者尧中医

护理教育者尧中医临床护理工作者渊具备 5~10 年的

工作经验冤尧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毕业生渊已毕业并

从事护理相关工作冤各 5 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袁从综

合素养尧专业素养尧临床需要等角度提取中医药院校

护理本科生应具备的素质能力遥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中医教学经验 5 年以上的

教师 8 名袁进行两轮专家咨询袁形成半结构式访谈提

纲遥 渊1冤护理教育者的访谈提纲为院一名合格的护理

本科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曰结合我国医学发展现

状袁作为一名白衣天使应具备的能力渊如专业技能要

求尧科研循证能力等冤以及目前能力方面存在的欠

缺遥 渊2冤临床护理教育者的访谈提纲为院本科护士在

临床承担哪些角色曰发展前景如何曰从思想道德尧专
业尧人文与身心尧创新尧发展 5 个角度阐述理想中护

士应具备的能力遥 渊3冤中医护理教育者的访谈提纲

为院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应该具备的能力遥 渊4冤中
医临床护理工作者的访谈提纲为院中医护理的发展

前景曰作为一名中医护理工作者应具备的能力曰从思

想道德尧专业尧人文与身心尧创新尧发展 5 个角度阐

述遥 渊5冤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毕业生的访谈提纲为院
从思想道德尧专业尧人文与身心尧创新尧发展 5 个角度

结合自身情况阐述优秀护士应具备的能力遥 提出在

培养护理本科生的学业评价方式上的建议遥
研究小组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袁在二级指

标中增加法纪素质尧创新意识尧人文精神素质袁在三

级指标中增加学分道德表现尧公共基础知识与技能尧
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遥初步拟定一级指标 5 项尧二
级指标 12 项尧三级指标 51 项遥
1.2.4 研究小组讨论 研究小组综合中医药院校护

理本科生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最终形成中医药院校

护理本科生学业评价指标草案遥其中一级指标 5 项袁
二级指标 13 项袁三级指标 51 项遥
1.3 拟定专家问卷

问卷包括专家资料尧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

业评价指标表和条目删改意见遥 咨询问卷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袁从很不重要尧不重要尧一般尧重
要尧很重要依次赋值 1耀5 分遥
1.4 专家遴选及函询

根据研究目的袁确定专家入选标准院渊1冤护理学

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曰渊2冤在中医药院校

从事护理教育或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从事临床护理教

学工作 10 年以上的专家曰渊3冤具有副教授/副主任护

师及以上职称遥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袁以电子邮件和问卷星相

结合的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尧整理筛选遥指标筛选标

准[10]院渊1冤重要性赋值均数跃4.0曰渊2冤满分比跃0.2曰渊3冤变
异系数约0.25遥将第一轮函询结果中均不满足上述标

准的指标结合专家意见进行删除尧修改或补充袁并整

合形成下一轮咨询问卷遥经两轮专家函询意见后袁意
见趋于一致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分析遥 专家一般情况

使用 曾依s尧频数和构成比表示遥 专家权威系数渊Cr冤由
专家判断依据渊Ca冤和熟悉程度(Cs冤的算术平均值决

定曰专家意见集中程度采用指标重要性赋值均数表

示曰专家意见协调程度采用变异系数和肯德尔和谐

系数表示遥 采用优序图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

标的权重系数遥
1.5.1 优序图法 采用优序图法[11]确定一级指标权

重遥在第 圆 轮咨询中袁请专家对 6 个一级指标两两比

较并进行重要性赋值袁通过计算各指标项平均值进

行大小对比袁构建优序图权重计算表曰平均值相对更

大时计为 1 分袁相对更小时计为 0 分袁完全相等时计

为 0.5 分遥 结合优序图权重计算表袁针对每行数据求

和得到 TTL 值渊指标得分冤袁最后对 TTL 值进行归一

化处理遥 权重值越TTL/TTL 总和袁最终得到所有指标

权重值袁见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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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级指标权重值

1.5.2 层次分析法 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渊ana鄄
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冤[12]进行二尧三级指标权

重计算遥 首先袁根据专家咨询结果计算出各级指标

项的平均值袁 接着利用平均值大小相除得到判断矩

阵袁根据判断矩阵进行 AHP 层次法研究袁分析得

到特征向量和权重值遥 此外袁结合特征向量计算出

最大特征根袁利用最大特征根值计算得到 CI 值[CI=
渊最大特征原n冤/(n-1)]袁用于一致性检验遥
圆 结果

2.1 专家一般资料

为体现专家代表的广泛性尧代表性尧权威性袁本
研究纳入安徽省尧河南省尧湖北省尧湖南省尧吉林省尧
江苏省尧辽宁省尧内蒙古自治区尧山东省尧山西省尧浙
江省尧北京市尧上海市尧天津市共 14 个省市区的 21 名

