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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理论研究】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优化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探讨

宋耀辉    杨锦秀

（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研究中心，陕西    渭南    714000;

2.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完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职

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未来。产教深

度融合政策背景下，校企合作是国家推动职业

教育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学模式、提升人才

培养规格和质量的主要突破口 [1]。 2017 年《关

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 2018 年《职业

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实施，将进一步促

成产业和教育融合发展格局，以人才需求为导

向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在产教融

合政策背景下，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优

化对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有些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现实问题，

主要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对产业人才需求的

变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

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需求结构产生一定的偏离 [2];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效果

并不理想。长远来看，落实产教融合政策，推

动职业教育改革，优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既是职业院校和企业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也

是新的发展机遇。

1.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述评及政策

摘 要：产教融合成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校企合作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

途径。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如何加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是当前职业院校和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目前，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偏离产业人才需求、脱离企业岗位要求等问题较为突出。比较分析职业教育现有人

才培养模式的特点与不足，基于产教融合的视角，从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强化校企共担人才培养

责任、打造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共同体、建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调整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模式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 产教融合 ; 校企合作 ; 人才培养模式 ; 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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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是为了适应

产业发展需求和行业企业对人才要求的变化，

其演变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优化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这始终是其主线。当前，关于“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研究有很多，蔡文伯等

学者认为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是职业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职业院校有权依

据学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选择适合的企

业合作 [3]。王波等学者认为产教融合发展能从

实质上消除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人才需求、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之间相脱离的现象，使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相关联，同时也

指出社会资源短缺会减弱产教融合政策效力，

包括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经费不足和企业没有获

得校企合作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4]。

与此同时，王凌燕 [5]、刘祥泽 [6] 等学者认为校

企合作机制不完备、校企合作主体责任不清、

校企合作技能培养目标不一致等问题，不仅不

利于产教融合的进一步落实，也羁绊职业教育

持续优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综上所述，首先，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的优化路径应以产业发展方向和企业

人才需求为导向，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加强校

企合作，解决企业人才需求问题。其次，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应最大程度提升专业技能，使人

才的创造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这是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主方向 [7] 最后，对职

业教育发展来说，产教深度融合是推动校企深

化合作的基本，校企合作是产教融合的具体表

现形式 [1]。

国家根据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特征和行业企

业对人才需求结构变化来调整职业教育政策，

由“学校”为单一主体的职业教育到“校、企”

合作育人的职业教育政策转变 [8]，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核心要点是以落实产教融合政策，深化

校企合作为重要方向，即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

重要途径是深化校企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因此，要深入解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政策内涵，推动校企合作深入发展，解决人才

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出

台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政策决定 ( 见表 1)，从政策层面推动校企合

作在人才培养中的广度和深度。根据产业政策

指引，强调职业教育与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关联性和相互支撑，校企合作将为学生提供更

多、更可靠的实践平台，而企业应参与人才培

养全过程，形成“产、教、企”关联互动的人

才培养格局。因此，强化校企合作是持续优化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平台和条件，而

增强企业人才培养主体作用势必以推动产教深

度融合为基础和保障。

在 2021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 加快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强调优化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

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

机制改革。从产业视角看，我国职业教育未来

要实现改革与创新发展，需要始终坚持产教融

合的发展思路，坚持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从政策视角看，要推动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

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政府要发挥重要的组织保

障作用，从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上确保企业参

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体地位。从法律视角

看，要确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双

主体”人才培养责任，需要加强法律法规

对企业、学校利益诉求的保护和运行机制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职业教育管理更多的是制定了

一系列“办法、决定、方案”，却缺乏法律法

规及体制机制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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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综述

深化校企合作，就要充分发挥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的主体作用，培养一大批符合产业发展

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创新人才。从 1991

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

定》到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2010-2020 年 )》都进一步明确了职业

教育要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

式。到 2018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职

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又进一步明确了

校企合作机制中“学校、企业”的双主体地位。

基于产教融合政策指引，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

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力度，逐步形成形式多样、

较为成熟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当前主要

可以分为“订单培养、顶岗实习、协同育人”3

种演化类型。

 图 1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演化

2. 1“订单培养”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合作双方签订人才培养“订单”协议，

参照企业人才需求，学校选择符合企业岗位要

求的学生，组成教学班，并根据企业岗位要求

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学生毕业实习就在合作企

业进行跟岗学习，考核通过后直接就业。这一

表 1  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政策概述

发文
年度

发文部门 文件名称 相关内容

1985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倡各单位和部门自办、联办或与教育部门合办各种职
业技术学校 ; 积极倡导部门、地方之间的联合办学。

199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

决定》
提倡产教结合，工学结合。

199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
会各方面联合办学 ; 提倡要在政府的指导下，联合办学，
走产教结合的路子。

200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

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
作，实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训。

200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决

定》
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

2006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

半工半读的意见》
加强校企合作，实行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0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1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

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推进产教结合与校企一体办学，实施专业与产业、企业、
岗位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4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
支持校企联合培养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

2017
国务院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

干意见》
支持产教融合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
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人才培养格局。

2018 教育部等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    促进办法》
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以“校企合作”
为双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2019 国务院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2020 教育部等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指南 ( 试行 )》
协调推进多主体之间开放合作，整合多主体创新要素和
资源，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多方协同育人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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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称为“订单培养”人才培养模式。但这一

模式通常存在“校、企”不对称选择性问题，

即学校订单班学生对实习和就业单位不具有选

择性，而合作企业通过对订单班学生实习考核，

择优选择，部分订单班学生将失去毕业即就业

的机会。

基于订单班的培养模式，学生进入合作企

业实习形式又衍生出分时间、分阶段岗位实习

实践形式，企业根据工作岗位需要，可以按周

次 ( 天数 )、分阶段安排岗位实习 ; 而职业院校

可以在正常教学过程中融入岗位实习，即到企

业现场进行理论和实践教学，企业实习导师对

学生进行实践指导和考核。

2. 2“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人才培养模式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明确要求，职业院校学生应在学制内完成不少

于半年的企业顶岗实习实践。职业院校通常安

排毕业实习的学生在合作企业的实际岗位上分

周期、分阶段参加顶岗实习，以工学结合的学

习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虽然这一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成为职业院校的普遍选择，但

是这一模式也存在“校、企”错位选择岗位问题。

学校为促成学生顶岗实习，可能发生错选岗位，

即学生专业知识与岗位要求相脱钩，而企业为

降低用工成本或减少实习费用，不会严格重视

学生专业知识，或者安排顶岗学生从事与专业

知识不匹配的岗位实习，与实习目标相偏离。

部分专业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实施教学与

实践“分段交替式”的工学结合、顶岗实习人

才培养方式，即“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边干边学，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提高岗

位技能。

2. 3“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化，职

业教育现有的“订单班’“学徒制”等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升级，发展为企业参与

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招生、教学、实习

到就业，校企双方根据产业发展和企业人才需

求，形成多样化、具有学校特色的“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但是这一人才培养模式运行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校企合作层次较低、

协同育人体制机制不完备，主体责任缺乏约束

等，制约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

企业是产业主体，学校是教育主体，产教

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化校企合作，而校企

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又决定着产教融合的成效 [1]。

美国、德国、韩国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实践已

经证实，校企合作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有效方式，但我国的校企合作成效还没有达到

预期的状态，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

3.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层次在

不断提升，合作模式也在不断演化，对推动职

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企业参与

校企合作仍面临一些困境 [9]，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需要解决。

3. 1 校企合作运行体制不健全

目前，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校企合作共同培

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也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虽

然国家在政策层面大力推进职教改革，但具体

落实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职业教育政策

以及一些地方性办法、决定，对校企合作缺乏

体制机制上的规范和要求，对职业院校和企业

均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各种职业教育集团的创

建仅起到动员作用。由于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

体制机制和组织保障，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很难

实现理想效果。

由于校企合作运行体制机制尚未健全，一

些具体工作不能有效开展，行业、企业参与职

业教育办学和人才培养缺乏规范性指导，校企

之间的互动机制没有得到有效运行，已成为我



2022 年第 4 期 ·9·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深入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

3. 2 校企双方人才培养主体责任尚需法律

法规约束

在《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职

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政策文件中，明

确了校企合作双方在人才培养中的角色和责任。

但是，校企双方责任落实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

职业教育和行业企业由于教育目标与经营目标

的不同，往往会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关系 [2]。通

常在校企合作中，企业更加重视学生岗位技能

的培训，认为学生思政教育、专业素质的培养

是职业院校的责任，职业院校认为企业理应承

担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岗位

技能培养。由于缺乏法律法规对主体责任进行

约束，易出现校企合作双方在人才培养责任上

的分歧，造成校企合作关系的不稳定，主要表

现为人才培养主体责任缺失问题。

3. 3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与行业企业人

才需求不匹配

限于对现行人才培养标准的参照惯性，职

业院校专业教师往往不会积极主动更新或着力

调整现有人才培养标准，因为人才培养标准的

变革肯定会引发课程改革、教材更新以及师资

调整，所以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标准调整方面，

往往是企业意愿较强，而学校变革意愿较弱。

职业教育没有适应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企

业人才需求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来及时调整人

才培养标准、课程设置以及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导致人才培养标准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不相匹

配，也就是在企业用工荒的同时出现学生就业

难的并存局面。由于这种不匹配，造成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结构不符合地方产业结构需求，不

能提供行业企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支撑。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标准同企业人才需求脱钩、不匹配，

会造成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意愿降低，也

难以满足地方产业发展需求，职业教育的“难

作为”造成学生的“难就业”。

3. 4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难以匹配企业

具体岗位要求

职业院校为单一主体的传统教育，人才培

养标准制定常以理论知识框架为依据，普遍缺

少企业实践特性，更缺少前沿技术特点。现阶段，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仍受传统教学形态

影响，难以摆脱“理论体系”的藩篱 ; 课程标

准还是以理论知识为主，一般是基础的技术原

理，可操作性不强 ; 导致人才培养标准重理论，

而与企业岗位实践相脱节，形成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相脱离 ; 即使学生按照人才培养标准修

完学业，也无法满足企业岗位要求，企业需按

照岗位要求对人才进行全面培训。因此，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要符合企业岗位要求，应将企业

生产过程引入教学过程，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标准，促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匹配企业

岗位要求。

在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当企业真正发挥

能动作用，校企合作才能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

共同体，这是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先决条件。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处于一种不断探索

状态，由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备，不能

充分调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同时，

校企合作中还存在“追求合作效益短期最大

化’“校企人才培养目标出现错位”等现象，

造成校企合作状态松散、层次较低。产教融合

政策的落实，必然要求转变这一状态，从体制

上规范、约束校企双方主体行为，推动校企合

作向纵深发展，不断优化并保障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稳定发展。

4. 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优化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对策

要实现产教深度融合，需统筹“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发展格局，只有把企业纳入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过程，强化企业的教育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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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推动“校、企”双方深度合作，才能不断

优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政策在

强化校企合作中发挥着关键的导向和调节作用 [10]

需求、脱离岗位要求的问题，就必须强调人才

培养的企业实践性，应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融

入企业的人才培养需求，需求变化能够推动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推动校企合作向纵

深发展。

4. 1 支持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强化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积极落实教育部等部门出台的《现代产业

学院建设指南》，以“强化学生职业胜任力和

持续发展能力”为人才培养目标，以匹配产业

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持续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为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的根本目的。

产教融合政策导向就是推动校企深化合作，也

是支持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的政策保障。同

理，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需要强化企业参

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实现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有效衔接，通过深化校企在专业设置、

课程标准和教学过程的合作，使人才培养与人

才需求相对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逻辑链。因此，支持校企合作共建

产业学院，强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有利于不断优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4. 2 创新职业教育组织治理结构，构建合

作共生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当前，产教深度融合在加快职业教育要素

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同时，直接作

用于职业教育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首先要

从产教深度融合与校企合作共生视角创新职业

教育治理结构，把行业企业纳入职业教育组织

管理架构，重塑职业教育组织结构。其次，将

校企合作与职业教育组织治理深度结合，充分

发挥企业在治理结构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为构

建校企合作共生的运行机制提供重要支撑。第

三，构建合作共生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包括

建立校企合作组织治理机制和联系制度，强化

校企合作共生的人才培养双主体地位。最后，

建立动态的组织治理结构评价制度，重点考核

评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功能效用，强

化校企双方共担人才培养责任，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持续优化。

4. 3 鼓励校企优质资源互补，支持人才培

养模式优化

首先，地方政府应鼓励职业院校和企业双

方推动优质资源互补利用，多渠道筹措人才培

养可用资源，结合校内多样化资源，创建校企

资源合作平台，积累人才培养所需资源。其次，

职业院校应根据企业岗位要求变化，改革专业

设置，调整人才培养标准，从而吸引企业参与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提供人才培养所需

资源，支持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最后，地方政

府应发挥人才培养资源组织与协调作用，组织

地方优质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过程，建立人才培养资源整合机制，充分释

放资源整合效应，进一步支持优化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模式。

4. 4 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性，打造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共同体

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性，打造人才

培养共同体是新时代持续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

重要途径。首要前提是职业院校要确立符合学

校实际，坚持校企共同发展且具有长效性的校

企合作模式。校企合作实践证明，职业教育校

企合作长效性的重要保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一是在职业院校综合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目标

方面，只有不断深化校企合作，才能满足行业

企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二是职业院校

要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获取政策、资金和平

台支持，保障校企合作的长期性和有效性。三

是要适应新时代产教融合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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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产教深度融合相适应的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为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总之，要形成开放与合作的职业教育生态圈，

打造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共同体，实现可持续优

化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为地方产业转型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4. 5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预期，建立校企合

作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优化机制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变化存

在对应性和一致性，而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

需求具有预期性。因此，优化校企合作人才培

养模式的重要条件是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人

才需求预期，可行的方案是建立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的优化机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我国先进装备制造、生物材料、电子信息、大

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高端化、规模化、

集聚化的发展形势，具有稳定的吸纳技术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潜力。因此，根据产业结构调整

预期，职业院校应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面，

提前应对新兴产业未来对人才的需求，充分依

托合作企业、龙头企业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优势

条件，优化调整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5 . 结语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人才

需求的联动性还需加强，应努力改变人才培养

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变化的局

面。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应充分考虑行业企业要求，主动应对

产业发展变化，精准服务国家产业战略，不断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

推动产教融合向更高水平发展。在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过程中，还需要动员政府、行业和企业

等社会各类优势资源，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人才

培养的积极性，深化校企合作，不断优化人才

培养模式。职业教育要与地方行业企业积极探

索校企合作新途径，建立校企合作管理机制，

完善校企协同育人合作机制，健全人才培养评

价机制，构建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机制，有效促

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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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进”工作为抓手，加强高职院校
学生宿舍管理与服务

马淑红    杨宇清    罗    峰    王    凯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

一、目标与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激发

学生宿舍管理主体责任和安全风险薄弱环节的

管理，注重学生法治思维、行为习惯、团结友

爱的养成，注重齐抓共管、奖罚并举、一以贯

之有效机制的形成。扎实推进“三进”即：学

管人员进宿舍、严格管理规章制度进宿舍、表

彰奖励处罚进宿舍。做到“三个一”即：一天

一检查、一周一评比、一月一表彰。通过加强

学生宿舍管理工作，使宿舍整体文明程度大幅

提升，使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明显提升，

同时使精细化管理机制初步形成，宿舍文化建

设成效持续显现，具有渭职特色的内务管理标

准初步形成。

二、方法与过程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学校印发了《加强学生宿舍管理，扎实推

进“三进”工作实施方案》，制定具体措施，

细化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在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避免流于形式，

切实将学生宿舍管理落实、落地。成立学生宿

舍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领导担任组长，

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各二级学院党总

支书记任成员，总体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各二

级学院成立以党总支主要负责人为组长，主管

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学生管理科科长（副

科长）、全体辅导员（班主任）为成员的学生

宿舍管理工作小组，负责各项活动的具体组织

实施。

充分发挥学校网站、校报、微信公众号、

LED 屏等载体的宣传作用，推送典型案例、榜

样人物等，开设学生宿舍管理成果专栏，宣传

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多渠道传播，线上线下联动，

形成良好工作氛围。各二级学院、有关部门结

合自身实际，不断创新形式，统筹安排好各项

活动。不断总结经验，充分挖掘工作开展中的

优秀事例和先进集体、个人素材，及时总结经

验并进行推广。

先后组织召开辅导员队伍建设暨“三进”

工作推进会，“三进”工作先进宿舍表彰大会，

“三进”工作推进会暨迎接党的二十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等，此外还下发多期《关

于加强学生宿舍管理，扎实推进“三进”工作

有关情况的通报》。总结先进经验，不断改进

工作方法；巩固已有成果，深化学生养成教育；

持续加力推进，强化宿舍文化建设；提升管理

水平，凝练渭职特色成果。通过不断加强学生

宿舍管理工作，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培养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集体主义观念。

