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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概念袁也
是引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尧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依据和理论指导遥 自 2016 年 9 月叶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曳[1]发布以来袁核心素养成为教育学界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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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重要议题袁护理学界自 2016 年开始便展开了对

核心素养理念在护理学专业教育尧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运用研究袁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2-3]遥 但是从既

往研究来看袁大多集中于对核心素养在护理教育领

域的理论和路径探讨袁缺乏对护理专业学生核心素

养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的讨论袁而后者是实现核心

素养理念在护理教育领域落地的关键遥 同时袁学界

对于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核心素养的讨论也并不充

分袁作为中国自主科学知识体系的中医药学及其下

设的中医护理专业袁在中医药发展重要机遇期的当

今时代语境下袁理应顺应时代发展[4]袁不断探索新的

更适应当下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5]袁而核心素养理

念的引入恰逢其时遥 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

架具体包括文化基础尧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 3 个方

面袁以及人文底蕴尧科学精神尧学会学习尧健康生活尧
责任担当尧实践创新野六大素养冶遥 这为新时期中医

药院校护理专业本科学生的培育及其路径优化提供

了新的理论指导遥 因此袁在此背景下探讨中医药院

校护理本科学生的核心素养及其指标体系建设袁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1 方法

1.1 拟定指标体系的框架

本研究以核心素养理论为主要研究范式袁结合

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曳叶全
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渊2021要2025 年冤曳叶新入职护

士培训大纲渊试行冤曳尧各中医药院校护理人才培养方

案等袁检索国内外数据库护理核心能力尧护理核心素

养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理论分析袁邀请学界尧业界专家

以护理本科学生核心素养为话题袁进行半结构式访

谈遥 经过初步拟定袁提出 5 个一级指标尧18 个二级指

标和 52 个三级指标的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本科学

生核心素养体系框架遥 其中袁5 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学

习能力尧身心素养尧人文素养尧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1.2 专家遴选

两轮德尔菲法预计函询 21 位专家袁所调查专家

均就职于中医药院校或三级甲等医院袁从事护理教

学尧研究或临床工作袁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尧中级及

以上职称袁对本研究领域较为熟悉遥
1.3 调查方法

本文根据研究内容尧目的和资料收集情况选择

德尔菲法和专家评分法袁以问卷形式对专家进行函

询遥在调查期间袁专家之间互相不联系袁仅与研究者

联系遥每轮函询后袁综合专家意见的统计结果和修改

建议袁对指标进行优化袁形成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本

科学生核心素养评价体系遥
1.4 问卷设计

第一轮专家调查问卷包括 3 个部分袁分别是专

家一般情况调查表袁指标体系重要性评分表袁专家对

问题的熟悉程度尧判断依据及其影响程度评分表遥
野重要性冶按照 Likert 5 级评分法评定院野很重要冶为
5 分袁野重要冶为 4 分袁野一般冶为 3 分袁野不太重要冶为 2
分袁野不重要冶为 1 分遥野熟悉程度冶按照 Likert 5 级评

分法评定院野熟悉冶为 5 分袁野较熟悉冶为 4 分袁野一般冶
为 3 分袁野不太熟悉冶为 2 分袁野不熟悉冶为 1 分[6]遥 野判
断依据冶包括理论分析尧实践经验尧参考国内文献尧参
考国外文献尧对国内外有关进展的了解尧个人直觉遥

后一轮专家调查问卷增加上一轮专家调查问卷

的专家意见及重要性评价统计结果反馈遥
1.5 统计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 SPSS 25.0 和 Excel 2019袁对专

家积极程度尧专家权威程度和专家协调系数进行分

析与评价遥
1.5.1 专家积极程度 用专家积极系数来表示袁专
家积极系数即问卷回收率遥 专家积极系数越高则专

家积极程度越高袁积极系数跃70%则表明专家的积极

程度非常高[6]遥问卷回收率=回收问卷数量/发出总问

卷数量伊100%遥
1.5.2 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权威程度由专家权威系

数渊Cr冤决定袁Cr 根据专家对于指标体系框架中的每

个条目的熟悉系数渊Cs冤和判断系数渊Ca冤的算术平

均值决定[7]遥 Cr=渊Cs+Ca冤/2袁一般认为 Cr逸0.70 为可

接受的程度遥
1.5.3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根据专家指标评分的均

值尧标准差尧变异系数渊Cv冤来反映遥 专家评分的均数

越大袁则对应指标的重要性越高遥 Cv约0.30 提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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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条目重要性评价的一致性高袁专家协调程度高袁
评价结果可信度高曰Cv跃0.70 提示专家对该条目争