专家进行函询遥专家年龄为渊45依7.3冤岁曰专职教师

12 名渊57.14%冤尧临床教师 9 名渊42.86%冤曰学历院硕士

15 名渊71.43%冤尧博士 远 名渊28.57%冤曰职称院中医药院

校从事护理教育专职教师中袁教授 8 名渊38.10%冤袁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从事临床护理教学工作 10 年以

上的专家中袁主任护师 9 名渊42.86%冤遥
2.2 专家积极系数

专家积极系数通过专家咨询调查表的有效回收

率表示遥 本研究第一轮和第二轮函询均发放问卷 21
份袁回收 21 份遥 两轮调查的有效回收率皆为 100%袁
表明专家积极性高遥
2.3 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权威性由专家的判断依据渊Ca冤和熟悉程

度渊Cs冤决定袁权威系数渊Cr冤的计算公式为院Cr=(Ca垣
Cs)/圆遥 此研究专家判断依据平均为 0.9190袁熟悉程

度平均为 0.738 1袁权威系数平均为 0.828 5袁表明专

家在此研究中权威性较高袁结果可信度强遥
2.4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肯德尔和谐系数和变异系数构成专家意见的协

调程度遥 此研究两轮专家咨询指标总体协调系数为

0.427 和 0.496渊孕约0.001冤袁系数为 0.4耀0.5袁结果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遥 本研究经过两轮专家咨询袁各级

指标变异系数均约0.25袁详见表 员袁表明专家意见比

较一致袁协调程度较高遥
2.5 学业评价指标体系修订结果

第 1 轮专家函询结束后袁根据首轮专家意见袁对
各级指标作以下修订遥 一级指标中院将野人文与身心

素质冶拆分为野人文素质冶野身心素质冶遥 二级指标中院
新增野管理能力冶野教学能力冶袁并将三级指标中与野管
理能力冶野教学能力冶对应的部分进行整理遥三级指标

中院将野打破固定思维技能冶修正为野变通能力冶袁将
野科研实践能力冶细分为野文献检索与资料分析能力冶
野护理科研选题尧设计与实施能力冶遥第 2 轮专家函询

结束后袁根据专家意见将野临床实践能力冶改为野临床

能力冶遥三级指标中院将野护理评估能力冶改为野护理评

估与临床决策能力冶袁增野情绪调控能力冶遥
最终确定学业评价指标体系由思想道德素质尧

专业素质尧人文素质尧身心素质尧创新和发展素质共

6 项一级指标袁18 项二级指标和 66 项三级指标构

成遥结合优序图法和层次分析法袁测算出各级具体指

标及其重要性赋值尧变异系数和权重遥 详见表 1遥
3 讨论

3.1 本研究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基于胜任力模型袁通过文献检索尧半结构

式访谈尧德尔菲法等构建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

业评价体系袁方法科学遥本函询对象均为中医药院校

护理教育专家袁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袁专家权威系数

为 0.8285袁权威程度高遥函询过程中问卷有效回收率

均为 100%袁积极性较高遥 最终函询结果显示专家意

见趋于统一袁函询可靠遥 指标权重综合运用优序图法

和层次分析法袁结果可靠遥 综上所述袁研究方法科学

严谨袁函询专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袁且专家积极性尧
权威性良好袁可保证本评价体系科学可靠[13]遥
3.2 学业评价体系建立结果的实用性及创新性分析

此次研究由 6 个一级指标组成袁包括思想道德

素质尧专业素质尧人文素养尧身心素质尧创新和发展素

质袁综合全面地反映了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就业

过程中需具备的能力标准遥 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利于

引导本科生良好人生理想尧价值等袁增强其职业相关

法律意识遥 专业素质是最核心的部分遥 教学尧管理能

力条目的新增表明随着现代医学发展及医学教学的

改革袁临床和学校都需要具备管理及教学能力的人

才袁其评价和考核方式也应与其相匹配遥 人文尧身心

素养条目的新增表明人文关怀是护理的核心袁 将人

文素质教育贯穿护理教学始终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内

容[35-36]曰身心素养则是护理教育的基本立足点袁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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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A 思想道德素质[14]

B 专业素质[14]