（二）措施得力，载体丰富

1. 加强顶层设计，改善硬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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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学生宿舍管理工作，坚持以“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为宗旨，以满

足学生不同需求，为学生创造良好生活环境为

目标，实行更精细化的服务管理，力争做到宿

舍管理理念有创新、管理有实效、文化有特色、

思想有抓手、安全有保障。

2. 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有章可依

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修订、完善各项学

生宿舍管理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宿舍日常管

理、辅导员（班主任）入住、组织开展文化活

动等内容，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依、有序开展。

3. 加强检查督导，落实服务管理

建立“学生处—二级学院—辅导员（班主

任）—宿管员—学生管理员（舍长）”五级管

理梯队，严抓宿舍管理，定期召开各种专题会议，

进行专项整治工作，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通过检查、督促、通报等形式，形成发现问题—

反馈问题—解决问题—工作讲评—工作例会闭

合链，有效保证宿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同时，

聆听学生的合理建议和要求，对宿舍的各项管

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持续深入实

施“辅导员（班主任）进宿舍参与学生管理工作、

学生自我管理和社会化物业管理”三结合的学

生宿舍管理模式，在宿舍建立民主监督机构，

辅导员（班主任）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

和行为动态，组织开展各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

动，做好学生的思想指导工作，帮助学生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4. 加强文化建设，打造温馨家园

不断加强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在宿舍中建

立党团活动室，定期开展活动，增进学生组织

意识，强化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开展各种学生

宿舍文化活动，如寝室设计创意大赛、有奖知

识问答、文明宿舍评比表彰等。设立读书角、

交流室、手工制作坊等活动场地，丰富学生课

余生活，逐步将宿舍打造成学生的“温馨家园”。

5. 加强内务管理，养成良好习惯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形成内务管

理“1234”标准（“一规定、二保持、三不准、

四统一”），“一规定”即寝室垃圾袋装化，

并定时置于楼外的大垃圾箱内；“二保持”即

保持室内清洁干净、保持室内空气清新；“三

不准”即不准随地乱扔、不准使用大功率电器、

不准使用明火与吸烟；“四统一”即床上用品

叠放统一、生活用具摆放统一、桌上物品放置

统一、衣服鞋帽挂放统一。

6. 加强评优评差，健全奖惩机制

进一步做好学生宿舍表彰奖励处罚工作，

每月评选出 5% 的文明宿舍，颁发流动红旗，

并给予物质奖励。每月评选出 5% 的较差宿舍，

设立曝光台并予以曝光。对学管干部、辅导员

（班主任）学生宿舍管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检查评比，结果列入学生工作季度效能考核

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对表现好的学管干部、

辅导员（班主任）给予奖励，表现差的学管干部、

辅导员（班主任）予以处罚。

三、成效

“三进”工作开展以来，各二级学院高度

重视，积极行动，认真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累计制作宿舍铭牌 1000 余个，创建特色

品牌文化 9 个，全面覆盖到每一个宿舍，解决

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的顽疾、诟

病和劣习；规范了长期以来想规范而没有得到

规范的布置、习惯和养成；打开了以前想开展

而没有开展的宿舍文化建设的方法、路径和局

面。

护理学院设立了学生宿舍样板间，要求其

他宿舍向先进学习；张贴宿舍铭牌，便于检查；

团学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包联宿舍。医学院开

展中医药文化进宿舍活动，将每间宿舍用中草

药进行命名，充分展示医药类专业特色。师范

学院开展“和”文化系列活动进宿舍，在宿舍

内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教育和激励学生不忘

初心，奋发学习，增强学生学史明理、学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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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史爱国的信念。农林科技学院努力打造

“书香宿舍”，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以

“爱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书院文化”，

践行“四有”大学生标准，助推“三进”工作

走深走实。经济管理学院结合专业特色，在宿

舍开展电商直播活动，实行了多样化的宿舍管

理、检查、评比制度。机电工程学院“汽车文化”

进宿舍，让同学们认识更多、更新的汽车品牌，

迎合时代发展需求，增强对汽车专业学习的兴

趣。建筑工程学院水泥文创工坊与学生宿舍联

动，学生利用实训作品和课程作业，妆点宿舍；

躬身入局，使用专业知识技能，美化宿舍环境，

践行建筑工程学院“工匠精神”文化。

2021 年末，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我

校上万名学生被“锁”在了宿舍。为了让学生

的心“静”下来，全体教职工共同思索。经过

大家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为同学们过一个“抗

疫生日”，既能让学生过一个难忘的生日，又

能让他们感受到学院大家庭的温暖。经过大数

据比对，确定了每天过生日的学生名单，生日

当天学校领导亲自为过生日的学生送上生日蛋

糕，学生在吟唱的《祝你生日快乐》旋律中满

脸幸福，寒冷的冬夜有了丝丝爱的温暖，涌向

每一个学生心中。此次封校期间共为 295 名师

生送上了生日祝福，让全校师生在无情的疫情

中体会到了来自学校的真情。该报道在新华网、

中国青年网转载 2.3 亿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反响。

四、设想

抓宿舍管理和建设，抓一阵子容易，长期

抓，抓出成效，尤其是充分发挥育人的功能和

作用，不容易。立志持之以恒地抓好这件事，

不仅要使学生宿舍状况明显改观，而且要使这

方面的意识和工作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内

化为学校各个方面的共同追求，内化为学校始

终不变的深厚文化和精神，进而促进学生在整

洁愉悦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为进一步推动“三进”

工作深入开展，工作中应做好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持续推进，久久为功，建立“三进”

工作新常态。把对“三进”工作的检查评比列

入二级学院学生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并与辅

导员（班主任）的效能考核和评优评职挂钩，

着力涵盖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职责的全方位、

全过程。

二是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开创“三进”

工作新格局。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

后进宿舍的教育和引导，形成比、学、赶、帮、

超的良好氛围，使先进宿舍达标率能够大幅提

高，不文明行为和习惯得到有效遏制，形成舍

荣我荣、舍耻我耻的共识。

三是动态评选，奖优评劣，赋予“三进”

工作新动能。设立专项资金，每季度对先进宿

舍进行一次表彰，并实施动态化管理，有针对

性地做好学生宿舍表彰奖励处罚工作。

四是固化成效，凝练特色，打造“三进”

工作新亮点。善于提炼在“三进”工作中的好

做法、好经验、好传统，结合职业教育规律和

学生特点，在总结经验上下功夫，深化课题研究，

打造精品项目，延伸心理育人，形成一批优秀

校园文化成果，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为学校高

质量发展和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增砖添瓦，再立

新功。

五是打造品牌，全面推广。通过持续扎实

深入推进“三进”工作，不断加强宿舍文化建设，

把宿舍“三进”作为我校的特色思政和学生管

理的品牌，将取得的经验进行全面推广，助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校园和绿色校园，

培育、巩固和发扬优良校风与学风。

五、结语

学校以学生宿舍“三进”工作为抓手，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铸魂育人根本任务，坚持“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工作理念，着力创新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着力提高学生工

作队伍水平，着力完善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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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与管理、服务工作有效结合的新机制和

新模式，不断开创学生工作新局面，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通过宿舍“三进”工作，加强了

学生宿舍管理工作，使宿舍整体文明程度大幅

提升，使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明显提升，

同时使精细化管理机制初步形成，宿舍文化建

设成效持续显现，初步形成了具有渭职特色的

内务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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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Students' 
Dormitor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Three Entries"Work as 

the Starting Point
—— Take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Ma Shuhong,  Yang Yuqing,  Luo Feng, Wang Kai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important posi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qualit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 key link to 
strengthen student management, a subtl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The civilization and hygiene of the dormitory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warm 
and harmonious liv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students, but also reflect the unique charm of campus 
cultu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dormitories,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nd a national civilized campus, cultivate, consolid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fine school spirit 
and style of study,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civilized habits, and en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our 
school continues to steadily and deeply promote the "three entry" work of students' dormitori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ents' safety management, establishes and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tudents' 
dormitories, and tamps dow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student dormitory.

Key words:"three entry" work; Dormitory manage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ic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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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的发展时间不长，因此，在这个新媒体盛行的时代，传统的职业指导方式已不适应这个时代。

如何利用“微媒介”充分发展的时代特点，创新适应时代特点的职业指导工作方式方法，是地方院校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地方院校要不断探析“微时代”下的职业指导工作方式，以此提升就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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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是微博、微信、微视频的时代，

是以“微”为头衔的新媒介快速发展的“微时代”。

“微”作为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征，已渗透到这

个时代的文化肌理中，成为当下的必然存在。[1]

据 2018 年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数据显示：截止 2017 年 12 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 7.72 亿，其中 30% 为 20-29 岁年龄

段的网民，高中 ( 含中专、技校 ) 及以上学历的

网民占比达 36.6%。[2] 可以说现在大学在读学

生就是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出生、成长

于这个环境，是如今“微时代”的享有者和受

益者。职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平台化开展也

是这个时代促生的产物。为此，如何用行之有

效的微媒介开展这个时代下的大学生乐于接受

的职业指导工作，是高校尤其是新建地方院在

这个“微时代”背景下所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微时代”的主要特点

（一）传播主体的平等性

微传播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微

传播的主体，都可以生产和消费任何信息，都

可以不受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职业等限制。

他们可以轻松注册任何一个微媒介的账号，并

自由使用这些新媒体工具，发布文字、发表言论、

发起活动、传输图片视频等。任何一个微媒介

的使用者，都是自媒体，都有更多的不受限制

的“说”的自由和“知”的权利，他们都具有

平等性。

（二）传播途径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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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快速是这个网络快速发展的今天的

显著特点，微媒介作为这个网络时代的一种产

物，除了享有这个时代的传播快速、共享高效、

互动便利等特点，还因其言简意赅等，受到更

多的人尤其是青年朋友的喜爱。140 字的微博，

60 秒的语音录音，10 秒的朋友圈视频等，这些

都是不用花大量时间去打磨、去修饰的，任何

途径，任何方式均可推送。

（三）传播信息的即时性

“微时代”的微媒介，在传播信息时又具

有一个即时性的特点。何时何地，只要有网络，

只要你想做，就可以用指尖，一键即发，且以

惊人的速度传播。媒介主题无需得到任何人的

允许，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发布此刻随想、此刻

心情、此刻发生的事情等。信息内容可以即时

由这一头传递到世界的另一头。

（四）传播范围的广泛性

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受技术条件等限

制，影响范围也跟着受限。微媒介作为互联网

时代的产物，它的传播范围突破了地域空间的

限制，它所发出的内容会在瞬间传至世界的另

一头，引起共鸣，引起评论。它的传播范围无

比广泛，可以瞬间传遍全球，覆盖全世界。可

以说传播范围是以指数级的增长。

（五）传播过程的透明性

微传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传播过程的透明

性。以往很多常见的“潜规则”现象，如今在

这个微媒介时代已经被展示得一览无遗。随时

随地发生的事情，就能瞬间在网上曝光和流传，

并且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进

行深入研究和调查。他们可以成为信息的调查

者、发布者，只要有疑问，就可以去探秘。为此，

微传播过程是公开透明的，任何人都没有什么

隐私可言，都是赤裸裸的暴露在阳光下，随时

可以被“人肉”出来。

二、“微时代”背景下地方院校职业指导

工作的现状及问题

地方性院校，一般由当地的中专、大专等

多校合并升级建设而来，虽然历时十余年的发

展，但是其工作的中心还处在学校的基础建设

上，对学生的教育教学方面还处于转型发展时

期。其中，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工作虽然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已逐步重视起来，但是由于学校

自身处于转型升级发展中，在这个以微媒介主

打的“微时代”及就业 2.0 时代，传统的职业

指导方式方法已不能满足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一 ) 职业指导重出口轻过程。职业指导

是为服务对象就业、就业稳定、职业发展和用

人单位合理用人，提供咨询、指导及帮助的过程。

[[[] 创新职业指导新概念 [M].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

出版社 .2015(68).]] 对高校职业指导工作来说，

它指导的最终目标是服务对象的职业发展或叫

生涯发展，而不仅限于就业。但是，对于新建

院校，学校的关注点主要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方面，对职业指导的认识还停留在关注毕业生

的就业指导与服务，关注毕业生就业率等方面，

对学生的全程化职业指导，学生的职业发展方

面的重视不够。

( 二 ) 职业指导重课程轻实践。教育部明确

从 2008 年起各高校将《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课程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经过十年的发

展完善，新建院校能够将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课程贯穿教学全程，但是，在课程上，

它较多的停留在课堂教学上，且开设的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多采用大班教学，人数

一般达到 100 人，很多还是混专业上课，上课

形式普遍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缺少师生互动、

个性化指导，缺少实践教学指导，无法与实践

灵活对接，理论真正的运用于实践。

( 三 ) 职业指导缺乏个性化指导。1908 年，

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他指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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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与能力特点，并与社

会的某种职业相关联，只有根据个人的能力、兴

趣、性格等特点跟社会职业岗位相对照、相匹配，

从而选择一种职业，这个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个

人能力，才能提升工作效率和成效。

( 四 ) 职业指导师资缺标准，缺乏“微思维”。

这是新建院校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地方院校为例，

由于职业指导工作还处于学习与发展阶段，就

业指导课程的职业指导体系还缺乏系统性、科学

性。它的就业工作一般由毕业生辅导员负责，且

每年更换。他们平时忙于辅导员的事务性工作，

无闲暇时间提升职业指导专业知识。在如今新媒

体尤其是微媒介盛行的时代，如何更好的利用微

博、微信等微媒介平台开展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

工作，已是这个时代赋予的任务。但是，据了解，

很多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工

具，开展“微就业”指导工作。多数职业指导教

师的在职业指导过程中，没有适应“微时代”发

展的需要，利用“微文化” “”缺乏“微思维”，。

三、“微时代”给地方院校职业指导工作带

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微媒介作为微时代的产物，已经为全社会所

接受。大学生作为信息的主要接受群体，微媒介

给他们的学习就业工作生活等带来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这样也就给高校的职业指导工作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一）在职业指导工作载体方面

在传统的职业指导工作中，学校就业信息网、

QQ 群、就业宣传栏等是其主要的传播途径，现

在随着微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等各种微平台

的出现，使得职业指导工作的载体更加丰富，这

些载体体现了信息传输短、平、快的特点，正是

它的这些特点极易被当代青年一代所接受，为此

使用率非常高，从而使职业指导工作的宣传覆盖

广、到位率高。

但是，在微时代，每个学生都是传播的“主

体”，他们有话语权，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随

机发布各种内容，他们也有权选择关注哪些，而

不关注哪些。而通过微传播体现的地方院校学生

职业发展及相关新问题、新情况越来越多，这就

使得高校职业指导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如何拓

展适应成长于微时代的青年一代的职业指导工作

平台，是短时期内的新挑战。

（二）在职业指导工作方法方面

地方院校现有的职业指导工作现状主要是通

过职业生涯规划课、就业指导课、职业素养课、

职场沟通课、人际关系等课程，以及各类就业相

关讲座等来实施。这些课程、讲座多是要与学生

面对面授课、交流，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由于

他们自身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职业指导工作的效果。而微媒介，由于他

的时时性等特点，他可以随时随地引发学生对其

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并且可以通过文字或是

语音的方式进行，且只要有传播工具，无需面对

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生因羞涩或是难于

启齿等因素而无法参与的情况发生，使得学生可

以毫无顾忌、毫无戒备的积极参与讨论与互动。

这就更加丰富了职业指导工作的方式方法。

但是，在这些丰富的职业指导工作方式方法

上，任何信息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布，学生在接

收正能量的同时，也在接收负面的能量，有时他

们无法清晰、准确的去辨别，现实与虚拟同时并

存，从而增加了职业指导工作的不可控性。为此，

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些微媒介传播平台，促进职业

指导工作的实效性，是如今地方院校职业指导工

作的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三）在职业指导工作主体方面

传统的职业指导工作人员主要是就业指导中

心工作人员、辅导员、职业指导专任教师等。而

在现有的地方院校中，很多学校还未成立专门的

职业指导教研室，无专职职业指导教师，有的也

是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兼任。而随着微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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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的出现，很多职场经理人、职业咨询机构

和企事业单位等熟悉职场世界，熟悉职业指导

等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常会开通职业指导相关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可以传播职业指导相关

知识、图片、视频，可以设计职业指导相关话

题进行讨论，可以远程为需求人员提供生涯、

心理等相关咨询与指导，这就丰富了职业指导

的主题，为职业指导工作的增加实践指导。

但是，在这类职业指导过程中，高校无法

把控指导主体的正确方向，有些可能会出现不

好的舆论导向，出现误导学生的人生观、价值

观等现象；同时，这些职业指导主体专家，对

学校的职业指导师资也是一种挑战，学生会通

过对比，对校级职业指导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迫使学校的职业指导师资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能

