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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方式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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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我国临床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方式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
考。方法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建库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０日收录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
ｔａ）及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以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进行检索，提取并分析纳入文献的
发表年份、标题、作者、期刊来源、省份、单位机构、课题基金、被引频次以及关键词等。结果　共纳入文献 １８６
篇，分布于２７个省（区、市），发表于８６种期刊；发文量以湖北、江苏及上海等地居多，合著率６６．６７％，文献合作
度２．６６，基金资助率２４．１９％，共被引频次１０３６次，被引用率６８．８２％；其中试验性研究１０６篇，类试验性研究３７
篇，非试验性研究４３篇；护生人文关怀的培养方式和考核形式多样，培养内容侧重点于其能力、素质、素养、理
念、思维、品质及行为等方面。结论　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养在临床护理教学中日益受到重视与关注，相关的研
究数量逐渐增多，但存在文献质量总体偏低、分布不均衡、基金资助率低、研究设计不严谨、缺乏统一的教学培养

标准和评价考核方法单一等问题。故亟须完善相关研究，以提高实习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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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医生杜鲁特的墓志铭这样写道，“ＴｏＣｕｒ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ｏＲｅｌｉｅｖｅＯｆｔｅｎ，Ｔｏ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ｌｗａｙｓ”，指
出了医学的本质是人文关怀［１］。自护理学专业创

立至今，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不断地推陈出

新，但在临床护理中也有一个自始至终不变的主

题，就是人文关怀［２］。人文关怀的存在，才让冰冷

的机械有了温度，才让生命得到了更崇高的尊重，

才让护理人员面对患者的痛苦时有了感同身受的

情感。实习护生（以下简称护生）是今后临床护理

岗位中的新鲜血液，提升其人文关怀能力，对培养

优质护理服务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护理

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强调，需把护
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突出在加强护生人

文关怀教育上［３］。《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健全医学人员培养评

价制度，加强医学人文教育［４］。医院作为培养护

理人才的基地，担任着提高护生人文品质、树立其

人文理念的重要使命，以人文关怀为指导思想的护

理模式逐渐成为现代医学文明的标志之一［５］。本

研究对ＣＮＫＩ、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ｅ、ＣＢＭ、ＶＩＰ４大中文数
据库自建库以来已发表的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方式

的所有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总结其研究领域现状，

以期为今后开展护生人文关怀教育的其他研究提

供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采取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检索策略，以

（实习护生 ＯＲ实习护理学生 ＯＲ护理实习生）
ＡＮＤ（人文关怀ＯＲ人文素养）ＡＮＤ（培养方式 ＯＲ
培训方法 ＯＲ教育方案 ＯＲ教学手段）等为检索
词，检索ＣＮＫＩ、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ＢＭ、ＶＩＰ４大中文
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０日。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基于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方式的

相关文献，包括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排除标准：

１）重复发表的；２）无法获得全文的；３）类型不符的
综述、会议、增刊、公告、报刊以及短篇报道。

１．３　分析方法
先使用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３．２．０软件对文献进行查

重与筛选，然后对纳入文献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创建数据
表，提取相关内容如发表标题、年份、作者、期刊来

源、省份、单位机构、课题基金、被引频次以及关键

词等，使用构成比、百分率、频数进行相应的统计学

描述。最后利用Ｎｖｉｖｏ１１进行词频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及年度变化
初次检索７４１篇文献，查重后再按照纳排标准

筛选，最终纳入 １８６篇文献。第 １篇文献发表于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至 ２０１８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此后发文量相比平稳；２０１６年出现爆发式的增长，
发文量是上一年的 １．８３倍；２０１９年发文量相比
２０１８年略下降 ２１．７４％。因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０日，故２０２２年纳入文献相对较少。
见图１。

图１　 纳入文献发表量折线图

２．２　期刊分布
１８６篇文献共发表在 ８６种期刊上，平均刊载

量２．１６篇。刊载量＞２篇的期刊有 ２０种，共 １１０
篇（５９．１４％）；收录文献较多的期刊为《卫生职业
教育》《当代护士》和《全科护理》等。其中１２种期
刊为中国科技引文数据库（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收录
期刊，共３５篇（１８．８２％）。
２．３　作者分布

其中合著１２４篇（合著率６６．６７％），总计作者
４９４人，合作度为２．６６（４９４／１８６）。以第一作者工
作单位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其有来自医院是 １４４
篇，院校是４２篇；发表文献最多的单位依次是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１８篇
（９６８％）、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５篇（２．６９％）、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４篇（２．１５％）。