议较大袁需对其进行再次评价[8]遥
1.5.4 各级指标权重 在第二轮专家函询中袁请专

家对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遥 权重计算方法

为每级指标的平均分相加袁再求出各个指标的均值在

指标均值总分中所占的比重袁即各指标的权重[9]遥
1.6 评价体系构建

经过两轮问卷函询袁综合专家的修改意见对相

应指标进行修改袁构建最终的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

学生核心素养评价体系遥
2 结果

2.1 可靠性分析

2.1.1 专家基本情况 21 位专家分别来自湖南中

医药大学尧广州中医药大学尧南方医科大学尧湖南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尧广东省中医院尧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尧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单位遥 其中袁中级

职称 8 人尧副高职称 10 人尧正高职称 3 人袁学士学位

9人尧硕士学位 11人尧博士学位 1人遥 详见表 1要4遥

2.1.2 专家积极程度 第一轮和第二轮函询均发放

问卷 21 份袁回收 21 份袁有效问卷 21 份遥两轮问卷回

收率和有效率均为 100%袁表明专家积极性高遥
2.1.3 专家权威程度 在本次调查中袁专家的Ca平

均值为 1.104袁专家对问题的 Cs平均值为 0.690袁则
Cr平均值为0.897跃0.7袁可判断专家具有权威性遥 详

见表 5遥

2.1.4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专家对于各项指标的变

异系数详见表 6遥 一级指标的 Cv 为 0.061耀0.118袁二
级指标的 Cv 为 0.09耀0.17袁均小于 0.3袁表明专家对

各项指标的意见较为一致袁集中程度较高遥

表 3 专家的职称

专家职称

正高

副高

中级

合计

人数/人
3
10
8
21

构成比/%
14.28
47.62
38.10

100.00

表 5 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Ca

1.10
1.00
1.10
0.60
1.00
1.10
1.20
1.10
1.20
1.20
1.20
1.10
1.20
1.10
1.10
1.20
1.20
1.20
1.10
1.20
1.00

Cs

0.90
0.70
0.70
0.70
0.70
0.70
0.70
0.70
0.70
0.70
0.70
0.50
0.50
0.50
0.70
0.90
0.70
0.90
0.50
0.70
0.70

Cr

1.00
0.85
0.90
0.65
0.85
0.90
0.95
0.90
0.95
0.95
0.95
0.80
0.85
0.80
0.90
1.05
0.95
1.05
0.80
0.95
0.85

表 4 专家的学位结构

最高学位

博士

硕士

学士

合计

人数/人
1
11
9
21

构成比/%
4.76

52.38
42.86

100.00

表 1 专家的年龄

专家年龄/岁
20~29
30~39
跃40
合计

人数/人
4
11
6
21

构成比/%
19.00
52.00
29.00

100.00

表 2 专家的工龄结构

工作年限/年
1~8
9~16
跃17
合计

人数/人
5
13
3
21

构成比/%
24.00
62.00
1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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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渊附权重尧统计分析冤
编号