力要不断提升。因此，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要

进一步整合校级职业指导师资队伍和网络平台

的优质资源，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强有力的团

队力量，丰富职业指导工作的主体，提升职业

指导工作成效。

（四）在职业指导工作内容方面

地方院校的传统职业指导工作在内容方面

主要是依托课本。根据课内容制定课程框架，

及上课时长。这对学生来说，他们吸收的知识

也就以课本知识为主，这会让学生觉得课程内

容是照本宣科，缺乏创新，这就会让他们失去

学习的兴趣。在“微时代”下，随着丰富的网

络“微平台”的出现，与职业指导相关的内容

也就丰富起来，且他的创新形式是当今青年一

代喜闻乐见且易于接受的形式。为此，在“微

时代”下，作为地方院校的职业指导教师，要

将课本知识和“微平台”上的职业指导相关内

容充分结合起来，让理论和实践充分融合，并

将这种融合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不断提升职业

指导质量。而怎样充分融合及传授，这将是今

后很长一段时间地方院校职业指导工作人员所

需提升的技能。

四、“微时代”背景下地方院校职业指导

工作途径创新

微时代给地方院校的职业指导工作带来了

新机遇和新挑战，这就要求地方院校职业指导

工作要与时俱进，创新工作途径，充分利用微

媒介的特点，构建适应微时代背景下的职业指

导工作新体系。

（一）以微博、微信等微平台为载体，加

强职业指导工作的“微传播”

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微媒介，以学校为

主题申请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或企业号等，

通过这些微媒介，将高校、学生与企业三者有

效连接起来，并对就业创业、职业指导等相关

信息分层分类管理，不断拓展职业指导工作内

容的深度和广度，加深职业指导工作服务的温

度和效度。让服务对象随时随地都能接收到职

业指导相关信息，丰富职业指导的内容和形式，

不断提升职业指导质量。

（二）以职业指导课程为基础，打造职业

指导的“微课堂”

传统职业指导课程多数以课堂教学为主，

通过大班填鸭式授课模式，讲授就业指导相关

理论知识和就业求职技巧等，这些传统授课模

式师生互动较少，成效不明显。在微时代，如

何充分利用微媒介，打造丰富多彩的微课堂，

是当今这个时代的要求。地方院校，在职业指

导课程开设的过程中，受限于学校的教学资源。

因此，把微课引入教学过程，充分利用微课进

行课堂导入、情景创设等，让学生在上课前、

上课中、下课后都能实现频繁互动，充分发挥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升职业指导的效

果和覆盖面。

（三）以职业指导师资为主体，开拓职业

指导的“微咨询”

微媒介主体是青年一代，他们是微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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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他们已习惯使用微媒介平台开展各类

交流活动。为此，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如何利

用微媒介开展职业指导“微咨询”活动，是适

应这个时代的必然要求。通过组建一支理论实、

实践丰富，校内外专兼结合的职业指导师资队

伍，建立网上“微咨询”平台。学生通过留言、

时时提问、咨询等多种方式，对自己职业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困惑等进行咨询，职业指导专家

通过后台回复或时时互动问答等，为学生提供

微咨询服务。这样的方式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

制，可以避开学生的羞涩心理，及时关注受困

学生群体的动态，做到提早预防各类不良问题

的发生。

（四）以丰富职业体验为目标，充分利用

碎片化课余“微生活”

地方院校的职业指导部门要充分利用学生

的手机“依赖症”，除了课堂教学、实践环节

等统一的教学内容和模式，还可以开通跟职业

体检相关的，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的微媒介平

台，我们可以称之为“微生活”平台。可以使

学生充分利用课余碎片化时间，通过“微生活”

平台体验跟职业生涯、职场体验等相关的各类

活动、资讯，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为明确自

己的职业方向提供实践机会，并根据体验时时

调整自己的职业倾向，以便充分发挥自身价值，

寻求合适的、精准的就业岗位。

（五）以智慧就业为导向，构建职业指导

工作“微体系”

在新媒体不断迭代，信息不断爆炸的网络

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做好智慧就业也是这个时

代赋予的使命。而如何在微媒介广泛普及的信

息“微时代”里构建职业指导工作“微体系”，

更是当下地方院校噬待解决的。智慧就业平台

可以包含就业市场、就业管理、就业调查、就

业指导、就业办公、用户管理、系统设置等多

个功能模块。通过学校就业信息网和微信互通，

实现两平台时时同步更新。招聘会、宣讲会、

职位、通知公告、问卷调查、讲座活动等均可

一键推送给学生。推送方式可以点对点地给部

分学生精准推送，也可推送全部学生。学生可

直接在微信上查看详情并报名相关活动。系统

可自动根据学生的简历标签、求职意向等进行

职位的自动推送。学生也可以设置自己关注的

专业、行业、工作职能、工作地点、工作性质等，

从而个性化的订阅就业信息。

四、结语

职业指导工作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

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而高校作为职业指

导服务对象主力军所在地，它的职业指导工程

又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开展适应社会发展潮流

的职业指导工作是高校尤其是职业指导工作体

系较不完善的地方院校的一个长期的任务。因

此，地方院校要与时俱进，在这个“微媒介”

充分发展的“微时代”下，不断创新职业指导

工作方式方法，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

人才奠定一定的基础，为提升就业质量贡献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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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

何前进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州    438000）

一、前言

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因学习

压力、人际关系、情感因素、就业压力等因素

的影响，从而导致产生心理问题，甚至出现严

重的心理疾病。这对大学生的长远发展会产生

直接影响。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优秀人才的必备，

如果心理存在问题，不可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

力量。因此，全面做好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现实意义突出。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要把握

大学生心理全方位育人，构建心理健康育人工

作新格局；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在《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将“心

理健康育人”纳入高校十大育人体系；2021 年

11 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推进会，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源头治

理，强化过程管理，完善综合保障。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是高校立德树人中心工作的一

个重要内容，需要贯彻三全育人理念，系统化

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由此可见，心理

健康教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

然现今社会发展迅速，局势复杂多变。但是我

们不能忽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经过

数年的实践发现，心理健康育人工作的核心悄

然转变，从心理监控的宣传、科普工作转变为

关注学生个体发展，关注细节问题，关注问题

的干预举措等内容。但是整体发展还需要进一

步创新发展，在工作中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

教育与咨询相结合；发展与预防相结合，注重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素质与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的协调

发展。

二、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分析

摘要：以当前高校发展基本现状以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大学生存在的心理

问题及育人的工作困境，提出适合高校发展特点的“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育人体系，为学生的

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 大学生；健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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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

湖北省某高校 2021 级新生作为此次研究对

象，通过自制调查问卷的方式评估研究对象的

心理健康状态。发放问卷总数量 500 份，回收

436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410 份。研究对象的

男女比例为 43：57。

（二）研究工具

将学院作为基本单位，在学校机房完成有

关数据的集中实测工作。借助“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进行数据分析，可信度及效度理想。

该自评量表涉及到的评估项目多达 90 项，评分

方式为五级评分，评分高低与症状呈正相关。

数据结构的统计分析工作运用 SPSS.24.0 展开。

因其中 10 大因子分别是躯体化、强迫症、人际

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

精神病性及其他。

（三）研究结果

全面分析统计结果，发现男生和女生在总

得分和 10 大因子得分方面的差异较大，心理健

康水平女生不及男生。其次，学生心理健康水

平还存在学院差异，文科方向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态不及理科方向的学生。再者，测试分数在

标准值之上的学生占据较高比例，约为 10%。

在研究的 10 大因子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因子是

人际关系敏感、强迫、敌对、恐怖、抑郁等。

通过此次调查研究，发现高校学生存在的心理

健康问题较为复杂，应当高度重视。

（四）分析

1. 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学生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是强迫症状、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及焦虑。其中，强迫症是部

分学生对于自己产生的与现实生活不相契合的

想法，学生可以意识到问题，但是仅停留在意

识层面，自己无法控制，更不能摆脱，所以很

容易出现强迫行为。人际关系敏感的问题在刚

入学的新生中较为普遍，新生刚从“象牙塔”

迈向大学生活，周围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陌

生的，往往会出现人际关系焦虑。学生产生抑

郁和焦虑的情绪，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既有学

习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于家庭及网络方面的

因素。学生无法客观地看待问题，情绪长时间

处于低落状态，导致其生活状态无法保持正常。

2. 心理健康育人的工作困境

心理健康育人工作也存在以下困境，首先

专业化水平不高，高校缺乏专职心理健康教育

老师，很多教师是兼职的，所以很容易出现缺

乏系统学习的情况下就开始授课，从而导致心

理健康育人的科学程度及专业水平较低；其次

缺乏系统化，校方在进行心理健康育人的时候，

考虑国家政策要求，一再强调心理健康育人工

作的重要性。但是民办高校人员配备不足，再

加上育人场地有限，所以心理健康育人系统程

度较低。缺乏创新也是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单一死板的教学模式，

使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不高涨，心理健康教育

面临较大挑战。

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

《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实施纲要》于 2002 年正式颁布实施，至此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受到了广大高校的广泛关注。学

校也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门设立

了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二级学院心理辅导员

以及班级心理委员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

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发挥引领作用，各二级学

院设立心理辅导员，保证及时有效地观察学生

心理健康动态。各班级需要设置心理委员，让

学生干部也积极投入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发挥他们的桥梁作用，保障学校心理教育工作

开展得更加通畅、高效、全面。此外，针对大

一新生，选定班级心理委员之后，心理辅导员

可以将心理委员集中开展培训。充分发挥他们

对于班级同学心理健康发展的促进功效。比如：

心理委员的综合素养、责任意识、学生常见心

理危机干预、班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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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等。

四、“五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策略

（一）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

长时间以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以填

鸭式教育模式为主，将教育的焦点集中在学生

正确三观的树立上。但是忽略了对于思想活动

的具体特征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也没有关注

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人为地没有将心理健康

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整合起来，思政教育的针

对性不足。为此，广大高校应当在学校德育顶

层设计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保障心理健康教

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效契合。一方面，及时

全面地掌握学生的思想、心理动态，以便针对

性地制定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政教育规划，

部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将学

校的教育优势凸显得淋漓尽致。其次，德育整

体体系中有必要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从而思政

教育工作者汲取心理健康教育的经验，创新思

想政治教育策略，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分析

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还有助于思政教育工作

者在心理健康中筛选恰当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帮助学生的心理品质朝着健康、积极、正向的

方向发展。此外，思政教育工作受到心理健康

教育的促进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策略方法上，

还对思政教育成效以及教育工作者本身产生深

远影响。让他们重新审视了如何认识学生、理

解学生、帮助学生、引导学生、教育学生。换

言之，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整合

起来，是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精髓”

所在。

（二）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

强调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高效整合，有

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将课堂教育的主渠

道功效发挥到位，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让

学生对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有正确认知，将基

本的心理健康常识掌握好。第二层：开展形式

丰富，内容精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来增强

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得学生全面协调发展。切

实将理论与实践整合起来，可以开设心理健康

教育选修课，将心理健康知识有效传输给学生

群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做

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预防和自我化解。关注

心理健康理论知识的广泛普及，让学生在课堂

上好好学习，在课外有效应用知识，实现知行

的高效融通。充分把握社会实践、合作育人等

机遇，让学生能够走出校门，融入到社区、企业，

接触到更多的人，融入社会才能更好地了解社

会，了解国情，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凭借自己

掌握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实现自我价值，凸显人生意义。

（三）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

增强高校学生的心理素质，需要将心理学

知识学习掌握到位。现阶段，广大高校需要做

好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科学安排，考虑不同阶

段学生的心理特征、心理需要，提升心理知识

教育的针对性、全面性、系统性。这样一来可

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强化自我教育水平。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发挥学生在心理

健康教育中的自我教育及服务的功效，构建其

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体系。其次，坚持助

人、自助、互助的原则，成立学生社团，在心

理协会中选拔优秀的心理宣传员，开展定期培

训工作，引导他们如何高效的投入到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中。学生群体中推进心理自助、

互助等活动，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得到广泛深入

地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组织体系不断完善，

为发挥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优势

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四）特殊教育与普及教育相结合

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广度，以全体学生作

为教育对象，引导学生掌握更丰富的心理健康

知识，自觉形成良好的心理素养。心理健康特

殊教育面向的群体是有特殊要求的学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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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整合，贯彻面向全体的

原则，开展全面、多层的心理健康教育，立足

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计划、组织等层面，意识到

大部分学生的一致需求以及广泛存在的问题，

将提升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心理素养作

为心理健康教育的终极目标。其次提升个体教

育水平，立足于微观立场解决问题。例如新生

刚入学时，通过科学的心理测量工具了解学生

的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生心理档案，

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早发现，针对性干预，

尤其是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需要一对一

访谈，结合访谈情况，采取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举措，增强动态化管理成效。另外，完善心理

咨询及辅导系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

虑学生的心理实际，对其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服

务，保障个别辅导工作顺利展开，心理引导工

作真正细化到个人，让学生享受更优质的心理

健康教育服务。

（五）解决心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

合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围绕学生展开的工

作，说白了就是做人的工作，所以应当强调心

理问题的化解和实际问题的化解整合起来。相

关调查研究表明，高校的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相对集中，主要是由于自己在某方面存在缺陷

产生自卑的心理；各种关系处理不到位产生的

孤独情绪；由于焦虑、紧张等多重感受的叠合

出现的焦虑情绪；受到就业压力大、经济负担

重等因素的影响出现的苦闷情绪等等。考虑到

大部分学生存在的问题，首先做好必要的心理

教育和辅导，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化解实际难

题。为此，有必要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帮助学

生将学习、生活、就业、交友、健康等方面的

问题协调好。尤其是做好家庭困难学生的资助

工作，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做好大学生

管理及服务工作，减轻学生在学业、就业、生活、

经济等方面的负担，让他们顺顺利利的完成学

业，更好的走向职业生涯。

六、实行“五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体系的成效

大学生在校期间是实现角色转变的关键阶

段，这一阶段，大学生被多重压力包围着，很

容易出现焦虑、紧张、抑郁的情绪。因此社会、

学校、家庭三方联合起来为学生提供资源，保

障好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高校负责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机构，应当主动为学生提供专业

的帮助。但是，高校校情不同，各个二级学院

学生的心理问题也有差异，无论是工科类学科

还是文科类学科都有自身的优缺点。此外，随

着社会竞争的日趋严峻，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

人群增加，心理健康危机的事件频繁出现。诱

发心理问题的原因也更具繁杂，心理健康危机

表现形式甚至偶尔出现无法控制的现象。为此，

完善“五位一体”二级心理辅导路径，为思政

教育工作提供帮助，辅助心理健康教育、咨询，

结合院校特色，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氛，构建特

色鲜明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打造高素质的高

校心理咨询团队，帮助不同学院的学生解决成

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心理问题。“五位一体”

二级心理辅导充分调动学生能够对相关心理问

题的预防积极性，及时察觉自身问题，做好危

机事件的针对性干预工作，促进心理问题的高

效化解。创新“朋辈母语”模式，使得高校学

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得以更好的化解。

当今时代，瞬息万变，探索高校大学生以

及相应的心理辅导策略，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与此同时，也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临着

巨大挑战。从当前情况来看，开展心理健康工

作还需要立足于宏观层面做好调控。同时落实

到微观层面的实施对策中。创新更具特色化的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积极探索不同院校不同学

科不同学生的心理相契合的辅导路径。创新工

作模式，创建个性工作机制。展示优势，规避

劣势，贯彻落实立德树人、以生为本的工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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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创新“五位一体”二级心理健康辅导体系，

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干预提供保障。

七、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

当将眼光放长远，强调高效发展，重点推进。

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引领下，探索多样化的育人途径，拓宽心理

健康育人载体，高效推进心理健康育人工作。

继而提升高校“育心”“育人”“育德”的融

合能力，切实实现立德树人的心理健康育人总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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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将创新创业

能力培育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也成为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这对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毕业生创业就业、

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实

中，大学生参与创业的比例仍然较低，且成功

率也偏低，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创业能力

不足 [1]。

目前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已从“双创”教

育扩展提升到“三创”教育的内涵建设，而要

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现

有研究中关于大学生创业能力理论的相关研究

较少，导致量表开发更少，实证分析相对有限，

本研究基于前期研究获得的大学生创业能力理

论模型 [2-3]，以采用自主编制《大学生创业能力

自评量表》为研究工具，开展实证分析，考察

基于专业和年级的大学生创业能力发展状况，

探析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的路径。

一、量表编制与检验

《大学生创业能力自评量表》包括 69 道题

目，量表参照李克特（Likert scale）五级量表设计，

该量表的编制分两步骤：一是基于前期研究修

正的由 6 个维度 28 项要素构成的大学生创业能

力六维理论模型，获得由 88 道题目构成的测评

指标体系，初步生成一份大学生创业能力自评

量表 [3]。二是采用编制大学生创业能力自评量

表开展预测分析，以 1 所高校的学生为调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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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采集有效样本 300 份，获得一份由 69 道题