C 人文素质[30]

二级指标

A1 政治素质[14]

A2 思想素质[14]

A3 道德素质[14]

A4 法纪素质[14]

B1 基础知识与技能[14]

B2 专业知识与技能[14]

B3 临床能力[23]

B4 科研能力[14]

B5 管理能力[14]

B6 教学能力[14]

C1 人文知识[31]

三级指标

A1.1 政治思想表现[15]

A1.2 政治理论知识[15]

A2.1 热爱祖国[14]

A2.2 关心集体和他人[14]

A2.3 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4]

A3.1 社会公德修养[16]

A3.2 学风道德表现[17]

A3.3 职业道德素养[16]

A4.1 法律观念和法规知识[14]

A4.2 遵纪守法行为[14]

A4.3 职业法律法规素养[18-20]

B1.1 公共基础知识与技能[14]

B1.2 基础医学知识与技能[14]

B1.3 基础护理学知识与技能[14]

B1.4 中医护理学基础知识与技能[21]

B2.1 临床专科护理学知识与技能[14]

B2.2 中医临床护理学知识与技能[22]

B2.3 护理专业综合知识与技能[14]

B2.4 临床护理实践技能[14]

B2.5 护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技能[14]

B3.1 护理评估和临床决策能力[23]

B3.2 急危重症的抢救[23]

B3.3 人文关怀能力[24]

B3.4 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22]

B3.5 沟通交流能力[23]

B3.6 整体护理能力[23]

B3.7 职业防护能力[14]

B3.8 社区护理的实践能力[14]

B3.9 精神科护理的实践能力[14]

B4.1 发现问题能力[25]

B4.2 文献检索与资料分析能力[25]

B4.3 护理科研选题尧设计与实施能力[26]

B4.4 毕业论文设计[26]

B5.1 环境管理[27]

B5.2 物品管理能力[27]

B5.3 时间管理能力[27]

B6.1 健康教育[28]

B6.2 操作示范[29]

B6.3 理论授课[29]

C1.1 人文社科知识[31]

C1.2 护理人文知识[31]

C1.3 中医药文化知识[31]

重要性赋值

4.810
4.667
4.619
4.095
4.619
4.857
4.810
4.952
4.810
4.810
4.810
4.905
4.905
4.857
4.905
4.619
4.857
4.857
4.619
4.619
4.905
4.571
4.857
4.810
4.667
4.857
4.857
4.524
4.762
4.857
4.810
4.905
4.571
4.333
4.476
4.762
4.381
4.571
4.143
4.762
4.238
4.286
4.286
4.190
4.429
4.333
4.524
4.524
4.571
4.333
4.095
4.571
4.571
4.381
4.238
4.619

变异系数

0.106
0.124
0.128
0.217
0.128
0.098
0.106
0.044
0.106
0.106
0.106
0.061
0.061
0.074
0.061
0.128
0.074
0.074
0.145
0.108
0.061
0.148
0.074
0.084
0.104
0.074
0.074
0.150
0.092
0.074
0.084
0.061
0.131
0.133
0.152
0.113
0.169
0.131
0.175
0.092
0.181
0.167
0.167
0.162
0.153
0.152
0.150
0.133
0.111
0.152
0.153
0.148
0.148
0.153
0.165
0.128

权重

0.025
0.246
0.530
0.470
0.243
0.332
0.329
0.339
0.253
0.331
0.331
0.338
0.258
0.338
0.341
0.321
0.173
0.178
0.247
0.247
0.262
0.244
0.178
0.203
0.197
0.205
0.205
0.191
0.174
0.117
0.115
0.118
0.110
0.104
0.107
0.114
0.105
0.110
0.152
0.271
0.241
0.244
0.244
0.153
0.333
0.326
0.341
0.166
0.352
0.333
0.315
0.163
0.511
0.331
0.320
0.349

表 1 各级指标重要性赋值尧变异系数及组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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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重要性赋值

4.381
4.476
4.524
4.429
4.762
4.714
4.857
4.857
4.571
4.476
4.714
4.762
4.762
4.333
4.524
4.524
4.238
4.095
4.143
4.381
4.476
4.190
4.238
4.333
4.571
4.571
4.190
4.524
4.762
4.667
4.667
4.524
4.619
4.667

一级指标

C 人文素质[30]

D 身心素质[14]

E 创新素质[14]

F 发展素质[30]

二级指标

C2 人文精神[31]

D1 身体素质[14]

D2 心理素质[23]

E1 创新意识[30]