以第一作者发文量所处省份来统计发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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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２７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文量较多的省
份分别是湖北（３５篇）、江苏（２２篇）、上海（１４
篇）、四川（１３篇）、浙江（１２篇），见图 ２。发文量
最多的作者仅２篇，利用普赖定律［３］计算出核心作

者发文量，公式为Ｍ＝ 槡０．７４９｜Ｎｍａｘ｜＝ 槡０．７４９｜２｜
＝１．０６（Ｎｍａｘ代表最多的第一作者发文量）。发文
量＞１．０６篇的第一作者仅 ５人，共发表 １０篇文献
（５．３８％），难以达到该定律中核心作者发文量需
占总文献量 ５０％的要求，故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
养方式的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图２　纳入文献省份分布情况

２．４　基金资助
有科研基金资助的文献共 ４５篇，资助率

２４１９％。其中科研基金资助单项 ３２篇，多项 １３
篇；国家级基金２项，省级２９项，市级６项，院级６
项，校级１８项。
２．５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共计 １０３６次，平均被引频次 ５．５７
次／篇。其中被引频次＞５．５７次的文献有４７篇，５８
篇文献未被引用，被引用率６８．８２％。引用频次最
高的文献是２０１１年郭瑜洁［６］的硕士论文《护理人

文关怀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与实验研究》，共引用

１３０次。见表１。

表１　被引频次排名前１０的文献情况

作者 年份 标题 期刊／学校 被引

郭瑜洁［６］ ２０１１ 护理人文关怀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与实验研究 第二军医大学 １３０
袁金蓉［７］ ２０１６ 叙事教育在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中的应用 护理学杂志 ５９
蔡琴［８］ ２０１６ 运用叙事教学法对精神科护生进行人文关怀教育的探讨 护士进修杂志 ３８
黎湘艳［９］ ２０１７ 叙事教育在手术室护理本科实习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护理学杂志 ３１
秦维［１０］ ２０１７ 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优质护理带教模式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全科护理 ２８
袁冬梅［１１］ ２０１１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中护生人文素质教育探索 护理学杂志 ２６
刘霖［１２］ ２０１４ 护生人文关怀品质形成特点及培养对策分析 护理研究 ２５
杨晓莉［１３］ ２００６ 高职护生人文素养教育的需求分析及对策 中华护理教育 ２４
巩莹［１４］ ２０１１ 临床护理教师的角色模范对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 中华护理教育 ２４
朱红珍［１５］ ２０１７ 叙事医学模式对临床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与品质构建的影响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２３

２．６　文献类型
１８６篇文献中有 １８４篇期刊论文，２篇学位论

文。根据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结果显示试验性研究

１０６篇（５６．９９％），类试验性研究３７篇（１９．８９％），
非实验性研究４３篇（２３．１２％）。其中大部分试验
性研究缺乏随机、对照、分组等具体方法，偏倚风险

较大。

２．７　关键词
共涉及７０８个关键词，运用Ｎｖｉｖｏ１１进行词频

分析，得到关键词的词语云，护生人文关怀的培养

内容重点在于其能力、素质、素养、理念、思维、品质

及行为等方面，常见的科室是妇产科、儿科、手术

室、骨科、感染及肿瘤等内外科。见图３。

图３　关键词的词语云绘制图

２．８　人文关怀培养方式与评价方法
通过阅读全文，发现入科宣教、人文关怀临床

实践教学以及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等是培养护生

人文关怀最常见的教学方式，详情见表 ２。其中
１４７篇文献对护生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考核，其评价
考核方法多以人文关怀能力评价量表（ＣａｒｉｎｇＡ
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ＡＩ）、自制的人文关怀调查问卷、
护生对人文关怀教学满意度、患者对人文关怀满意

度、护生理论与临床操作技能的成绩进行评价，少

数以迷你临床演练评估量表（Ｍｉｎｉ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ＭｉｎｉＣＥＸ）评分、职业认同、就业态
度、病例书写质量、个人综合能力提升幅度作为评

价方法。

表２　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 文献数量／篇 构成比／％ 培养方式 文献数量／篇 构成比／％