构成的大学生创业能力自评量表，在此基础上，

再随机抽取 96 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分析，采用内

部一致性系数、基本适配度检验、整体模型适

配度检验和内在质量检验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

检验。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能力自评量表总量

表的内部性系数为 0.988，6 个分量表的克仑巴

赫系数在 0.927 ～ 0.969 之间，这说明量表的信

度较高，达到测量学要求。基本适配度检验中

评价项目“是没有负的误差变异量”，检验结

果数据均为正数；“因子负荷均＞ 0.7”满足＞

0.5 的标准；“是否没有很大的标准误”，检验

结构数据为 0.266 ～ 0.500，三项模型适配判断

均为“是”，显示本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

基本适配指标均达到检验标准，表示估计结果

的基本适配指标良好。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方

面，绝对适配度指标较为合理，增值适配指标

欠佳。卡方为 5 611.731，p 值为 0.000 ＜ 0.05，

说明数据和理论模型不够适配，但从卡方值与

自由度之比看（5 611.731/2 262=2.481），在正

常范围之内（1 ～ 3），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

据的契合度较好。SRMR 和 RMSEA 基本接近和

基本满足适配标准。从验证性分析数据看，整

体模型而言，该量表的三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

型与实际观测数据的配适状况良好，即模型的

外在质量较好。在假设模型内在质量的检验方

面，题项信度上均大于 0.5，测量模型的收敛信

度和构想信指标度均达标，所估计的参数均达

到显著水平，T 值介于 19.70 ～ 45.52 之间；所

有估计的参数 p 值均为 0.000，均到达显著水平；

题项的信度＞ 0.5，各题项均＞ 0.5，潜在变量

的平均解释方差比例均＞ 0.5，潜变量的组合信

度＞ 0.6，可见模型的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拟合优

度的条件，表明模型的内在质量良好。以上验

证数据说明编制的《大学生创业能力自评量表》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作为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测

量工具是稳定可靠的、科学的。

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

调查样本采用纸质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发放

问卷 500 份，回收问卷 300 份，回收率 60%，

有效问卷 300 份，有效率 94.18%。本研究通过

SPP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及

相关分析等。

（二）结果

1. 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整体水平

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见表 1）：大

学生创业能力总分均值为 3.63 分，整体上处于

中等水平，在具体维度上，按水平程度的高低

排序，依次为创业者基本素养、职业通用能力、

创业领导能力、创业领导者特质、创业管理通

用能力、创新创业技能。

表 1 大学生创业能力整体水平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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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的差异

以专业为自变量，以创业能力总分和各具

体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

现见表 2：大学生创业能力总分在专业上的差

异极其显著（F=7.218 2，P ＜ 0.001），其中理

工类的学生创业能力总分最高，其次是艺术类、

财经类，农学类和其他得分偏低。在具体维度

上专业差异均显著，其中创业管理通用能力得

分偏高的是农学类、理工科类和其他类；创新

创业技能得分较高的农学类、农学类、理工科

类和其他类；创业者基本素养得分较高的是医

学类、农学类和艺术类；创业领导能力得分较

高的是理工科类、农学类和艺术类；职业通用

能力得分较高是艺术类、医学类和文法教育类；

创业领导者特质得分较高的是医学类、艺术类

和文法教育类。据此推测，专业可能影响大学

生创业能力的提升。

表 2 不同专业学生在创业能力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3. 年级的差异

以年级为自变量，以创业能力总和谐和各

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见表 3）：大学生创业能力总分在年级上存

在显著差异（F=7.218，p ＜ 0.001）。但在各具

体维度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在创业

管理通用能力、创新创业技能上存在极其显著

的差异，在创业者基本素质、职业通用能力、

创业领导者特质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创业

领导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将创业能力总分和各

具体维度上的得分比较，大四学生得分最高，

其次是大三学生、大一学生，而大二学生最低。

据此推测，年级可能影响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

升。

表 3 不同年级学生在创业能力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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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和年级背景变量与创业能力的相关

分析

将专业和年级变量与大学生创业能力总

分及各维度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见表 4）：除创业基本素质外，创业通用能

力、创新创业技能、创业领导能力、职业通用

能力、创业领导者特质与年级均呈显著的正

相 关（r=0.038；r=0.052；r=0.041；r=0.045；

r=0.054，p ＜ 0.001），创业能力总分与年级呈

显著正相关（r=0.047，p ＜ 0.001）。除创业领

导者特质与专业呈显著的正相关（r=0.008，p

＜ 0.001）其他维度与专业均无关。这表明了专

业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程度极小，但年级对

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极其显著，整体来看大学

生的年级越高，其自身的创业能力越强。由此

可见，大学生阶段的创业学习是大学生创业能

力提升的关键路径。

表 4 专业和年级背景变量和大学生创业能力相关分析

注 *p ＜ 0.01，**p ＜ 0.001

三、结论与对策

大学生创业能力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从

具体维度上的水平高低评估，依次为创业者基

本素养、职业通用能力、创业领导能力、创业

领导者特质、创业管理通用能力和创新创业技

能。大学生创业能力在专业和年级背景变量方

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专业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影

响不显著，年级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极其显

著，由此可见创业学习以及其依赖的基础创新

创业教育是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这一研究结论与相关研究是一致的 [4]。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四点对策：

第一，高校应构建分层次、分年级建立梯

度式的专创融合的教育体系。研究结论显示，

年级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影响显著，这说明大学

生创业能力的生成与提升需要依赖创业相关学

习来实现，因此高校应建立多元化的创新创业

教育平台，一是构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及第

三课堂对接和融通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5]。二

是分年级开设创新创业类实验班和特色培训课

程。三是分层次搭建梯度式第二课堂活动平台。

四是分年级建立校企共建的校外创新创业实践

基地活动和校内众创空间等多链条的创新创业

实践实训活动，即第三课堂。

第二，以“互联网 +”与大学生创业能力

的关系为切入点，创新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提升的策略。如培养学生互联网的创

新创业思维、意识以及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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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综合应用能力；开展互联网 + 创新创业类竞

赛；搭建在线创新创业模拟实战平台，“创办

网站对初涉商海的大学生要求不高，可以发挥

其聪明才智，是一种比较便捷的互联网创业途

径。[6]”

第三，高校应建立用人单位、毕业校友创

业能力评估的持续追踪与反馈机制。通过对关

联利益者的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创业发展轨迹和

创业能力评估的持续追踪调查，建立数据库，

采用大数据分析平台，以“数据导航 + 创业发

展评估”的模式牵引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深度

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并不断检验、变革和

提升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质量，进而实现以创

新创业教育为突破口的人才培养的持续改革。

第四，高校应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高校内部质量评估嵌入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质量评价指标，建立以创业能力提升为

导向的人才培养评价机制。创业能力是一种复

合型的发展型能力，其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积累

的过程，因此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应紧密结

合大学生创业能力评估，在人才培养全程中精

准嵌入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内容，将创业能

力的提升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同时，

开展创业能力评估的持续改进激励政策，促进

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创业能力的交互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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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Hierarchical Mode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u Yunhua
(Ezhou 365 Golden Class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Ezhou436000,Hubei )

Abstract: 300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college students for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 the middle level as a whole,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and grade background variables. Major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while grad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Entrepreneurship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Route





·32· 第 13 卷胡  震：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教育信

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教育信

息化“十三五”规划》《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力指

导推动了教育改革发展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为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营造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生态，开创新时

代教育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18 年 4 月 13 日，

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2.0 时代的

教育信息化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强调

以“数据”为基础，以“连接”为要义，以“开放”

为策略，以“智能”为目标。《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面向未来描绘了教育发展的前景，明

确了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

性及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科技使然的

环境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使得信息技术与教育的

深度融合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工具、手段及

核心特征之一 [5]。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十四五”

规划研究课题及研究要点中，也已将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升级和服务创新给教育教学形

态、教育服务业态等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作为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6]。随着信息技术对教育的

影响日益深入，加快推进教育变革推动教育组

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创新，以教育信息化

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

发展的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已进入大数据时代，

教育大数据将深刻影响教育教学改革，这就要

求高等教育领域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以大数据思维作为重要的教育教学理念，洞察

新机遇，迎接新挑战，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教学

质量和水平。

一、大数据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

思考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同其

他新兴信息技术一样，会很快进入高等教育领

域，融入高等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促进高等

教育教学的快速发展。本文将大数据时代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

( 一 ) 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

在大数据时代，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始终保

持清醒的头脑，那种把信息技术的功能极端放

大，主张校外教育可以完全替代校园教育，线

上教学可以完全替代线下教学等等想法是不可

取的。国内外教育教学的经验一再证明，不论

哪个时代、也不论哪一项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

都没有改变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因此，在大

数据时代，高等院校和高校教师在全方位育人

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动摇 [7]。高等教育要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就是要

求学生要回归初心，刻苦读书学习；教师要回

归本分，潜心教书育人；高等院校要回归初心，

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要回归梦

想，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这些足

以突显高等院校和高校教师在“立德树人”和“传

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地位。

21 世纪以来，“以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指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面对的是学生、

社会和知识三者间的关系，其中学生是本体。

高等院校在拉近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增进师

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关注学生的发展状态、学

习过程以及学习效果的同时，依然不能摒弃“以

教为主导”的原则。现代高等教育鼓励将最新

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也鼓励用最新的技

术手段创新教学方式。但教育大数据、教育云

平台等教育高技术的发展，其根本定位是高等

教育转型升级的工具，不可能完全替代高等教

育本身，高等院校环境育人、管理育人，高校

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也永远不

会改变。

( 二 ) 关注大数据给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带来

的新变化

在大数据与高等教育不断融合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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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教育生态是当前高校教师

在教学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课题。笔者认为，

大数据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

其中在教学模式和教学资源两个方面更为直接和

凸显。

在教学模式方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实现了信息技术与现代教育教学的相互

促进，由此诞生的在大数据手段支撑下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成为了教学模式的主要发展方向。如

今“互联网 +”和大数据技术为高等教育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教育传播模式和学习平台，促进教学

方式方法和学习方式朝着教学模式混合化、教学

方式信息化、教学资源开放化、学生学习个性化

和学习过程社会化方向转变。也诞生了多种以学

生为中心的互动式教学模式。教育研究者和教学

实施者应该更加关注信息技术实现对人才培养产

生的重要改变：包括传统教育教学过程与教学模

式的改变，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变，以及教育教

学目的从知识传授为主向能力素质培养为主的改

变，积极探寻信息技术给高等教育教学过程带来

的深刻变化。

在教学资源方面，丰富的数据资源、开放

的数据平台，成为了教学活动的重要补充。目前

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仍然存在优质数字教育资

源不足、区域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等问题。2019 

年 9 月，由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三通

两平台”“农远工程”的实施，到国家精品课程、

网络公开课、慕课和在线金课的建设，我国数字

教育资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8]。近年来，中国大

学 MOOC、雨课堂和超星学习通等各种教育类资

源平台的兴起，利用在线学习交流平台，获取个

性化的教学资源和学习支持，使教学过程由知识

传授向自主学习转变，更加推动了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的教学模式改革的前进。灵活多样的微课

可利用无线宽带连接和移动终端实现移动学习，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推广了个性化学习方

式。疫情期间各大高校借助腾讯会议、钉钉等各

类交流平台的线上授课，也加速了互联网教育的

渗透 [9]。

( 三 ) 重视大数据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

顶层设计

持续推进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的基本

前提是能够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时代特点，与时

俱进不断完善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以

及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的课堂设计，充分发挥高

等院校和高校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突显人才

培养方案和教学实施计划的时代性与阶段性。

大数据融入高等教育教学，最直接的变化应

该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上。一方面，涉及人才培

养方案中学时的重新调整分配。随着大数据在教

学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实施，需要对各课程模块的学时进行重新

分配。另一方面，涉及教学内容的调整，根据不

同的学科建设要求，大数据理论与技术应进入相

关的课程或更新课程教学内容 [10]。此外，大数

据支持下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更加便

于院校教育中因材施教的有效实施。目前，大数

据驱动下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还有很多空白。

近年来，各高校都在着力建设依托本校优势学科

的精英班次，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为“因材

施教”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与有效

支撑。应鼓励基于大数据分析，制定符合“院校

优势学科 + 学生发展特长 + 社会发展需求”的个

性化人才培养方案，有效走通特殊需求人才培养

的新机制，促进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创新发展。

在课程实施环节，课程团队同样应针对教学

新特点做出修订，通过不断迭代完善，满足现有

学习模式和学生学习需求的变化。比如，随着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推广，可将更多的理论性的、

基础性的知识放在线上，更多的线下学时进行知

识的补差以及理论的实践。与此同时，积极推进

线上线下的学时认证，通过完善线上的教学、答

疑和评定等环节的学时认定，在实现课程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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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强化对教师劳动成果的激励与认可，最

大化保护好教师权益，对提高教学积极性与成

就感具有重要作用。

( 四 ) 推进大数据时代考核评价模式改革

目前，高等院校更加关注“以能力培养为

导向”的教育目标，着力打造“知识传递—能

力培养—思维提升—价值塑造”四位一体的培

养模式。近年来教育部高教司提出建设中国“金

课”，强调首要标准就是高阶性，通过培养学

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达到

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高等教育要实现上

述目标，考核评价方式依然是指挥棒。笔者认为，

实现“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教育目标，高等

教育教学的考核评价方式至少需要关注两个方

面的转变：一是更加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估评

价方式。通过加强课堂教学中的学习过程考核，

推动学生主动投入学习、学会深入思考。二是

增加开放性试题的考核比重。终结性考试中开

放性试题重点考核、评价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能力，通过

增加考试开放性命题的改革，引导学生在掌握

知识的同时，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运用，为提升教

学质量监控水平，实现考核评价方式转变提供

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开展形成性评价的关键是

设计便于有效计量的过程考核指标体系与数据

采集方式。基于大数据的过程考核平台，可以

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数据记录，使形成性

评价更加及时、准确、高效。目前，无论是基

于互联网的在线教育资源 ( 如慕课、微课等 )，

还是高等院校主导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都利用网络提供的各种通信接口 ( 如 APP、微

信公众号等 )，开发形成了针对各学习环节过程

考核的在线监控平台，为学生学习过程的科学

评价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二、大数据与高等教育教学融合应重点关

注的问题

( 一 ) 关注教育理念的转变

理念转变至关重要，大数据在教育教学领

域的应用与实践，同样离不开教育工作者教育

教学观念的转变。推进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的深

度融合，实现大数据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促

进作用，离不开高等院校教育管理者和广大高

校教师的积极参与，关键是要树立新的教育教

学理念，把大数据思维贯穿于教育教学管理的

全过程，把大数据技术引入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舍得经费和精力的投入，切实将大数据的理论

与技术引入教育教学和管理。

( 二 ) 关注已有教育教学数据的高效运用

教育大数据直接产生于各种教育教学活

动，主要包括教学活动、管理活动、科研活动

和校园活动等，随着学校教学信息化程度的不

断推进，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教育教学数据，这

些数据通过学校本地计算中心或云端存储等多

种方式成为教育大数据集合，如，有的学校通

过网上阅卷积累了大量的考试数据。教育大数

据的综合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笔者认为，当前高等院校重

要的是如何有效利用已有数据，迅速推开大数

据在教学领域的示范应用，并通过数据的关联

分析，发现教学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辅助教

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 三 ) 关注教育教学数据安全

大数据在融入高等教育领域的进程中也存

在一些瓶颈以及亟待完善的问题，其中需要重

点关注的是数据安全隐患和隐私保护问题。在

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网络行为近乎透明，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院校教师的教学过程与学

生的学习过程始终处于被“监控”状态，其教

学行为将被“数据记载”，由此带来了对个人

隐私保护的担忧和行为数据泄露的隐患，教育

教学所产生的数据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因此，

高等院校在推进大数据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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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必须把数据安全作为重要的因素予以

高度重视，进一步研究明确数据采集的边界，

教学行为数据的知悉范围，以及数据的应用场

景等相关问题的标准与规范。

三、结束语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有效推进大数据与

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是在教育发展历史成就基

础上实现新跨越的内在需求，是顺应智能环境

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目前大数据与高

等教育的融合还在积极探索，面对诸多困难，

但当务之急是摸清发展的主线，把握转型的方

向。笔者认为在总结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基础

上，结合大数据思维与技术革新，重点围绕高

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教学模式的变化，人

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以及考核评价模式改革等

核心问题进行切入，能够使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视角更加聚焦，是当前破题解题的关键思路，

是推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是

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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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Hu Zhen

(Ezhou 365 Golden Class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Ezhou436000,Hubei )
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at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grasp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ew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big data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reform, top-level design of 
talent train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ode,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higher education, for reference by higher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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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永明