E2 创新能力[30]

F1 个人发展素质[33]

F2 专业发展素质[34]

三级指标

C2.1 尊重人的尊严[14]

C2.2 肯定人的价值[14]

C2.3 对真理的追求[14]

D1.1 身体健康状况[23]

D1.2 参加体育活动[23]

D2.1 心理测试与表现[23]

D2.2 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能力[23]

D2.3 社会适应能力[23]

D2.4 情绪调控能力[23]

D2.5 职业心理素质[23]

E1.1 创新思维[32]

E1.2 好奇心[32]

E1.3 试验及冒险意愿[32]

E1.4 勇气及心理弹性水平[32]

E2.1 变通能力[32]

E2.2 培养想法能力[32]

E2.3 行动力及精力持续性[32]

F2.1 英语能力[33]

F2.2 信息能力[33]

F2.3 自主学习能力[33]

F2.4 职业规划能力[33]

F2.1 对护理专业发展的关注[34]

F2.2 对中医护理发展的信心[34]

F2.3 参与护理专业活动[34]

变异系数

0.153
0.152
0.150
0.135
0.092
0.092
0.074
0.074
0.183
0.152
0.137
0.113
0.113
0.133
0.150
0.150
0.103
0.132
0.138
0.135
0.152
0.144
0.103
0.152
0.131
0.148
0.194
0.150
0.113
0.124
0.104
0.166
0.128
0.124

权重

0.489
0.333
0.337
0.330
0.169
0.144
0.500
0.500
0.162
0.194
0.205
0.207
0.207
0.188
0.161
0.503
0.251
0.243
0.246
0.260
0.497
0.328
0.332
0.340
0.163
0.495
0.231
0.250
0.262
0.257
0.505
0.328
0.334
0.338

社会发展袁护理本科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尧情绪问题

增加等现象极其不利于其自身身心发展遥 而科研能

力的细分则表明护理专业对科研的重视遥 新增情绪

调控能力条目袁表明护士职业环境具有一定特殊性袁
具备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有利于其自身与职业发

展遥 增强了对护理本科生临床能力中的中医临床辨

证思维能力的评价[37-38]袁并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中

医文化素养袁热爱中医护理事业袁适应新时代中医特

色护理事业的发展需要遥此外袁本研究注重自身学习

情况的反馈袁护理职业防护尧专业素养尧中医护理方向

情感及态度的评价袁高度渗透了护理职业精神与安

全意识尧利于护理事业的发展和中医文化的传承遥因
此袁评价指标更为全面实用袁创新性及针对性更强遥
3.3 学业评价体系的适用范围分析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袁我国对护理学类教

学质量提出了新的标准袁与之相对应的学业评价体

系亟须改革遥 本研究确定的学业评价体系主要适用

于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袁适用于全员尧全过程尧全
方位袁供学生本人尧教师和教育管理监督部门使用遥
学业评价过程中袁评价者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形式袁
结合他评与自评袁确认被评价者各项指标的符合情

况遥如人文关怀能力虽为新增的三级指标袁但是护理

学是一门与人密切相关的学科袁提供人性化的照顾

和关怀是护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遥因此袁本研究

建议在进行学业评价时袁重点关注护理本科生的人

文关怀能力水平遥现阶段袁中医药院校普遍为护理本

科生开设了人文素养等课程袁可以在授课的全过程

中袁由教师和学生本人根据本研究确定的学业评价

体系进行共同评价袁从而得到恰当的尧合理的评价袁
并根据评价结果给予进一步指导袁以期提高护理本

科生的人文关怀能力袁提高护理人员储备质量尧优化

护理人员结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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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评价体系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

此研究从框架上对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业

评价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遥 但完整且具体实施可行

的学业评价指标还应进一步细化明确袁如统一评价

标准和评价工具袁选择合理有效的尧具体可行的计算

方法遥 因此袁目前建立的学业评价体系有待优化遥 且

本文部分三级指标因简化使其具体内容模糊袁对于

浅读者和初读者易产生误导袁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还

需进一步进行注解说明遥
4 结语

培养高质量护理人才是护理本科教育的重要任

务袁在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护理骨干人才培养的情

境下袁优化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业评价体系势

在必行遥 本研究基于基于胜任力模型及护理学本科

专业的培养新目标袁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袁初步

构建了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生学业评价体系袁以期

充分发挥护理专业学业评价功能袁提高中医药院校

护理专业学生的思想水平尧岗位胜任力和综合素养袁
促进中医护理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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