入科宣教 ３４ １８．２８ 理论讲授 ３０ １６．１３

实践教学 ３４ １８．２８ 案例导入 ２８ １５．０５

言传身教 ３２ １７．２０ 角色扮演 ２７ １４．５２

氛围建设 ３１ １６．６７ 叙事教育 １９ １０．２２

情景模拟 ３１ １６．６７ 小组讨论 １７ ９．１４

反思教学 ３１ １６．６７ 护理查房 １６ 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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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养在临床护理教学中越
来越受重视

人文关怀能力作为护生的一种必备能力，其养

成需要自身不断的经验积累，更离不开后天的教学

培养。护生是未来临床护理工作岗位中的后备军，

是护理行业的未来接班人，加强其人文关怀能力的

培养是减少护患矛盾的重要举措，是激活公立医院

优质护理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是持续提升护理人才

综合素养的关键。林黎等［１６］对我国医疗风险因素

进行文献分析，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因缺乏人文关怀

导致的医疗风险已层出不穷。患者不单单是具有

病理、生理属性的人，更是一个具有社会、文化和情

感属性的人［１７］。要保护并尊重患者的隐私，培养

主动服务和关爱患者意识，加强护患间的沟通交

流，及时关注患者的不适和诉求，以提供最大可能

地帮助。实习阶段是护理专业学生过渡到一名真

正的临床护士的重要阶段，在临床实习中倡导人文

关怀，有助于培养护生的患者意识、社会意识和职

业情感。因此，在临床实习阶段如何将人文哲学与

护理实践相结合，将关怀教育、同理心和专业素养

教育融入其中，受到了众多护理学者的深入研究，

以期探讨更加有效的临床教学培养模式及评价考

核方式。

３．２　文献研究内容整体存在部分缺陷
第一，文献质量总体偏低。１８６篇文献仅 ３５

篇为核心期刊文献，核心文献的占比不足２０％，文
献平均被引频次也偏低，原因可能与尚未形成文献

的核心作者有关。第二，文献分布不均衡。发表文

献最多的单位依次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龙华医院，原因是依托当地大学浓厚的学术

氛围与强大的科研能力。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关注护理人文关
怀，２０１０年又开展了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支持
其发展，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１８］。地域分布呈现

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局面，可能与当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院校数量有关。因此，建议加强学术之

间的交流、学习，优势互补，保证文献发表的质量和

数量。第三，受基金资助文献比例较低。基金资助

率仅占２４．１９％，说明护生人文关怀方面的科研支
持力度较小，相关的科研研究不足。建议相关学者

多关注护生人文关怀的课题研究，提升自身科研水

平。第四，文献研究设计不严谨。１８６篇文献中试
验性研究为１０６篇（５６．９９％），由于是临床教学研
究，设计过程中也难以设置盲法，且大部分文献未

采用随机对照方案，事先并未交代样本量的估算方

法。建议完善研究设计方案，提升其科学性、严谨

性。第五，研究内容不全面。通过关键词生成的词

语云图，研究的热点多集中于护生人文关怀的能

力、素质、素养、理念、思维、品质及行为等方面培

养，却极少有学者提及护生应在临床带教过程中被

关怀，这种被关怀是培养护生人文关怀的前提；此

外，开展护生人文关怀培养的科室过少，人文关怀

的培养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过程，应将其理念

全面、全程渗透到护生的实习带教中，故建议在全

院层面推广护生人文关怀的培养。

３．３　实习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方式多样，缺乏统一
的培养标准

本文结果显示，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是当前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模式的重要手段。在

制定完整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对人文带教师资进行

遴选与培训，培养方式遵循人文关怀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形式。通过入科宣教、集中理论授课，不仅

使护生了解临床科室的疾病特色，还掌握了人文关

怀的基础知识［１９２０］；通过案例导入、情景模拟及人

文关怀临床实践活动，帮助护生更好地适应临床实

习岗位工作和为患者提高优质的护理服务［２１］；通

过角色扮演、人际沟通能力培养以及人文关怀教学

氛围建设，让护生学会沟通的技巧，养成换位思考

的习惯去了解患者的需求，促进护生的责任心、爱

心以及同理心的形成［２２２３］；通过人文关怀护理查

房，护生在准备阶段需查阅相关资料、增加与患者

沟通的频次，有助于护生发掘患者的人文关怀需

求，以提出更好地护理措施［２４］；通过叙事教育，有

助于提高护生的综合培训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

其职业认同感［２５］；通过书写关怀日志，记录护生临

床人文关怀行为，思考及反思自己的人文关怀实践

活动是否合理、有无不足之处，以促进护生关怀品

质的形成［２６］。目前尽管培养形式多样，但培养标

准也尚未统一，如：人文关怀相关理论教材的选定、

带教时长以及护生临床人文关怀实践时间的设置

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因此，建议为临床护

生人文关怀培养制定统一的培养标准，保证护生人

文关怀能力同质化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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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评价考核形式单一，需优
化考核方法