目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学生主要面

向幼儿园和早教机构的保教工作岗位，基层工

作的性质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同时具备

综合专业教学技能。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

赛规程设置以检查学生专业综合适岗能力为目

的，主要侧重锻炼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内容范围广，

包括幼儿园教师保教科技制作、讲故事、幼儿

歌曲弹唱及歌表演、命题画、幼儿园保教活动

分析、幼儿教师职业素养、幼儿园活动设计与

指导等教学基本功，全面考查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专业实践技能。

高等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

是由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教育类专业指导委员

会主办、职业院校承办，各开设学前教育专业

的职业院校参加的一项重要赛事活动。陕西省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于 2016 年

开始举办，由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主办，

2017 年起，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正式列入全

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项目，由教育部主办

的全国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正式开启，

这是目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水平最高的比赛，

旨在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保教实践技能提升。

1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意义

1.1 技能大赛促进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师生

交流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为高职院校师

生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同期举行的高层

次学术专业会议为各高职院校层面创造交流平

台，大赛优秀教学案例也为各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教学树立更高层次范例。

多样化的技能大赛内容和形式、不同大赛

选手的参赛风貌和心理素质表现，可以让来自

不同地区、不同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相互了解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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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技能掌握情况，各院校师生可以通过参

赛和观赛充分学习其他院校师生技能培养训练

的经验，以实现发展自身专业教育技能的目标。

通过校赛、省赛、国赛层层比拼，增加了

各高职院校师生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相互了解

的同时，引导师生共同成长和发展。学前教育

专业技能大赛的举办，能够为高职院校学前教

育专业教师和学生提供良好发展的契机和增长

见识的机会。

1.2 技能大赛推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

改革

技能大赛赛项规程反映的是高职学前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标准，是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指向

标。

所以，通过对大赛的认真思考，教师可以

完善自身课程教学活动设计和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学校可以完善自身人才培养体制

机制建设，促进各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更好的发

展。

技能大赛的开展，促使教师变革自身专业

知识结构，搭建与之相适应的教学体系，这种

改变能更新教师教学观念、提升教学水平、融

合大赛和日常教学活动。通过指导学生技能大

赛，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需要依据大赛内容更新

教学观念，理念的更新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

践和学生备赛。指导教师需要充实自身本领，

通过多种渠道关注专业领域前沿新发展、延展

自身专业新视域、学习优秀同行，进而提升理

论和技能水平，只有不断学习和发展，才能更

有说服力地指导学生技能大赛。

技能大赛的比赛内容对应幼儿园教师工作

情境，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

置要对接幼儿园教师工作岗位，做到岗位、课程、

比赛融通，需要选手具备扎实的文化理论知识

和过硬的幼儿园教师保教技能。依据技能大赛

调整课程教学内容，既要加大实践技能课程和

考核所占权重，还要融大赛内容进入日常教学

中。

1.3 技能大赛提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

技能大赛能增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全面综

合素质的培养，对推动学生的发展有着非常重

要的现实价值。学生从备赛、参赛过程中，都

可以提升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综合能力，还

能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激发学习热情等。

高职生源大多存在着文化基础较弱、学习

动力不足等问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大赛以培养实践技能为主，能够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增加其学习成就感。

技能大赛选手严格的选拔过程代表着优异

的专业技能测试成绩，让学生认识到进入职业

院校学习同样可以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只要足

够努力，一样可以获得成功，这样的学习动机

增强了学生求学自信心。

技能大赛的举办提高了学生综合职业技

能，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专业技术技能型人

才，各院校都开始重视学生实用技能的培养。

技能大赛通过备赛、比赛，既考查选手综合职

业技能水平和素养，还比拼了心理素质、人际

沟通及组队合作能力。整个过程中，对遇到的

各种各样问题、困难、挫折的克服和磨砺，还

需要选手具备灵活应变、不断沟通及外联协调

的能力。因此，技能大赛培养学生全面、综合

的职业素养，是学生求职就业必备的技能，也

是他们应该拥有的核心能力。

2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存在的

问题

教师参与指导技能大赛积极性不高。教师

们认为技能大赛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投入部分参赛学生上，过度关注大赛的选拔性，

无视大赛提高全体学生的技能基本功。此外，

还认为指导学生技能大赛获奖并获得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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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机会较少，这大大掩盖了大赛的教学改革

价值。

学生参与教育技能大赛动机较弱。一方面，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内容综合性强且获

奖难道大，具有一定艺术技能基础的在校学生，

更愿意参加声乐、舞蹈、数学建模、英语口语

等其他师范类赛项。另一方面，理论知识较扎

实的学生，由于缺乏相关艺术类技能基本功训

练，备赛中需把大量时间投入歌曲弹唱、歌表

演和命题画的训练上，并且短期内训练效果不

是很理想。

技能大赛备赛训练实训条件不足。学前教

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由第三方公司提供训练用

实训与考核指导系统，院校没有投资购买相应

设备，缺乏仿真模拟情景等专业校内实训室，

参赛学生平时训练不具备模拟比赛过程的条件。

技能大赛组织管理与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由于不同学生技能大赛赛项之间存在着差异，

学生技能大赛组织管理办法应考虑个人赛和团

队赛不同性质的赛项区别。现有技能大赛激励

制度不能充分调动教师参与指导学前教育专业

教育技能大赛的积极性，同时缺失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教学技能基本功训练办法。

3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对策

3.1 重视技能大赛对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掌握专

业理论知识、具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能够

胜任幼儿园教师工作岗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培养的人才要满足幼儿园需求和社会发展，只

有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专业理论和基本技能，才

能体现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实用性。基于此，

开展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开展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提供人

才培养改革依据，提供师生交流学习契机，增

强学生综合实践技能训练，推动教师课堂教学

革命，深化课程内容实践改革，促进学前教育

专业内涵建设和发展，从而提高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

学校和教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技能大赛，

正确看待技能大赛对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价值。

成立技能大赛组织管理机构，在学校技能大赛

管理办法政策背景下，党政联席会议重点研究

师范类学生技能赛项重要性，根据各赛项竞赛

内容的差异性和获奖难易程度，有针对性地安

排指导制定二级学院契合实际情况的学前教育

专业教育技能赛项管理办法，扎实推进面向全

体学生举办校级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和

选拔精英选手参加省级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大赛，有效发挥技能大赛提高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的作用。

3.2 夯实基础理论知识，提高专业学生保教

技能水平

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要面向全体专业学生，

是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展示专业所学的舞台，

培养全体学生具有以幼儿为本的专业意识，让

所有学生能够将课堂学习的理论和技能运用在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中，以此认识不足、

查漏补缺，真正提高自己专业实践水平，为日

后顺利毕业和胜任岗位工作奠定基础。

技能大赛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并能

够学以致用，这就要多启发引导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来解决幼儿园教师实际工作问题，增加丰

富多样的竞赛内容和形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地

投入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借此弥补理论

知识空缺，并认识到理论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技能大赛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艺术技

能，包括对儿歌歌曲理解、音准把握的幼儿歌

曲演唱能力，准确优美的儿歌弹唱能力，富有

创意的幼儿舞蹈表演能力等，这就要直面学生

艺术技能基础薄弱现状，综合地调整艺术技能

课程教学目标、建设整体化技能课程教学内容、

运用多样化技能课程教学方式、实施多元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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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课程考核方式、校园合作协同育人和培训师

资，才能切实提高参赛学生专业艺术技能运用

能力和水平。

3.3 改善专业技能训练实训条件，推动教学

资源转化

学校层面继续加大对学生技能大赛资金投

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投入各技能赛项，尤其

重点支持综合性强且获奖难度大的技能赛项，

改善实训条件，建设学前教育专业技能仿真模

拟实训室，学生平时进行教学基本功训练的同

时就可以模拟技能大赛过程。对于教师训练指

导学生参赛，建议学校承担师生全部参赛差旅

费及补助费用，不给大赛指导老师和参赛学生

带来额外经济负担。

依据技能大赛设备与设施管理办法，对接

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软硬件要求，改善保障

比赛训练的校内专业实训室条件，确保比赛活

动能够顺利开展，实现学前教育专业情景化教

学、项目化教学的实施。建设实训室主要有通

用性设施和特殊性专用设施两大类，共用设施

有计算机机房、画室、舞蹈室、钢琴室和音乐

室等，主要支撑保教活动课件制作、主题儿童画、

儿歌弹唱及歌表演等 ; 特殊专用设施有专业情

境模拟实训系统平台，主要支撑幼儿教师职业

素养测评及保教活动案例视频分析等，这个平

台基于儿童感统训练、保教实训、儿童行为观

察等专业实训室的支撑。

学校应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学前教育专业技

能大赛内容转化教学资源，将大赛成果转化成

教学资源，然后融合渗透到常规教学过程中，

实现技能大赛反哺专业教学活动的作用。专业

日常教学过程中，探索以大赛为导向的活动项

目设计模式，积累竞赛项目转化为典型教学案

例的做法，利用互联网多媒体教育信息技术创

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而建设专业教

学资源库，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3.4 校园合作制定科学技能大赛组织管理制

度文件

校园合作建设专业实训基地，共同探索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和研究早幼教行业发展趋势，

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有效的渠道。技能大赛

邀请早幼教行业专家、企业人员和优秀幼儿教

师参与，承担大赛指导和评判等。赛项规程内

容修订要充分考虑到行业发展新形势和新理念，

密切联系企业进行技能大赛备赛，走入幼儿园

课堂与幼儿面对面进行技能训练。通过幼儿园

优秀教师帮助和指导，了解幼儿园教师岗位能

力需求，确保技能大赛取得良好效果。学前教

育各用人单位关注技能大赛，参与大赛全过程，

以便选拔任用优秀专业技能人才。

学校修订学生技能大赛管理办法，建议面

向全部各级各类专业技能赛项的同时，充分考

虑各赛项综合性和获奖难度系数设置相应奖励

标准，将专业综合性赛项、单一性和公共性赛

项加以区分。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均可参加的

学前教育教育技能赛项、声乐和中国舞赛项、

数学建模和英语口语赛项应该体现差异性，以

更好地引导教师和学生专心教学和专心学习。

发挥基层教学单位主观能动性，制定师范类专

业学生技能大赛组织管理实施办法，做好正确

的专业人才培养引导，提高学生技能大赛奖励

额度，调动师生参赛积极性，发挥技能大赛对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

3.5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修订完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由于社会对学前教育高质量的需求日益增

长，随之而来是剧增的幼儿教师培养规模和质

量要求，幼儿园教师专业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亟

待提高。依据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等文件精神，改革学前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调研

学前教育行业市场需求，调整和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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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通过技能大赛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以学

前教育专业技能培养为核心，全校组织系列校

内专业技能选拔赛，既展示教学成果，又丰富

学生文化生活。

充分征询行业专家、用人单位、往届毕业

生等方的意见和建议，以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

能大赛为载体，紧扣有关人才培养文件精神，

修订完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标职

业工作岗位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与

规格。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

学内容及毕业要求等，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

建设、教学方式及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

以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

结语

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是反映国家职业教育教

学水平的重大赛事活动，对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和提高职业教育水平起着主要作用。本文中，

笔者结合自己实际工作经验对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技能大赛的意义进行分析，对技能大赛现状

进行梳理和研究，提出优化对策建议，为更好

地实现“岗课赛”融通、推动学前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改革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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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kills Competi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i Yongming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 The campus cooperates to formulate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competi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Skills competi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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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Children's Playing and 
Sing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Yang Wenhua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 Music can cultivate sentiment, and music education for children from childhood will cultivate 
their aesthetic taste. Therefore, playing and singing children's song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essential 
learning skill in preschoo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the shortcomings of children's song playing skill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propose som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Children's song playing and singing; preschool education;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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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弹唱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现状及改进策略

杨文华

现代教育对幼儿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幼

儿 教师的弹唱水平不足又会影响教学质量。这

就要求教师要采用一些有效的教学方式，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为现代教育培养

高素质的 优秀人才。

一、儿歌弹唱的重要性

弹唱是幼儿教师综合能力的体现，是教师

必备的重要技能。幼儿园的孩子还小，无法理

解复杂的知识，儿歌弹唱在教学中所占的比重

较大。 这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要掌握钢

琴等乐器， 以便能够更好地进行儿歌弹唱。学

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也要在课上学好理论知识、

伴奏编曲、组织 音乐活动等，以便提高自身的

儿歌弹唱技能。

二、儿歌弹唱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现状

( 一 ) 学生的音乐基础薄弱

近年来，随着社会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对

教师的素质要求也逐渐增高，很多学生都涌向

学前教育专业。但是学生的音乐基础水平高低

不一，有的学生连基础的乐感都没有，他们对

所学的专业也不了解。基础薄弱的学生，在学

校的几年时间并不能很好地掌握知识并达到熟

练程度，很难完成各类音乐科目的学习任务。

学生的基础与素质不同，并且音乐类的课程需

要基本功，专业性太强、理论太难，导致学前

教育专业的现状很差。

( 二 ) 教学资源少

现代高校中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大多还是

采 用传统的教育理念，即以讲课为主。在这种

教学 模式下，学生很难有创新意识与即兴创作

能力， 因此学前教育的教学水平无法提高。学

前教育的教师一部分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

另一部分是音乐类专业毕业的，二者都有自己

的优缺点。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对乐器的使用

能力较弱，音乐 类的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知识

的掌握程度不够。 当前，学前教育更需要的是

两者结合的专业人才。

( 三 ) 师生之间交流少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对孩子从小进行音乐教育会培养其美学情趣。因此，儿歌弹唱逐渐 成

为学前教育必不可少的学习技能。本文将就儿歌弹唱技能的学习在学前教育专业中所存在的不足加以

研究，并提出一些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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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课堂中，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较

少， 教学者一般以讲授知识为主， 而学习者缺

乏兴趣， 听课不认真，容易走神。并且有一部

分学生的基础本来就差，慢慢地就没有了学习

的兴趣，时间 一久就会选择放弃。同时，大学

不再像高中那样要求那么严格， 学生没有那么

大的压力， 容易松懈， 对于教师抛出的问题也

大多容易忽视。再加上课堂氛围不活跃，教师

对学生在本节课中的掌握情况就很难了解，最

终导致教师讲教师的，学生忙自己的，教学效

果不佳。

三、学前教育专业的改进策略

( 一 ) 改进人才培养的措施

学前教育专业可以多招收一些音乐基础比

较好的学生，培养应用型人才。对于教育知识

能力较好的学生，要加强培养他们的音乐能力，

掌握弹唱、编曲、即兴创作的能力，增加他们

的训练 时间， 让他们多加练习， 使他们的能

力更加熟练。 人才的培养要结合社会的需求与

个人的才能，从实际出发，培养综合能力高的

人才。教学者可以多推荐一些好的网课、慕课，

让学生课下学习， 与课上相辅相成，提高学生

的专业水平。

( 二 ) 创新教学观念

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教学者在课堂上要

多采用现代技术，避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分

析适合幼儿学习的歌曲，例如《数鸭子》，教

学者要为学生分析曲目的调式调性，有助于学

生更好地学习；改变教育理论体系， 加大在实

践方面的比重， 让学生走出课堂；增加学生之

间的竞争，让学生进行弹唱能力比赛，增加他

们对这一能力的积极 学习意识。

( 三 ) 创新授课方式

首先，教学者需要因材施教，了解学生的

优点与不足， 将学生们分组， 组内的同学互相

帮助、 互相借鉴。也可以举办一些竞赛，让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参加，增加其学习动力。其次，

教学者应开展科学有效的讲课方式， 例如理论

课、实践课、 观察课等，让学生在课下通过学

习通、慕课等进 行线上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

( 四 ) 增加师生互动

在高校课堂中，教学者应该改变传统的单

一 教学模式，让课堂活起来，增加师生之间的

互动与交流。教学者可以让学生们分组讨论和

实践，让每个学生都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学者

通过学生的展示给出意见，与学生共同探讨，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教学者在讲课的过程中可

以讲一些有趣 的事例，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儿歌弹唱是幼儿园中的基本教育理念，是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能力。现在的学

前教育专业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需要高校

教学者改变教学理念，引导学习者将在课堂中

学习的知识与实际能力相结合， 从而为学前教

育培育优秀的人才。学习者也要树立正确的学

习观念，认真学习，增加创新意识， 使儿歌弹

唱的技能更加流畅自然、 富有艺术表现力，培

养其自身的乐感，提高其专业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 余燕 . 学前教育专业儿歌弹唱能力培养

策略浅谈 [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04) .