1
1.1
1.1.1
1.1.2
1.1.3
1.1.4

1.2
1.2.1
1.2.2
1.2.3

1.3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2
2.1
2.1.1
2.1.2

2.2
2.2.1

3
3.1
3.1.1
3.1.2
3.1.3

3.2
3.2.1
3.2.2

3.3
3.3.1

4
4.1
4.1.1
4.1.2

4.2
4.2.1
4.2.2
4.2.3

4.3
4.3.1
4.3.2

4.4
4.4.1
4.4.2

指标

学习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自我认识与自我发展目标能力

自我评价能力

自我教育尧自主学习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

公共基础技能

护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技能

计算机技术

护理学外语文献和外语交流技能

专业知识积累

临床医学基础知识与技能

常见传染病知识与技能

药理学知识与技能

中医学知识与技能

健康评估知识与技能

护理学基础知识与技能

护理常见临床心理问题知识与技能

护理教育学尧护理伦理等知识与技能

社区护理学尧危急重症知识与技能

身心素养

身体素质

大学生体质检查

体力胜任临床护理工作能力

心理素养

情绪调节能力

人文素养

道德修养

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

专业价值观

专业认同

护士身份

护理专业价值

人文关怀

人的尊严和价值

实践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协调资源能力

配合协调能力

护理操作技术

护理常用诊疗技术能力

整体施护能力

规范操作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综合评估能力

准确研判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医护沟通能力

护患沟通能力

权重

0.206
0.068
0.024
0.020
0.023
0.020
0.058
0.023
0.022
0.022
0.068
0.024
0.023
0.022
0.023
0.024
0.025
0.024
0.022
0.022
0.205
0.068
0.024
0.024
0.068
0.026
0.198
0.069
0.024
0.024
0.022
0.067
0.024
0.024
0.069
0.024
0.197
0.065
0.018
0.024
0.067
0.024
0.021
0.025
0.070
0.024
0.024
0.068
0.025
0.025

极小值

4
3
3
3
3
3
3
3
3
3
4
3
4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3
3
3
4
3
3
4
4
4
4
4
4
4

极大值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均值

4.900
4.620
4.570
3.950
4.380
3.950
3.950
4.380
4.190
4.290
4.670
4.570
4.520
4.330
4.480
4.620
4.760
4.670
4.240
4.240
4.860
4.620
4.710
4.710
4.670
4.950
4.710
4.710
4.710
4.570
4.330
4.570
4.670
4.620
4.710
4.570
4.670
4.430
3.570
4.570
4.570
4.620
4.100
4.760
4.760
4.620
4.670
4.620
4.760
4.760

标准差

0.301
0.590
0.676
0.669
0.590
0.498
0.669
0.590
0.602
0.561
0.483
0.598
0.512
0.658
0.512
0.498
0.436
0.483
0.436
0.436
0.359
0.498
0.463
0.463
0.483
0.218
0.463
0.463
0.463
0.507
0.483
0.676
0.483
0.498
0.463
0.507
0.483
0.598
0.507
0.676
0.507
0.669
0.700
0.436
0.436
0.498
0.483
0.498
0.436
0.436

Cv
0.061
0.128
0.148
0.169
0.135
0.126
0.169
0.135
0.144
0.131
0.103
0.131
0.113
0.152
0.114
0.108
0.092
0.103
0.103
0.103
0.074
0.108
0.098
0.098
0.103
0.044
0.098
0.098
0.098
0.111
0.112
0.148
0.103
0.108
0.098
0.111
0.103
0.135
0.142
0.148
0.111
0.145
0.171
0.092
0.092
0.108
0.103
0.108
0.092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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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函询结果

本研究中袁采用专家评分法确定中医药院校护

理本科学生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权重袁经过 2 轮德尔

菲法专家咨询袁在拟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剔除了 3
个二级指标和 8 个三级指标袁最终确立了由 5 个一