大部分文献提出了不同的评价考核形式，以检

验护生在实施人文关怀培养后的临床教学培养质

量。使用汉化的ＣＡＩ量表和自制问卷调查是目前
较为常见的评价指标，ＣＡＩ量表由美国学者 Ｎｇｏｚｉ
和Ｎｋｏｎｇｈｏ［２７］编制，包括理解、勇气、耐心 ３个维
度，是一个信效度较高的测评工具，能客观对比护

生培养前后的差异。部分学者则采用理论、实践操

作以及满意度为评价指标。但单一的考核方法，在

评价过程中存在弊端，比如：理论和实践操作考核，

缺乏对护生综合能力的评价；教学满意度或患者满

意度则存在人为主观评价因素。因此，建议优化考

核方法，在学生不同的人文关怀学习阶段，带教老

师根据培养目标设置是否为过程性、形成性以及终

结性评价，这既有利于检验和了解护生的培养效

果，又有利于及时改进培养方式、调整培养策略，构

建更好地护生人文关怀培养模式。

综上所述，开展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的研究

是当代社会发展赋予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人文护

理教育研究的热点。故相关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文

献发文量总体也呈现上升趋势。但相关的文献研

究仍存在缺陷，建议未来的学者能够推成出优化的

综合评价考核方法、统一培养标准。另外，只有部

分学者提及人文带教师资的遴选与培养，建议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保障护生在人文关怀培养阶段具有

专业教师的指导。总之，实习阶段护生人文关怀培

养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人文关怀能力，应尽快在临

床护理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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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教育探索［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１６）：
６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４１５２．２０１１．１６．００３．

［１２］刘霖，沈洁．护生人文关怀品质形成特点及培养对策
分析［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４，２８（２２）：２７９１２７９２．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４９３．２０１４．２２．０４９．

［１３］杨晓莉，马如娅，吕俊峰，等．高职护生人文素养教育
的需求分析及对策［Ｊ］．中华护理教育，２００６，３（２）：
５７５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１／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９２３４．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３．

［１４］巩莹，张瑞丽，李惠娟．临床护理教师的角色模范对
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Ｊ］．中华护理教育，２０１１，
８（８）：３５８３６０．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１／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９２３４．２０１１．
０８．００８．

［１５］朱红珍，陈春英，王娟．叙事医学模式对临床护生人
文关怀能力与品质构建的影响［Ｊ］．中华现代护理杂
志，２０１７，２３（２０）：２５８０２５８３．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９０７．２０１７．２０．００３．

［１６］林黎，刘天云，林惠仙．我国医疗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现状［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２１，３６（９）：７９９８０２．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ｈｓｊｘ．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７．

［１７］陈瑜．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现况调查与
干预研究［Ｄ］．广东：南方医科大学，２０１７．

［１８］刘义兰，官春燕，胡德英，等．医院护理人文关怀规范
化管理及成效［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３）：
２２６２２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６７２．２０１６．
０３．０１７．

（下转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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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曾宪焕，韩泽民．头颈部腺样囊性癌的研究进展［Ｊ］．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４４（１）：７９８２．

［１１］刘艳，丁锋，李波蓬，等．会厌囊肿术后并发会厌部分
缺损１例［Ｊ］．中国内镜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２）：１１０１１２．

［１２］陈明梅．腮腺多形性腺瘤的ＣＴ表现及鉴别诊断［Ｊ］．
现代医用影像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１１２１１３．

［１３］陈连花，王波．腮腺多形性腺瘤ＭＲＩ诊断［Ｊ］．现代医
用影像学，２０１９，２８（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１４］周良，袁晖．口咽部多形性腺瘤１例［Ｊ］．浙江医学，
２０１９，４１（５）：４７２４７３．

［１５］ ＳｅｉｆｅｒｔＧ．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ｇｌａｎｄ
ｔｕｍｏｕｒｓ［Ｊ］．Ｅｕ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ＢＯｒａｌＯｎｃｏｌ，１９９２，２８Ｂ
（１）：４９５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９６４１９５５（９２）９００１３ｑ．