[ 责任主编：张民锋 ]

（下转 P40）



2022 年 12 月
第 13 卷第 4 期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Weinan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December   2022
Vol.13          No.4

新时期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与创新

郜    洁

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代社会的持续发

展，使国家对高水平、强素质人才资源的需求

数量越来越大，教育事业作为培育优质复合型

现代人才的重要领域，须时刻注重其发展的与

时俱进性。其中，学前教育对于现代人才培育

系统的顺畅运行来说，既是教育行业开启立德

树人工作的重要启发阶段，也是为未来高层次

教书育人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奠定正确基调的关

键环节。所以，学前教育发展时效性和具体实

践进程，一直是教育行业和社会所高度关注热

点问题。尤其是国家新农村建设、发展进程不

停加快以来，教育领域越来越多专家与学者、

教育人员，已然全面认识到农村教育创新实践

的时代性与必需性。从实际教育价值与意义来

看，学前教育不但是引领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

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教学手段，更是

辅助学生自小树立正确三观和精神信仰，构建

正确学习思维的主要教育阶段。因此，为更好

地激发学前教育在农村社会中的育人作用与积

极影响，本文将结合尹坚勤等主编的《农村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研究》，深层次分析我国学前

教育在农村社会的实践发展现状，并基于新时

期发展背景，全方位探索优化、创新农村学前

教育体系建设的可行性策略，以助力增强农村

学前教育整体质量，为农村学生创建更好的学

前教育服务环境。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出版的《农村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研究》，以国家将学前教育

纳入公共服务领域所提相关政策为理论依据，

深刻认识到重点推进学前教育实践、应用于农

村社会的现实意义，将农村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建设问题视作构建整体理论框架的核心要点，

对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实

际，进行了全面且详细地探索与研究，兼具极

强理论性与实用性特征。本书从特定文化背景

出发，将高度关注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境况、增

强相关问题改善效率，看作优化农村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部分，并主张在政府

正向指引下对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实施科学再分

配行为，进而加快实现针对农村学前教育发展

的教育补偿目标，促使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先扶

持政策在农村社会得到贯彻实行。除此之外，

本书还以加强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为思

考方向，积极探索、论述能有效维持城乡均衡

发展状态，保障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质量的

实践路径，对人们竭力推动农村学前教育在新

时代的创新发展，有珍贵理论参考价值和重大

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本书论点清晰、主题明确、

结构简洁、论述得当，既可作为学前教育工作

者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工具书，也值得研究学

前教育发展的人员深入阅读。

学前教育是国家根据时代发展变迁形势组

建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必需基础要素，对促进农

村社会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有着无法忽视的

推动作用。近年来，伴随学前教育在农村社会

的深入应用与实践，农村学前教育水平在国家

极度重视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情境下得到极大增

强 ; 但就具体发展过程分析，农村开展实际教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开封     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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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时，仍存有待改进之处，以致农村学前

教育整体效果差强人意。因此，为更好、更快

地强化农村学前教育效率与实际教学水平，清

楚掌握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重要性，正视农村学

前教育运行中所存问题，并为此提出相应优化

措施，是农村学前教育能在时代不断变化中得

到持续、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农村开展学前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学前教育主要指以三至七岁年龄段的孩子

为对象，进行统一、标准化教育的教学活动，

对学生未来成长之路有深远影响。即学前教育

工作的有序开展，在促进人的一生发展之中占

据重要地位 ; 再加上学前教育在学生个性发展

特征与规律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极强再造特性，

对加强适龄儿童身心与智力的健康发展有众多

积极影响。所以，基于此认知，学前教育的贯

彻实行具有十分明确的现实意义。农村积极开

展学前教育活动主要目的是，为农村社会广大

适龄儿童创建平等基础教育条件，进而为有效

缩短城乡教育差距、加快实现城乡教育公平、

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可行性实施途径。

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更多农村家

长意识到教育对促进孩子个体成长的重要性，

纷纷对农村教育发展实际提出更高需求，这将

为农村教育朝向更高水平趋势发展提供充足动

力。所以，由客观视阈分析，农村顺应当代教

育发展形势开展学前教育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方面，引领农村儿童养成良好人格品质，

为其未来成长营造健康、适宜教育环境。人格

品质作为农村儿童创建完整综合素质体系的核

心要素之一，其发展状态是否健康、良好，深

刻影响着儿童综合素质体系建设水平。学前教

育是加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起始环节与关键

阶段，教师可通过组织多元教育活动构建符合

农村社会发展需求的后天教育环境，让农村适

龄儿童能与周围人群建立和谐、友好的相互学

习过程，从而在多方因素作用下，对身边的人

与事物形成初级感情和态度，以此为其日后的

行为举止与人格品质的发展奠定牢靠基础。所

以，学前教育对农村儿童建立健全良好人格品

质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学前教育特有的启蒙性基础育

人作用，益于培育、提升学生认识能力。学前

阶段是农村儿童快速认识各种新鲜事物与价值

理念的重要时期，对有效增强其认识能力起到

关键推动作用。据有关研究表明，儿童在学前

关键时期不仅能快速学习、掌握丰富基本知识

与经验，还易在正向教育引导下形成良好学习

与生活习惯 ; 若是再晚一个阶段开始培养儿童

认识思维、规范其行为举止，那难度将会大大

提升，甚至有些儿童已然造成无法弥补的发展

局面。

有明确目标与计划的学前教育具备极其明

显的诱导性育人功能，利于促进农村儿童个体

发展，使其形成基础认识能力，从而为日后深

入学习创建稳固基石。

二、农村学前教育实践发展现状

近年来，伴随学前教育对加强育人水平的

重要性与必行性逐渐被更多教育人员所熟知，

农村学前教育在国家高度重视下得到很大程度

上的发展 : 一是农村许多地区均以当地教育发

展需求开设多元学前教育院校，使该地学前教

育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 二是根据当地社会

经济实况和学前教育资源，对已有学前教育院

校实施升级、优化建设，为农村儿童构建更加

优良的教育环境。但因农村教育相较于城镇教

育来说，发展历程较短、实践教育经验稍有欠缺，

且部分地区因重视程度不高而致使该地教育教

学设备建设进度十分缓慢，所以，从整体发展

视角来看，农村学前教育仍因地区间的发展差

异而存在以下不足，以致农村学前教育水平很

难得到大幅提升。

首先，农村学前教育未受到应有重视，相

应办学体制较为专一。一来，农村社会在新时

期的持续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认清

促进教育发展必要性，但因农村儿童多是与思

想普遍较为保守的留守老人共同生活，且大部

分老人对学前教育没有清晰认知，所以农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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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受重视程度远低于预期值 ; 二来，各种

针对性教育文件与政策的出台，虽使农村学前

教育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可各院校办学体

制太过专一，以致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毫无特色

可言，教育效果也因此不尽如人意。

其次，地方政府投入经费有限，教学设备

体系整体呈现落后状态。综合多方因素来看，

农村学前教育活动的开展多是由民办与私立机

构承担，存在个体投资实力较弱、盈利性强的

现象，农村学前教育在此种情境下的发展进程

将会受到严重阻碍。再加上地方政府针对学前

教育发展的投资力度较小，相应教育教学设备

建设水平迟迟未能跟上时代发展脚步，以致多

数院校仅是起到看护儿童的作用，学前教育寓

教于乐的服务功能逐渐退化，农村儿童难以从

中学习并掌握到充足知识和健康思想观念。

最后，人力资源配置缺乏合理性，现有教

育队伍综合素质水平较低。因民办与私立学前

教育机构盈利性质十分明显，会在经济利益驱

使下压缩一切教育成本和教学开支，如一个班

级只配备一位教师，甚至直接省去保育员岗位

的设置，教师身兼数职等，所以，由实际情形

可知，农村学前教育机构不仅存在人力资源紧

缺现象，配置也十分不合理。同时，农村学前

教育工作者多为高中或中专毕业的女性，学历

有限，且多数未经过专业培训与进修，这在一

定程度上拉低了农村学前教育队伍整体建设水

平。

三、新时期农村学前教育创新实践路径

新时期发展形势下，针对上述内容分析，

大力推动农村学前教育的创新实践发展，是保

证学前教育在农村社会得到贯彻落实的必行之

路。对此，地方教育部门与农村学前教育人员

应直面现实，参考下述要点全面促进农村学前

教育在新时代的创新与改革。

第一，加大学前教育在农村社会的宣传力

度，全力提升农村学前教育受重视程度。一方

面，农村学前教育深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将

加强学前教育在农村社会的宣传、推广看作首

要任务，指引更多家长全面且深入认识学前教

育在儿童一生发展中的不可或缺性，以此为学

前教育在农村社会得以顺利开展铸造思想基础 ;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实行各种福利政策

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农村学前教育活动同时，

也需正向引导、支持民办与私立学前教育机构

以农村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根据自身情况提

供科学性、人性化的惠普性教育服务，以确保

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持久性。

第二，地方政府可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行为，

优化、完善农村学前教育教学设备。一来，政

府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活

动的前提条件下，需根据农村当地学前教育发

展实况适当加大投资力度，以便在严格遵循国

家规定基础上，与众多社会力量共同辅助农村

建立健全配套性学前教育体系，从而使学前教

育在农村社会得到广泛普及 ; 二来，人们还可

利用政府所投教育资金与资源进一步完善农村

学前教育教学设备建设，顺应当代儿童个性发

展特征与需求，不断优化、升级教学设备体系

的构建; 并以当地发展特色与规律为参照依据，

打破专一办学体制限制，创建特色化教育体系，

以增强农村学前教育代表性。

第三，政府与机构共同强化人力资源配置

合理性，并提高学前教育队伍综合素质。教师

是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府应

对此有清晰认知，将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教师

纳入编制体系，明确学前教育教师岗位性质，

为其创建优良工作条件和环境，尽力平衡城乡

专业师资配置。此外，为改变民办或私立学前

教育机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的不良现象，政

府可结合时势科学提升学前教育机构创办门槛，

对创办者以及旗下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与专业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和标准，并以强化教师综合素

质为目标，与相关教育机构协同组建专业培训、

进修活动，提升教育队伍发展水平，进而从源

头上确保农村学前教育质量。

[ 责任主编：孙占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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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的探究

彭盈悦

1、问题的提出

为了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国

家把幼儿园教师队伍质量的提升摆在了重要的

位置．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由之前的增量逐

渐把重心转移到求质上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后备力量，其核心素养对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

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势在必行。

核心素养不只是知识和能力的简单叠加，

而是运用知识、能力和态度去适应各种复杂情

境所需要的复合能力．从各国对核心素养的界

定来看，法国、德国界定的核心素养都与职业

工作密切相关，并且都是通过对工作内容进行

分析进而梳理的核心素养，虽然有的国家在对

核心素养进行界定时包括了工作、学习及生活

等各方面，但主要还是以职业工作为主。[1] 通

过各国对核心素养的研究可以发现：各个国家

在界定核心素养时会以职业工作作为界定的依

据，因此国家颁布的相关职业标准或者专业标

准对于探究核心素养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前国际上关于各学段核心素养的研究已

日趋成熟，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具有

差异性，对人才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探

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要扎根于本土的

教育土壤。我国在对核心素养进行提取、归纳

梳理的过程中，采用了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

即通过对现行课程标准进行文本分析，了解当

前课程标准中所涉及到的核心素养，从而建构

核心素养框架。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为我

们研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了方法

论的指导。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学前教育相

关标准进行文本分析，进而去探究学前教育专

（汉江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 湖北　十堰　4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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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核心素养。

2、学前教育相关标准的选择

在探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

中，对相关标准的选取需要考虑标准是否能体

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否具有代表性，

在学前领域的地位及作用以及对核心素养的梳

理具有何种价值。基于此找寻相关政策文本以

期探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

目前，国家为了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教师人

才，发布了一系列关于 “专业标准”的政策文

件。在我国，教师专业标准是国家对教师专业

化的基本要求，是在教育目的的指引下依据教

师的培养目标制定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对教师

的职前培养、职后培训起着指导的作用。为了

明确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要求，国家在 2012 年

颁布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本

文中将简称为 《幼儿园教师》）。为了规范对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职业要求，国家在 2021

年颁布了《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

标准（试行）》[3]（本文将简称为《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这两个标准是当前国家对学

前教育领域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及职业能力进行

要求的指引性政策文件，对学前教育领域有着

重要的影响。

《幼儿园教师》主要从国家层面要求我国

幼儿园教师需要具备的专业素质，从保育和教

育两方面明确了基本的行为规范，是我国培养

幼儿园教师的重要依据。对师范院校培养优质

的幼儿园教师，幼儿园在教师准入、职前、职

后培养以及对教师的考核及评估，教师在自身

专业发展等方面都起着导向作用。[2]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主要从国家层面

对我国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职业能力进行要

求，同时对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院校如何

培养师范生、如何对师范生进行评价及考核提

供了参照标准，对师范生的培养起到指引作用。

师范院校可以对照标准对师范生进行全过程培

养、形成性评价以及过程性考核。[3] 基于相关

标准在学前领域所处的地位及作用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和《幼儿

园教师》对应职前、职后两个培养阶段，对所

在阶段对象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有着相应的要求和规定。两个标准都是在总结

幼儿园教师能力要求的共同点及特点的基础之

上形成的文本，是国家为了培养一批高质量教

师、促进幼儿园教师职业专业化、提升学前教

育质量的关键举措，是我国在职前、职后两阶

段进行人才培养、考核、评价及专业发展等方

面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这两个标准对梳理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是非常有参考价值

的，可以基于这两个标准来明晰国家对于幼儿

园教师素养的要求，进而梳理出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

3、学前教育相关标准文本的对比与分析

3.1 基本理念

《幼儿园教师》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师

德为先、幼儿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这

四个方面 [2]。通过对《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全文分析，其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 “综合育人、

幼儿为本、德育为先、自主发展”。从两个标

准的理念来看，理念基本一致，都体现了以幼

儿为本位的儿童观，强调了师德的重要地位，

凸显了自主发展及终身学习的重要作用。但在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中进一步提出了“综

合育人”这一理念，体现了对师范生综合能力

培养的重视，更加凸显了全面发展、活动育人

的理念。

3.2 框架结构

《幼儿园教师》主要有 3 个一级标题、14

个二级标题、62 个三级标题，主要围绕专业理

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个部分展开。[2]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主要由 4 个一级标题、

14 个二级标题、29 个三级标题构成，主要围绕

师德践行能力、保育和教育实践能力、综合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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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四个部分展开。[3]

从主要内容的框架来看，两个标准都把师

德摆在了第一位，并且设置相应模块来重点突

出对师德的要求，可见当前国家对于幼儿园教

师师德的重视。《幼儿园教师》从理念、知识、

能力三方面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提出了要求；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将保育和教育相结合 ,

将能力与知识相融合更加体现了综合育人的理

念。在这两个标准中都提到了自主发展的相关

要求，并且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中还把

自主发展单独拎出来，可见随着对教师要求的

提高，教师的自主专业发展被放在了重要的位

置，体现了教师需要具备专注于专业发展的终

身学习价值观。

通过对两个标准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两

个框架在领域划分上部分能力与知识方面存在

交叉重复的现象，如《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中的保育和教育实践分别体现在《幼儿园教师》

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之中，除了对维度的划

分不同，其三级标题所涉及的基本要求大致趋

同。这一发现为接下来对相关标准的基本内容

进行分析明晰了具体的维度划分，可以从两个

标准重叠的部分划分具体维度来进行文本分析。

3.3 基本内容

3.1.1 专业理念与师德

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因教育对象所处的阶

段特殊，导致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具有自身的独

特性。再加上大众对幼儿园教师职业角色的刻

板印象，导致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较

低。对此，两个标准均提到了职业理解和职业

认同，并把这部分内容单独列出来，可见教师

对职业的认同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职业认

同及职业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理解幼儿

园教师这一职业的价值及其角色来形成对职业

的认同，进而成为专业人才是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所应具有的职业价值观。

在对待幼儿的态度和行为这部分，两个标

准都提炼出了“关爱幼儿”、“尊重幼儿”、

“相信幼儿”的关键词。不同的是，《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中把关爱幼儿这一部分单列出

来，可见对幼儿的态度以及对幼儿的爱是需要

在职前这一阶段重点培养的。通过对比可以发

现，两个标准在对待幼儿的态度这部分虽然实

质内容一致，但分属于不同的维度。另外在《幼

儿园教师》的这部分中还包括了“维护幼儿合

法权益”的表述，但是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

生》 中这一表述是划分在师德准则里的。总的

来说“以幼儿为本”仍然是在学前领域比较核

心的理念，体现了科学的儿童观，如关爱幼儿、

尊重幼儿的合法权利、理解幼儿、站在幼儿的

角度看问题等。

幼儿园教师的态度会影响其对幼儿的行

为，这一态度与教师的修养息息相关，决定了

教师是否具有教育情怀，是否能够用心从教。

但是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中没有专门部

分去阐述“幼儿园教师对幼儿保育和教育的态

度和行为”，而是将这一部分渗透到涵养教育

情怀、具体的保育和教育实践能力、育人实践

以及家园协同的各个方面，其相关内容归属于

各个部分，并且有相应具体的陈述，使幼儿园

教师应该具有的保教态度与行为更加地具体化。

关于师德部分，《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更加凸显了师德的重要地位，将其单列出来，

