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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任务的小组合作性学习的《护理心理学》教学

模式应用研究
杨玉岩 陈素娟 朱亚飞 田云霞 潘淑均通讯作者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宁夏医科大学，宁夏银川，750004；

摘要：多年来，护理教育存在的共性问题是护生的职业认同感低，学习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积极性不高，学习

态度和学习风气差，责任意识越来越淡薄，遇到困难就逃避，过分强调和注重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等，人文素养

不足，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与他人合作困难等[1-3]。

我国新医科建设的任务是医学教育要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2]。医学教育以了解生命规律，维护生命健康为

主题，时刻以课程教学的育人责任为导向，注重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相结合，注重“术”

与“道”相结合，将家国情怀、个人品格和科学观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确立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情感[3-4]。因此，医学专业课教师应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努力探索以能适应当下社

会发展需求的教学改革，力图打造一批又一批富有同情心、高度责任感和换位思考能力，强烈家国情怀和优秀人

格品质，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过硬的实践技能的健康服务队伍，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保驾护

航。

护理心理学作为一门护理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应用性学科，作为护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学习目标是要求学

生掌握心理学理论知识，运用心理技术为患者实施心理护理，觉知病人心理变化，把握病人心理需求，表达对病

人的共情，传递对病人的理解和支持[5-6]。本教学研究团队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和方法，分析护理心理学的课程内容

及当前护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动机，结合新时代下社会对优质护理人才的需求，将护理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价

值信仰等纳入护理心理学课程范畴，以提升护理人文素养为核心，采用以案例为基础的项目—任务混合式教学模

式，制订了护理心理学的教学研究方案，于 2021，2022 连续 2 年对我校本科护生开展教学研究，探索增强护理

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激发学习动机，提升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掌握心理护理知识和实践技能，增强护理岗位

胜任力的高效教学方法。弥补了长期以来，护理学专业教师注重理论知识讲授和操作技能训练，忽视了护理学生

人文素养的培育这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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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课程组以 2019 级、2020 级本科在读护生（每个

年级 2 个班，合计约 90 人）为对象，选择 1个班开展

以任务—项目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另一个班

级为观察组，接受线上-线下混合（线上收看资料和完

成课后作业，线下课堂讲授）教学模式。研究时长为4

个月（一个学期）。

1.2 融合护理心理学的知识元素和思政元素，建立

课程案例资源库

针对习总书记关于“为谁育人？怎么育人？育什么

样的人？”的问题，本教学研究团队反复深入探讨下列

内容：护理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护理心理学》的使命

和责任；专业定位与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的匹配；护理人需具备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科

学精神及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目标。课程组中，

有从事临床护理实践和护理管理，也有从事理论教学的

教师，通过联合备课等形式，从人才培养定位、培养方

案、教学大纲出发，确定教学内容，查阅文献，结合临

床护理实践，共同梳理课程的知识元素，最终形成完整

的课程知识资源库。结合史瑞芬教授提出人文课程的内

涵应包含爱国主义精神、价值信仰、传统文化、科学精

神、人文素养五大元素
[7]
，我们将知识元素和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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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到任务—项目中。

“心理学基础知识”章节的知识元素主要是心理学

理论和心理过程。本章设计的教学案例应能够引导学生

通过分析，了解并尊重个体的感知觉发展、情绪情感、

心理需要和动机、逻辑思维、信念和价值观、应对方式、

人格发展和意志行为等方面的特点，并分析其应对方式、

思维和人格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领悟到透过现象（临

床表现）思考问题本质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

“心理应激与心身疾病”章节的知识元素主要是应

激源、心理应激过程、中介因素、心理应激机制、应激

反应、心身疾病。本章案例将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的背景为例，引导学生思考，那些在抗疫前线救治新冠