［１６］ＰａｒｉｓＪ，ＦａｃｏｎＦ，ＣｈｒｅｓｔｉａｎＭＡ，ｅｔａｌ．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ｄｅ
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ｏｔｉｄ：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Ａｎｎ
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ＣｈｉｒＣｅｒｖｉｃｏｆａｃ，２００４，１２１（３）：１６１１６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０３４３８ｘ（０４）９５５０４１．

［１７］马红新，封兴华，顾晓明，等．腮腺多形性腺瘤３０４例
手术治疗的回顾［Ｊ］．实用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３）：
２５５２５６．

［１８］ＲｅｎｅｈａｎＡ，ＧｌｅａｖｅＥＮ，ＭｃＧｕｒｋＭ．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１１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ｄ

ｅｎｏｍａ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ｏｔｉｄｇｌａｎｄ［Ｊ］．ＡｍＪＳｕｒｇ，１９９６，１７２
（６）：７１０７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０２９６１０（９６）００２９３
０．

［１９］赵世杰，赵峰，苏纪平．腮腺巨大多形性腺瘤 １例并
文献复习［Ｊ］．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２８
（１４）：１０６６１０６９．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０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７８１．
２０１４．１４．０１６．

［２０］ＧｌａｓＡＳ，ＶｅｒｍｅｙＡ，ＨｏｌｌｅｍａＨ，ｅｔ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ｄｅ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ｏｔｉｄｇｌａｎｄ：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５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２００１，２３
（４）：３１１３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ｈｅｄ．１０３６．

［２１］ＷａｌｌａｃｅＡＳ，ＭｏｒｒｉｓＣＧ，ＫｉｒｗａｎＪＭ，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ｐｌ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ｄｅｎｏｍａ［Ｊ］．Ａｍ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２０１３，
３４（１）：３６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ｍｊｏｔｏ．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２．

［２２］ＪａｃｋｓｏｎＳＲ，ＲｏｌａｎｄＮＪ，ＣｌａｒｋｅＲＷ，ｅｔ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ｌｅ
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ｄｅｎｏｍａ［Ｊ］．Ｊ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ｔｏｌ，１９９３，１０７（６）：
５４６５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７／ｓ００２２２１５１００１２３６６７．

［２３］孙世龙，王丽，杜晨，等．内镜下治疗声门下巨大多形
性腺瘤１例报告［Ｊ］．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３
（１２）：１１５５１１５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３０９）
（本文编辑：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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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林玲，娄湘红，宋小燕，等．实习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

养方案的实施［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１７）：７２
７４．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４１５２．２０１７．１７．０７２．

［２０］武广红，吴筱玫，陈翠，等．基于“匠人精神”理念的人
文培训模块在高职护生实习培训中的应用［Ｊ］．解放
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１，３８（３）：６９７１，９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９９３．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７．

［２１］王紫丽．问题驱动教学法（ＰＢＬ）结合情景模拟教学
干预对手术室实习生人文关怀能力培训的效果［Ｊ］．
国际护理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０（１５）：２７１３２７１５．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ｃｎ２２１３７０２０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７７３．

［２２］单信芝，李姗姗，卜晓佳，等．基于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照护模式
的体验式教学在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Ｊ］．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２０，２６（１３）：１７２２１７２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ｃｎ１１５６８２２０２００１１７００２６７．

［２３］张燕，徐丽芬，罗健，等．泌尿外科实习护生人文关怀
临床教学的设计与实施［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２１，３６

（１７）：７５７７．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４１５２．２０２１．
１７．０７５．

［２４］王双，杨丹，许娟，等．人文关怀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
实践及效果［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２１，３６（１０）：７１７３．
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４１５２．２０２１．１０．０７１．

［２５］秦艳丽，远义娇，于勋，等．叙事教育对心脏外科实习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３
（５）：８６７８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０２／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４９３．２０１９．
０５．０３２．

［２６］蔡小霞．“关怀日记”在本科实习护生关怀能力培养
中的应用［Ｊ］．全科护理，２０１９，１７（３５）：４４７５４４７７．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０４／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４７４８．２０１９．３５．０３５．

［２７］ＮｇｏｚｉＯ，Ｎｋｏｎｇｈｏ．Ｔｈｅｃａｒ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Ｓｔｒｉ
ｃｌｄａｎｄＯ，Ｗａｌｔｚ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１９９０：３１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１２４）
（本文编辑：石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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