增加了“立德树人的相关理念与内涵、途径与

方法”，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能够理解并践

行立德树人这一理念，在实践中注重师范生的

师德及全面发展，体现了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

观。总的来说，体现了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

价值理念。另外，还加入了职业道德规范的相

关要求，将新颁布的《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准

则》纳入到 师德准则的必备内容之中。要求师

范生不仅要理解其内涵，还要能够运用到实际

的教育情境之中。[3] 相比较之下《幼儿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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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师德糅合在专业理念之中，而《学前教育

专业师范生》不仅加入了新理念以及新要求，

还做到了教育思想与时俱进，并且在理念与师

德方面既注重了内涵价值的引领，还要求将这

些价值观念践行到实践之中。

两个标准都体现了学前教育专业所应具备

的价值观，都对幼儿园教师的自身修养做了要

求，并且对幼儿园教师的品格也进行具体的要

求，把品格摆在了和师德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另外，二者都对教师的仪表与语言举止做了具

体的要求。

3.1.2 专业知识

在专业知识部分，两个标准内容划分的维

度有所不同。《幼儿园教师》单独设置专业知

识这一维度，将其与专业能力区分开来，主要

从儿童发展、保教知识、通识知识三个方面陈

述了幼儿园教师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而《学

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中没有单独设置学前教育

师范生需要具备的知识这一维度，而是将知识

与能力放在一起，并称保育和教育实践能力。

通过对照和梳理，两个标准中专业知识这部分

虽然归属在不同的维度，但是涉及到关于知识

的相关表述是高度趋同的，因此对与专业知识

相关的文本进行了归纳来明确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素养。两个标准中共同

涵盖的专业知识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知识，具体

如下：（1）保育知识素养，主要指开展保育相

关系列活动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如幼儿生

理发展相关知识、日常卫生保健相关知识、日

常生活指导相关知识、传染病预防与意外伤害

事故处理相关知识。（2）教育知识素养，主要

指开展教育相关系列活动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

识，如学前教育相关理论知识、五大领域相关

知识、幼儿游戏相关知识、环境创设相关知识、

幼儿心理发展相关知识、课程与教学相关知识、

特殊教育相关知识。（3）综合知识素养，主要

包括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社会科学相关知识、

信息技术相关知识。

3.1.3　专业能力

《幼儿园教师》把知识与能力分别叙述，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将知识与能力放在同

一部分，即保育和教育实践能力中“掌握专业

知识与技能”这部分，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最

基本的保育知识与技能、教育知识与技能、领

域素养和信息素养，除此以外通过对《幼儿园

教师》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中涉及到专

业能力这部分进行梳理归纳，发现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需要具备以下八大专业能力：（1）计划

与设计能力；（2）组织与实施能力；（3）支

持与引导能力；（4）分析与评价能力；（5）

观察记录能力；（6）沟通与合作能力；（7）

终身发展能力；（8）管理能力。其中 1-5 这五

项能力主要是一日生活、教育教学活动、游戏

活动、环境创设等幼儿园工作的各个方面所需

要具备的能力素养。沟通与合作能力，主要体

现在与家长、教师及幼儿进行交流沟通，协助

共育方面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素养；终身发展能

力，主要体现在自主发展能力、研究能力以及

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方面需要具备的素养；管

理能力，主要包括班级管理能力、班级常规建

立能力、心理健康管理能力方面。

3.1.4　其他

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中充实了班级

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这部分内容。增加了对学

前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的熟悉与了解。对班级管

理工作做了具体要求，如：“学前教育师范生

需要基本掌握班级空间规划、班级常规管理与

班级管理实践的相关问题等”。[3] 在心理健康上，

对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做了要求，如：“在

幼儿园教育中要学会从心理学的视角了解幼儿

的发展差异及水平，及时地发现幼儿，关注幼

儿心理健康”。同时新增了育德意识、研究能

力与学习共同体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

对于人才素养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更新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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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来说，班级管理能力、

心理健康管理能力、德育观念、研究能力也是

当前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

通过对比发现，在专业理念与师德部分，

两个标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涉及到理念、

价值观、态度和品格等各个方面。在梳理的过

程中，通过类比对照进行进一步深度归纳分析

发现，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部分，两个标准

所要求的核心素养较为一致，具体表述高度趋

同。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相对于《幼儿园

教师》来说对核心素养的要求进行了补充与完

善，体现了国家对幼儿园教师这一专业有了新

的要求。

4、基于学前教育相关标准对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核心素养的探究

4.1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内涵的探究

核心素养回答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

题，我国在学前教育领域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及内涵

的阐释，但是自 2010 年以来，国家一直致力于

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发展与专业能力的

探索。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核心素养的研究问

题与《幼儿园教师》和《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

的研究问题及相关内容高度契合，研究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其实也就是研究为学前教

育专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

上与国际上核心素养的探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关注于学生价值观、品格、知识、能力等多

方面的素养。不同之处在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具体

化表现，更具有学前教育专业自身的特点。一

般来说，核心素养是包含知识和能力的，但核

心素养并不是知识和能力简单的叠加，是需要

在一定情境下去运用知识和能力来形成的，这

些得以运用的知识和能力是在这一专业领域必

需具备的核心素养。除此以外，正确的价值观

是决定知识和能力得以调动从而达到核心素养

上限的关键因素，必备的品格是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核心素养得以形成的重要保证，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核心素养需要在知识、能力、价值观

与品格综合作用中得以形成。因此，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核心素养除了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

和专业能力的积淀以彭盈悦：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核心素养的探究外，还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

能力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引与个人品格的涵养中

方可形成。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正处于职前培养阶段，

这一阶段是其向学前教育专业人员转化的阶段，

其身份是学前教育准专业人员，这一时期学生

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是需要适应今后工作情境发

展变化的，持续的、终身的素养，是立足于今

后长远发展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所以学前教

育专业核心素养应更加聚焦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所形成的素养，以保证其长

远的、可持续性的专业化发展。

4.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构成要素及

其结构的探究

基于两个标准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

养的要素进行探究发现：两个标准体现了国家

对职前和职后两个阶段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的具体要求，职前阶段虽然不能够培养出完全

胜任本职工作的教师，但是终身发展需要具备

的素养还是需要在职前阶段得以培养的，这一

阶段素养的培养可以为今后的发展起到奠基作

用。虽然两个标准对应不同的专业发展阶段，

但是对幼儿园教师专业核心素养的要求大致相

同，并且有很多重叠的部分。由此可见，这部

分素养是能够适应于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

价值观指引着知识、行为与能力，通过分

析可以发现：虽然幼儿园教师需要具备的价值

观没有单列出来，但是在师德部分充分体现了

国家对价值观培养的重视，如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培养中的融入，再加上学前教育领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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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需要教师具备科学儿童观以及以幼儿为本

的教育观、教师观及课程观等价值观念。可见

价值观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核心素

养之一，并且很难放在某一个素养上进行概括，

因此梳理出“价值观”这一素养。价值观会影

响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知识积累和能力培

养的内在动力。品格是作为人的一项基本素养 ,

在相关标准中多处提到，并对幼儿园教师需具

备的品格与修养也作了具体的要求，其中师德

作为幼儿园教师必备的品格在两个标准中都有

专门的内容进行阐释，由此可见，品格是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要素。总的来说，

价值观与品格、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这三个要

素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基于对学前教育相关

标准的对比分析与梳理，明确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核心素养各构成要素，初步构建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核心素养结构，主要由 3 个一级要素、

13 个二级要素和 52 个三级要素构成 （如图 1

所示）：

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各要素中，

价值观与品格影响着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在特

定情境中得以正确地调动和运用，起着定向与

调节的作用，决定着核心素养的上限。专业知

识是专业能力的基础，能力的背后有知识作支

撑，同时专业知识也是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核心素养的载体。知识与能力的融合，更加明

确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核心素养的形

成不仅是学知识，还需要明确学习这些知识所

对应的能力有哪些，需要应对的幼儿园具体情

境是什么。专业能力是核心素养的得以形成的

重要条件，把专业知识内化为价值观与品格，

是把专业知识外化为专业能力的根本保证。由

此可见，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各要素是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缺一

不可。只有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品格，在实践中科学地使

用正确的方法调动知识，最终才能够形成专业

图 1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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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通过分析和梳理明确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构成要素，初步构建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结构。师范院校可以结合

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校

本化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核心素养。结合学生

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大纲、

教学大纲促进校本化研究，使各级各类师范院

校可以根据国家对于幼儿园教师的要求以及实

际教学情况培养出高质量的幼儿园教师队伍后

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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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Text Analysis based on Relevant Standard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Peng Yingyue
 (School of Education, 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hiyan442000, Hubei )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ore literacy,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omponents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can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high-
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s, framework structure, and basic content of 
relevant standards, we conduct in-depth comparative analysis,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components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and initially construct the core literacy structur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re litera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s composed of 
three primary elements, 13 secondary elements and 52 tertiary elements, in which values and character play 
a guiding, directional and regulatory rol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formation of 
core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ore literacy

Key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Core quality; Professional standard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tandards;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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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医药文化在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中的作用

姜海燕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促进我国当前中医药教育事业改

革的重要教学内容，尤其在我国当前的高职院

校中医药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教学意义。

本文在分析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中

医药文化在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中的具体作用

展开论述。

一、关于中医药文化的概述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文化不仅是我国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关键，

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华夏文明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发展过

程中，诸多学者、医学家以及医药事业经营者

都是在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的。在研究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医学学

者可以将这些中医药知识带入课堂，将中医药

文化与教育事业相衔接，进一步促进中医药文

化的传承。对于医学家而言，中医药文化是他

们展开中医药研究的基础文化资料，是进行医

学研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医学家

也是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也是将

中医药文化实施于临床的重要人物。一些医药

经营者以中医药文化为基础，引进诸多调理型

药材，坚持传承中华传统医药文化。

当前，我国中医药文化在医疗事业、身体

调理、医药教育、医学科研以及外界合作与交

流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中依然存在忽视

中医药文化重要性，未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忽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未将智育与

德育相联系；教学理念落后单一，教学方法传

统陈旧以及教学资源落后传统，师资和教学设

备均未及时更新等诸多问题。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医药护理研究】

摘要：中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给新时代的中医药教学带来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尤其

在高职院校教学中，中医药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学作用。从中医药文化的含义、作用等入手，分析

当前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而表明中医药文化在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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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忽视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未合理

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虽然我国中医药文化与医药教育这一方面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有一些教育主体未

意识到中医药文化对其教育推进过程中的重要

意义。比如在当前的高职院校教学中，一些教

师对中医药文化这一珍贵的教育资源加以利用，

促进其对当前高职院校教学的推进。如果不充

分重视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合理利用传统文

化资源，对高职院校的中医药教学将是一个重

大的损失。

在高职院校的具体教学过程中，中医药教

学的诸多教师常常是照本宣科，以任务式的教

学完成中医药学院的具体教学内容，忽视了传

统中医药文化带来的重要教学意义。另外，在

中医药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忽视学生对课堂

发展的真实需求，也忽视了学生最容易接受的

教学方式，即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知欲。作

为华夏儿女的一员，每一名高职院校的学生都

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作为中医药学

科领域的一员，每一位学生都应有对传统中医

药文化的热情和追求。但在高职院校中医药教

学中，教师常常会忽视这些重要的教学引入点。

（二）忽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未将智育与德育相联系

自古以来，我国的教育始终存在教学目标

单一的问题，教师常以任务式教学为核心展开

教学内容，忽视了智育与德育的密切联系。在

高职院校的中医药教学中，教师只注重学生中

医药知识的学习情况，未将智育中医药传统文

化与现代的中医药教学相联系，未向学生讲明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忽视

了智育以外的德育。

除了强调传统中医药文化对当前中医药教

学的重要性，强调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外，

教师也应注重当前中医药教学对传统中医药文

化的传承与发扬，在智育的基础上拓展德育，

促进二者的双向交流与进步。

（三）教学理念落后单一，教学方法传统

陈旧

高职院校的中医药教学理念，主要以提高

学生的中医药专业水平为主，较为单一、陈旧，

忽视了新时代发展下对学生能力的进一步要求。

同时，当前中医药领域教师的教学方法多为单

一的讲授制，固守传统落后的教学方法，忽视

了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需

求以及课堂改革的需要。

在教学理念方面，单一、狭窄的教学思路

已经不适合当前高职院校发展的需求，一味坚

持落后的教学理念，只会造成高职院校中医药

教学停滞不前。无论是为了学生的发展需求还

是高职院校的发展进步，教师都不能固守传统，

因循守旧，坚持落后的教学理念。另外，从教

学方法而言，教师不应顽固地坚持“传统讲授

制”，忽视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对教育课堂

提出的新要求。一味地进行教师“独角戏”式

的课堂讲授，只会使学生丧失学习本门课程的

兴趣，使教师的教学难度加大。

（四）教学资源落后传统，师资和教学设

备均未及时更新

由于教师意识上的忽视，导致中医药文化

的教学资源缺乏，包括教学人才、教学设备、

教学宣传等诸多方面。优秀教学人才的匮乏，

使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当前的中医药教学中无法

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中医药文化逐渐成为被隐

没的文化。教学设备的欠缺，使学生无法开展

关于中医药研究的相关实验，更无法将中医药

文化中记载的方法应用于实践。在中医药文化

的宣传教学方面，也是当前高职院校中医药教

学中忽视的部分。只有做好关于中医药文化的

宣传教育工作，才能激发更多人对中医药文化

的学习和探索，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对当前高

职院校中医药教学的重要作用。

三、中医药文化在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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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作用

（一）强调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合理利

用传统文化资源

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对医

疗事业的发展、对教育改革的推进，也体现在

其蕴含的丰富传统文化资源和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

在高职院校的中医药教学中，首先，教师

应强调中医药文化对教学的意义，引起学生的

充分重视。作为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中医药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值得学

生进行深入学习和探究。其次，在激发学生重

视中医药文化程度的基础上，教师应开展关于

中医药文化的相关教学，将传统中医药文化与

现代中医药教学融会贯通，促进学生对传统中

医药文化的理解。比如，教师可以组织类似于“开

学第一课”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普及传统中医

药文化的概念及常识，明确中医药文化的作用

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开学第

一课”这种娱乐性和教学性并存的教学活动中，

学生既可以置身于轻松的课堂氛围中了解学习

内容，也可以真正了解关于中医药教学的学习

内容，从心理上重视中医药文化的学习与传承。

此外，教师也可以组织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课

外实践活动，使学生在课堂之外的活动中充分

了解中医药文化，实现理论课程与实践活动的

结合。无论是哪一科目的学习和探究过程，都

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在日常教学

考核中，教师可以加入对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

考核，了解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掌握程度，进

而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制订并调整相关教学计

划，实现中医药教学效率的提升。

从强调中医药文化的教学意义入手，激发

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重视。在学生重视中医药

文化的基础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将传统中医

药文化与现代的中医药教学进行融会贯通，实

现中医药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对于

学生中医药文化的考核，则可以更好地督促学

生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学习，并根据学生的掌握

程度进行教学计划的调整。

（二）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

现智育与德育并重

在当前的高职院校中医药教学过程中，一

些教师忽视了对学生德育的培养。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对当

前中医药德育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明确中医药文化

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发展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传

承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在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历

史中，许多医学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

李时珍为我国写出《本草纲目》这一医学巨著，

对后世的医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都是

当前高职院校的学生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也

为学生后续的医学学习提供了重要的榜样力量。

其次，教师可以将中医药文化与现代中医药教

学紧密联系，引导学生明确中医药文化对我国

中医药教学的深刻意义。只有使学生明确中医

药文化对我国现代医学教学产生的深刻意义，

才能引起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进

而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信仰感。最后，在实践方面，教师应注重

学生智育和德育相结合的学习成果检测，明确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学习目标。作为

一项重要的德育目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始终是我国各阶段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时刻注重学生学习成果的检

测，明确德育教学的最终目标，促进教学效率

的有效提升。

（三）创新传统教学理念，变革传统教学

方法

在教学理念方面，教师应摒弃传统教学观

念，尊重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围绕学生展开

教学计划，制订最符合学生的教学内容。在教

学方法方面，教师应摒弃传统的“单一讲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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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学方法，引进新的教学元素，使学生激

发对中医药教学的浓厚兴趣。

具体到教学理念方面，教师应保障学生主

体地位，围绕学生进行教学计划的制订和教学

目标的改革。相较于传统教师主导地位的教学

理念而言，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是当下中医药教

学理念改革的重要目标。坚定学生主体地位，

不仅体现在围绕学生展开教学计划，围绕学生

开展课堂活动，更体现在围绕学生进行教学拓

展和教学实践。中医药文化的教学，主要体现

在教学拓展和教学实践方面，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应充分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保障，为学生