级指标尧15 个二级指标和 44 个三级指标组成的中

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本科学生核心素养体系及其评价

权重袁详见表 4遥
从上表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袁中医药院校护理

专业本科学生核心素养三级指标的具体内容及其指

标权重遥 由此可知袁不同指标在核心素养指标体系

之中的重要程度以及权重赋值情况遥 这对于后续有

针对性地调整培养计划尧推进课程改革以及优化教

学评价等都具有奠基性作用袁指标体系的确立对于

评价方式及其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3 讨论

本研究所采用的德尔菲法又称专家咨询法袁主
要通过数轮问卷咨询专家意见并形成反馈袁达到对

某一主题意见的统一袁目前被认为是有效的信息收

集方法[10]袁为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依

据遥 德尔菲法的研究结果均来源于专家意见袁反映

大多数人的客观观点遥 因此袁专家遴选是德尔菲法

的关键步骤袁专家积极性尧权威性将直接影响咨询结

果的质量遥 本研究 21 名专家均来自于中医药院校尧

三级甲等医院等袁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尧中级及以上

职称袁基本具有 9 年以上工作年限袁且多数具有护

理管理尧护理研究尧护理教学尧中医临床护理经验袁充
分保证了本研究的科学性遥

课题组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研读与专家半结构式

访谈袁初步拟定的评价体系框架中 5 项一级指标分

别为野专业知识学习冶野个人素养冶野专业素养冶野科研

创新能力冶野实践操作能力冶遥在第一轮函询中多位专

家对一级指标的设置提出了修改意见院应更加明确

区分野能力冶和野素养冶袁野学习冶不是一种野素养冶袁而
野个人素养冶又过于笼统遥经过反复斟酌袁将 5 项一级

指标改为野学习能力冶野身心素养冶野人文素养冶野实践

能力冶野创新能力冶遥 在设置评价体系中袁首先结合前

期文献资料和专家意见袁提炼出中医药院校护理本

科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的几个大类袁继而对一级

指标进行合理分类遥最初的评价体系中袁在二级指标

和三级指标中间设置了本科护理学生核心素养评价

体系等级评分咨询表袁专家指出应当改变该表位

置袁避免专家给各级指标评分过程中的思路被打

断袁提示研究者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应该更加注重问

卷结构的合理化遥
本研究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袁权重可以判断该

指标的重要程度遥 从 5 个一级指标权重来看袁野学习

能力冶和野身心素养冶权重最高袁这是基于护理是一门

对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的专业遥护理本科学生要求学

编号

4.4.3
5
5.1
5.1.1
5.1.2

5.2
5.2.1
5.2.2
5.2.3
5.2.4
5.2.5

5.3
5.3.1
5.3.2

指标

护护沟通能力

创新能力

评判性思维

辩证施护的能力

分析判断的能力

信息素养能力

信息观念

信息技术知识

信息转化尧融合重组的能力能力

信息安全的能力

学术道德

护理专业前沿

国家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尧政策和法规

学科发展动态及趋势

权重

0.024
0.194
0.067
0.020
0.021
0.064
0.021
0.020
0.022
0.021
0.021
0.066
0.021
0.022

极小值

4
4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极大值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均值

4.670
4.620
4.570
3.860
4.100
4.380
4.100
3.860
4.240
4.100
4.100
4.520
4.140
4.330

标准差

0.483
0.498
0.598
0.793
0.700
0.590
0.700
0.727
0.625
0.625
0.700
0.602
0.655
0.577

Cv
0.103
0.108
0.131
0.205
0.171
0.135
0.171
0.188
0.147
0.152
0.171
0.133
0.158
0.133

续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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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护理学专业课程尧思政课程尧医学基础课程尧人文

社会科学课程尧行业发展课程袁学生须具备较强的学

习能力袁才能胜任护理工作遥 同时袁护理工作存在工

作环境复杂尧需要经常性值夜班尧工作难度大尧突发

问题多的特点袁学生必须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强

大的心理素质袁才能胜任高强度的临床工作遥 各高

校应着重保障护理本科学生教学质量袁可以从学历

背景尧职称职级尧临床工作经历及带教意愿等方面

选拔专任教师袁同时加强在岗教师教学尧科研尧管理

方面的能力袁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水平遥 从二级指

标和三级指标权重来看袁具有较高权重的二级指标

和三级指标多集中在一级指标的野实践能力冶下袁比
如二级指标中的野临床思维能力冶袁三级指标中的野规
范操作能力冶野医护沟通能力冶野护患沟通能力冶袁这表

明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袁除了复杂精细的

临床操作外袁还需配合医生的治疗袁同时应对护患

矛盾袁有鉴于此袁在护理本科教育中袁本科院校可以

为本科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袁比如三下乡活动尧义
诊活动等袁提供更仿真的情景教学袁更加注重护理本

科学生实习期在实习基地的科室轮转及案例学习情

况袁确保更有力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遥 此外袁专家

对于野道德修养冶的认同符合野立德树人冶的人才培养

背景袁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医学人才是我国医疗事

业发展的关键[11]遥
综上袁培养护理专业本科学生过程中袁需注重学

生多方面发展遥 在各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袁应
结合护理专业特点袁设置具有专业特色的通识教育

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遥 在专业教育方面袁通过

开展混合教学尧情景模拟尧护理查房尧翻转课堂尧工作

坊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袁引导学生主动发现尧思考

并解决问题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袁增强学生

的护理思维能力袁以期符合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曳中对于文化基础尧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 3 个方面

的要求遥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和专家评分法袁构建的中

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本科学生中医护理临床实践培养

体系较为科学可靠遥 该指标体系可为中医药院校培

养护理专业本科生提供参考和借鉴袁为优化中医药

院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指导袁为本科护理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尧内部管理体系的改革尧教
学质量诊断的改进以及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估等提供

重要的抓手袁以此提升本科护理教育的人才培养质

量和核心竞争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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