肺炎患者的医护工作者，他们在面临突发重大应激源的

情况下，如何努力管理好自我应激反应的同时救治病人，

从而提升护生的爱国情怀，增强专业认同感和自豪感，

激发社会责任感。

“心理评估和治疗干预”章节的知识元素是心理评

估和干预的方法，程序和注意事项。本章教学任务是为

目前处于缓解期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心理

干预，解决评估中发现的心理问题。目的是引导学生思

考，如何做到既要严谨、敏锐，又要科学，保持价值观

中立原则。

“临床病人的心理护理”章节的知识元素是不同临

床疾病病人的心理特点、影响因素，心理护理程序和措

施。本章针对慢性疾病、肿瘤、分娩后、手术后、危机

事件后心理创伤等不同疾病类型和不同年龄病人分别

设计了不同的学习任务，目的是引发学生思考，如何做

到尊重、平等对待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类别，不同疾病

阶段的病人，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分析病人心理状态

和影响因素，包容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宗教信仰下的病

人的生活习俗及价值观。

“护士心理健康维护”章节的知识元素是护士心理

特点、影响因素，心理健康维护的策略。本章为护生设

计了项目，要求学生访谈临床护理老师，评估她们的心

理状况和影响因素，尤其是心理倦怠感、心理弹性，目

的是引发学生重视自身的心理状态，积极寻找应对策略

的意识。

对以上教学案例分析或任务、项目，要求学生以小

组合作性完成，目的是要加强小组间的合作和交流，促

进小组的资源共享，通过成员的力量增强小组成员的学

习兴趣。

1.3 以任务—项目为基础的混合式课程教学的实

施途径

1.3.1小组合作式学习

在授课开始前发布案例、任务或项目要求，学生小

组可自行约定线上或线下学习时间，多次讨论后完成案

例或项目相关的任务。

1.3.2课堂汇报

小组将合作式学习结果，即任务完成情况在课堂上

汇报。

1.3.3教师评讲

教师将对小组合作式学习结果给予点评和反馈，目

的是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1.4 评估方法和指标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评估护生对待专业的

态度和情感变化，学习的积极性，以及课程知识的掌握

和运用能力的差异。

1.5 统计分析

本研究将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转录和主题分析。

2 结果

2.1 职业的态度和情感的转变及自我的成长

相比观察组学生（43%），研究组学生（82%）提出：

“学完后发现，病人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有问题，还有很

多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恐惧、抑郁，这些问题不解决，

始终影响病人。相比治疗躯体疾病，病人的心理健康更

加重要，如果配合治疗，心理积极，对治疗更有益。”

研究组学生（89%）对比了学习前后的感受，认为学习

了护理心理学可以让护理专业更有人情味，如“我们更

要注意姿态、语气、用词和表达，这是以前我们没有想

过的。而且，老师在给我们反馈的时候特别温和，没有

批评和否定，一直鼓励和引导，是我们的榜样”。研究

组学生（65%）反映：“我之前一点都不喜欢护理专业，

觉得它只能服从医疗，不能自主，现在改变了，我们要

做很多工作，包括评估、计划、实施、反馈和总结。”

还有24%的研究组学生说：“我很喜欢这门课，它改变

了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我将来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去帮助更多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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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积极性和专业能力

研究组学生（68%）反映：“我们小组经常开展讨

论，有时线上，有时线下，比起一个人看案例，大家一

起解决问题，也不孤单，得到的信息更多更好，还可以

补充。” 研究组学生（10%）反映：“我一定要学好护

理心理学的知识和技术，将来在临床上可以帮助别人解

决心理问题，这样病人的健康就会更好，”有学生（25%）

认为“与单纯课堂学习相比，在经过小组学习后，自己

分析病人的临床更有思路和方向了，不像以前无从下

手。”

85%的观察组学生反映“我们听课和做作业，对案

例里病人的症状没有什么印象，制订计划的时候，就是

抄课本里的内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制订，认为就

是完成任务就可以。” 68%的观察组学生反映“老师讲

有趣的案例，我们会听一听，听完了就完了，也不去想

为什么，等下课了，这些内容就全忘记了，也不会去复

习，不过，做作业对复习考试有帮助，除此之外，没有

啥意义，这门课到学期末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3 讨论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构建融合知识元素和思政元

素的案例，并设置相应的任务及项目，开展混合线下—

线上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探讨对提升职业认同感，学

习主动性，提升专业能力的效果。

经过数轮任务—项目的小组合作性学习，研究组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专业思维和实践能力获得了显著提

升，自主学习包括主动从任务、项目中学习，向同伴和

支持者（老师）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得到了增强，从

支持者中获得的力量，这些获益和动力能够促进学生保

持自主学习和实践，这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

证
[5-7]

。

研究组学生从合作性学习中感受到了觉察力、责任

心、仁爱、尊重、包容、同理心、共情，鼓励、倾听、

引导、自制、积极和坚定等重要的心理品质
[7-9]

。这些内

容是帮助学生日后发展专业能力，成长为有情怀、有温

度、有知识和有能力的优秀护理人才所必备的。本研究

以《护理心理学》课程为依托，以探究式、拓展性、自

主学习为主的项目-任务，有助于护理学生自主、自觉、

自愿地开展学习，这种学习方式不限于课堂，不限时间，

不限地点，这种学习方法也是很受学生欢迎，契合当下

大学生的独立个性发展和需求。今后，本研究团队将继

续以大学生的需求和专业发展要求为基础，继续设计更

好的项目-任务，满足更多学生的学习需求。

4 结论

本研究构建和应用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发展护生的

自主学习意识，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发展积极的心理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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