制订符合其学习要求的教学拓展内容和教学实

践活动。

具体到教学方法方面，教师必须坚决摒弃

传统讲授制教学方法，将学生带入课堂，邀请

学生参加关于中医药文化的实践活动。具体的

实践活动包括中医药文化的相关讲座交流活动，

也包括关于中医药文化的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

这些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

中医药文化，使学生明确中医药文化给当代教

育事业带来的深刻意义。教学方法的变革对当

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高职院校的中医药教学

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更新教学资源，提供先进的中医药

教学设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医学领域

的相关设备越来越高级和先进，这对高职院校

的医学教学提出了相关要求。具体包括教学人

才、教学设备、教学宣传等方面，高职院校需

要从这些方面对中医药教学资源进行更新换代，

进而实现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在教学人才方面，高职院校应对中医药教

学人才进行专业培训，中医药教师明确中医药

文化在当前中医药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使教师

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在教学设备方面，教师

应及时关注中医药文化中涉及的知识点与现代

中医药教学中的关联点，为学生提供最先进的

教学设备和教学器械，使学生没有学习的后顾

之忧。在教学宣传方面，学校必须从上到下做

好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工作，使学生从心底重视

中医药传统文化，并在中医药文化的学习过程

中明确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

总之，教学人才、教学设备、教学宣传工

作等诸多方面都是我国当前高职院校中医药教

学过程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对发扬中医药传统

文化、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中医药文化对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各方面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当前高职院校中医

药教学中依然存在忽视中医药文化重要性的问

题，并且这一问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未

得到合理利用。同时，中医药文化是新时代需

要进行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医药

教学中开展德育的重要素材，对于教学理念落

后、教学方法传统等问题，教师必须充分重视。

通过对中医药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可以帮助学

生明确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性，实现传统文化资

源的合理利用。通过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教育，

可以实现智育与德育的共同进步，实现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在改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重要

性，借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围绕学生和中

医药文化展开中医药教学。最后，在教学资源

的更新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围绕教学人才、

教学设备以及教学宣传等方面展开，最大限度

地发挥中医药传统文化对中医药教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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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eaching ofTC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Jiang Haiyan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bringing rich teaching resources and 
content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new era. Especially in the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eaching. Starting from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Chinese medicin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further shows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medicin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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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 Finding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Orbital Tumors
Zhao Xin; Xu Duo; Li Shaohai; Zhang Wenxin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aging signs of orbital tumors and tumor like lesions on MRI and 

thei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7 patients with orbital tumors and tumor like 
lesion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tumor type, morphology and enhancement mode were observed. To 
analyze the accuracy of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orbital tumors and tumor like lesions. Result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MRI in 47 cases of orbital tumors and tumor like lesions was 93.62%. MRI scan showed that 6 
cases of lacrimal gland area showed equal signal on T1WI, high signal on T2WI, and moderate and obvious 
enhancement on enhanced scan. Four cases of optic nerve sheath meningioma showed equal signal on T1WI 
and T2WI, and double track sign could be seen inside the tumor on enhanced MRI. In 10 cases of vascular 
diseases, cavernous hemangioma showed low signal intensity on T1WI, high signal intensity on T2WI, and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pattern on dynamic enhanced scanning. In 6 cases of schwannoma, round like 
masses were seen on MRI scan, showing slightly low signal on T1WI, slightly high signal on T2WI, and the 
solid part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ix cases of lymphoma showed isointense on T1WI and hyperintense 
on T2WI; Moderate to light uniform strengthening. Three cases of neurofibroma showed slightly lower or 
equal signal on T1WI and equal or slightly higher signal on T2WI. Eight cases of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 
showed low signal intensity on T1WI and high signal intensity on T2WI. Conclusion MRI can effectively 
show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orbital tumors and tumor like les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tissues, and can accurately locate and qualitatively diagnose orbital tumors and tumor like lesions.

Key words:Orbital tumor; Tumor like lesion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maging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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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失智老人照护等级证书制度与护理专业人才
培养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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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成熟，对老年护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我国老年护理教学的进展

普遍滞后，尤其是对失智老年人的护理能力普遍不足。本文主要研究如何将失智老年护理教学如何与 

1+X 证书制度相协调，通过教学与培养相结合，建设高质量的失智老年人护理能力，以减轻社会老年

人护理的负担，为今后失智老年人护理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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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一、1+X 证书制度的内涵解读

1.“1”和“X”的内涵。厘清 1+X 证书制

度的内涵，是顺利推进 1+X 证书制度落实的前

提。1+X 证书制度中“1”指的是学历教育文凭，

代表着受教育者的学历教育水平，具体可体现

为中专、大专、应用型本科等不同学历教育层

次；“X”指的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反映持

有者的职业技能水平，具体可分为初级、中级、

高级。“1”和“X”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

“1”是国家颁发给受教育者的学历证书文凭，

具有基础性、主导性地位，其核心是系统学习

专业学科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X”是对学历证书内容的拓展和延伸，具有

辅助、发展性作用。“X”强调的是职业技能

等级水平，其核心是行业等级标准，学习内容

是不同工作领域下完成各种工作任务所需的职

业技能，适用于不同专业，面向职业岗位（群），

涵盖初级向中级、高级递进的职业技能要求。

“1”中的专业学科知识能促进“X”的掌握和

提升，“X”的职业技能培训又深化“1”的专

业知识学习。“1”和“X”是培养复合型高级

技术人才的双翼，也是驱动产教融合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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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证书体系体现岗位（群）能力要求，反映

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职

业能力，全面涵盖专业知识、技能操作水平和

知识与技能的应用能力。

2.X 证书编制标准解读。X 证书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由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负责开发。

培训评价组织会同行业、企业、院校有关专家，

结合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

要求，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职业技能标准体

系制定 X 证书职业技能等级标准。2020 年的 X

证书标准一般包括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术语和定义、对应院校专业、面向工作岗

位（群）、职业技能要求和参考文献，标准编

制的重点是职业技能要求。职业技能要求分等

级（初级、中级、高级）编制，一般包括工作

领域、工作任务、职业技能、技能要求、知识

要求等 5 个要点。2019 年的 X 证书标准还对

职业素养提出要求，例如 Web 前端开发职业技

术等级标准，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合作意识、

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学习意识等都有明确说

明。汽车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

业技术等级标准对从业者的职业准则、职业道

德、职业素养也做出详细要求。为满足企业岗

位（群）技能差异性的需求，有的证书标准采

用模块组合的方式编写。学生可根据自己未来

职业发展规划，灵活选择不同模块组合完成 X 

证书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二、X 证书与专业、课程、学分的关系

1.X 证书与专业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理

解 X 证书是为拓展、提升、完善学习者职业能

力的补充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与学习者的

专业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实质不是某一

职业工种的资格证书，而是某一岗位（群）中

至少 3 个以上工作领域包含的典型工作任务中

的 N 个核心知识点与技能点的集合。X 证书体

现的是某一岗位（群）的关键核心技能，可以

迁移至多个岗位或专业，也即 X 证书可以适用

于多个专业，它有别于职业资格证书，与专业

并不存在唯一对应关系。

2.X 证书与课程的关系。X 证书是培训评

价组织基于行业企业关键工作领域中典型工作

任务所需的技能和知识要点开发的，反映当下

职业岗位（群）的技能要求和未来职业发展需

求，具有适用性、前瞻性等特点，旨在对“1”

进行强化、补充和拓展。因此，X 证书的职业

技能和知识要求与院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不可能

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X 证书中某些技能和知

识要求有可能在多门课程中重复出现，也有某

些技能和知识要求在开设课程中没有提及或只

是简单阐述，这就需要院校重建课程体系，补

充原来没有覆盖到 X 证书的技能和知识内容，

调整已有课程，强化原来没有达到 X 证书要求

的内容，修正部分课程内容，以达到与 X 证书

同样的技能要求和应用水平。

3.X 证书与学分的关系。1+X 证书制度实

施的核心环节之一便是做好学习成果的认定、

积累与转换。在进行学分认定和转化时，应认

真对比分析 X 证书的职业道德素养、基础专业

知识、职业技能、技能要求、知识要求与院校

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中所涵盖的知识点，

并逐项分类整理，实现学分的认定与转换。对 

X 证书中院校课程体系涵盖的部分，其学分直

接认定；对 X 证书中在课程体系中重复出现的

部分可以扣除；对 X 证书中院校课程体系未能

涵盖的部分，可以转换为院校专业计划的选修

学分。实操考核部分可以与院校的实习实训课

程相互转换，例如，汽车专业领域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考核分为实务笔试、实操考核和培训

任务报告三部分，实务笔试与院校对应的理论

课程知识相互转化学分，实操考核和培训任务

考核报告可以与院校实践课程、顶岗实习的学

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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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学的困境

1. 服务提供者专业性较差。由于社会对这

项工作的一贯认知使得愿意从事护理员工作的

人较少，且年龄偏大，受到其自身文化水平的

影响，护理专业培训效果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弱。在失智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人才培养方面，

对护理人员的专业性以及人员数量都有更高要

求的同时缺乏针对性的培训，因此失智老年人

长期照护服务提供者专业性很难提升。

2. 服务对象认定标准模糊。在失智老年人

的判定和评估方面，许多机构面临着评估困难。

比如失智症老年人存在走失的风险，而可能患

有失智症的老年人在入住时关于他是否曾有走

失经历是评估中无法判断的，且有些家属不论

是出于对“失智”这一标签的心理排斥，还是

由于不想承受高等级护理带来的较高费用，都

会不同程度地出现隐瞒的情况，而这一情况是

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公众对于失智症还存在

较大偏见，失智老年人评估工作难以开展。

3. 服务内容及方式针对性较差。在服务内

容针对性上对存在失智症症状的老年人做出调

整，包括游戏活动等非药物疗法，通过对脑部

的刺激来进行失智症病情的控制和保持。但是，

这些不定期开展的游戏活动等均未进行相关的

疗效评估，也没有针对失智老年人症状对服务

内容和服务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目前，

失智老年人认定困难、长期护理服务针对性提

高困难是护理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尽

管许多城市目前已将重度失能以及重度失智人

群纳入基本照护保险范围内，但在失智老年人

长期照护服务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还没有相应配

套政策。缺乏政策支持使失智老年人长期照护

没有统一的标准，难以开展和改进服务工作。

四、失智老年人长期照护困境的原因分析

1. 失智老年人照护资质认定和培训不足。

目前，养老行业市场中缺乏能够被普遍认可的

组织或机构承担起养老护理员职业能力水平的

认定工作，造成照护人员资质认定不足，针对

失智老年人照护资格的认定更为困难。另外，

各养老护理机构承担着其照护人员培训的主要

任务，依照机构实际情况安排不同周期不同内

容的培训。但机构个体力量相对较弱，同时受

到资金不足以及培训人员专业性等影响，培训

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针对失智老年人

的长期照护服务方面，相关服务人员的长期照

护资质认定和培训普遍存在严重不足。

2. 公众对失智老年人失能情况认知程度

低。公众对失智老年人失能情况认知程度低导

致公众对失智老年人存在一定的歧视心理。这

使得护理机构在筛查和认定失智老年人时面临

较大困难，一方面绝大多数老年人及家属拒绝

被打上“失智”的标签，在护理机构进行失智

症的评估和认定时，甚至是开展有关失智症的

活动都不予配合，在前期老年人入住的身体情

况调查时也经常存在隐瞒病情，谎报走失次数

等情况；另一方面因老年人及家属对失智标签

的抗拒，护理机构逐渐减少甚至放弃对失智老

年人进行认定，只保留少量有利于保持和改善

失智症症状的活动，因而无法将针对失智老年

人的服务内容和方式丰富起来。

3. 失智老年人等级评估缺乏行业标准。

科学评估失智老年人失能情况是为其提供必要

的、标准化服务的前提。相比一般失能老年人，

由于患有失智症而导致失能的老年人，他们在

等级评定上的难度更大。在部分省市规定的一

般老年人评估标准中存在老年人失智症的筛查

的部分内容，即从认知层面对失智老年人的失

智程度评价，但目前没有单独针对失智老年人

的等级评估行业标准。只有在全面了解失智老

年人的失能程度后，才能按照不同等级程度选

择相应的长期照护方式，针对失智老年人需求

提供个性化长期照护服务。然而，当前失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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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失能等级认定困难导致了在模糊不清的等

级下的照护服务没有标准可循，难以实现根据

不同失能程度失智老年人的具体情况采取专业

的、具有针对性的照护方案。

4. 失智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不健全。外部评价机构的评价方面更多地针对

医护人员能力与配备，较少涉及服务的内容、

方式，尤其是服务满意度等服务质量的评价维

度，缺乏合理且权威的评价方法和监督机制。

在地方政策上，虽然提出开始重视失智老年人

的长期照护，但在针对性政策方面还是空白。

且失智老年人的服务体系尚处在探索阶段，服

务监督与评价体系的建立还任重道远。

五、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学与 1+X 

证书制度的融合策略

1. 加强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建设。1+X 证书

制度下，院校教师也应有相应的职业素养。为

此，学校在招聘专业教师时，应着重关注教师

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将自身专业

知识融入课程学习中的能力。而为了促进 1+X 

失智老人照护证书教学与护理专业技能的融

合，还要不断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化培训，对相

关知识进行整合，提升教师开发新课程的能力。

同时，学校要不断更新教师们的教育理念，安

排教师对教学过程进行研讨分析，鼓励教师自

发进行技能等级证书考试中去，并让教师都有

机会参与到 1+X 证书教学项目过程，以此提高

教师的实践经验，加强对专业教学知识的储备，

及时更新专业教学行业内所应掌握的规范和技

能要求。当然，教师也要自主对教学专业知识

进行比对分析，并结合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以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案，进而

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方案，减少教学资源的浪

费的同时，提升学生们的学习能力。

2. 加强证书教学与护理技能实践经验融

合。1+X 失智老人照护等级证书制度教学可以

实现师生之间的零距离互动，并以学生为中心

进行相应的教学活动。在具体的 1+X 失智老人

照护等级证书制度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积极

采用模拟现场教学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角色划

分，让班级的学生之间角色互换，教师则在现

场对学生进行指导。在现场模拟教学环境中，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只是课堂教学的

指导者。通过师生之间的零距离交流和互动，

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也可以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以构建和完善

学生的护理技能体系。同时，还可以采用项目

训练法。在上课前，教师可以提前预先讲解相

应的护理教学内容，明确具体照护过程、关键

照护技能和注意事项等，然后学生在教师的带

领下进行护理技能培训。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

敢于操作，对学生技能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3. 推动校企合作紧密发展，带动专业与行

业同步成长。在学校进行专业指导和培养的过

程中，可以与教育和培养相结合，学校应有效

响应国家变革的号召，准确地为企业和社会提

供指导方向，在专业化准备工作中建立指导性

教育培训基地，并通过现场互动、常识性演练

和其他方式，最终获得专业化照护技能；同时

国家政府为推进辖区内失智老年照护事业的深

度合作做准备，可通过这种校企紧密结合的方

式进行科学合理的融合培养模式，企业可在教

育过程中沟通肯定工作需要和目标考核，安排

专门的一对一辅导展示，既可培养学生兴趣爱

好，又可满足社会事业高质量的失智老年人照

护人才。

结语：对待基层教育受益者的深刻提议，

开展现代 1+X 失智老年人护理指导框架，更

符合中国国情下老年护理行业内的长期改进需

求，有效地应对现代问题，做更好的长期可行

的改进方法。我们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失智老年人护理教学与 1+X 证书制度的融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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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获得更为长足的进步，推动整个失智老年人

护理和养老行业的扎实而厚实的发展，并为社

会对老龄化的健康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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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Strategy of “1+X ”Nursing Grade Certificat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Li Xiaoqian, Wu Yafei, Li Shoujie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maturity of the society, the requirements for elderly care are also 
increasing.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geriatric  nursing  teaching  in  China  generally  lags  behind,  
especially  the  nursing  ability  of  the  elderly  with dementia  i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how  to  coordinate  the  teaching  of  geriatric  care  for  dementia with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an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to build high quality nursing ability for the elderly with 
dementia, so as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social elderly car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nursing 
professionals for the elderly with dementia in the future.

Keywords：Geriatric care for dementia; 1 + X certificate; Fusion approach



2022 年 12 月
第 13 卷第 4 期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Weinan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December   2022
Vol.13          No.4

眼眶肿瘤和瘤样病变 M RI 检查影像学征象及鉴别
诊断研究

赵    鑫    青    朵    李少海    张文信

眼眶肿瘤是指位于眼眶部的有机体变异

细胞过度增殖所形成的的肿块，为眼眶疾病中

最重要的一大类疾病 [1]。眼眶肿瘤可原发于眶

内各种组织成分，也可由邻近结构蔓延，或远

距离转移而来。包括有原发性、继发性肿瘤和

瘤样病变 [2]。眼眶肿瘤和瘤样病变临床表现缺

乏特异性，且影像学表现复杂 [3]。故临床医师

在鉴别诊断两者时具有一定的难度。影像学检

查是临床上眼眶疾病的常用的辅助方法，包括

CT、MRI 检查，其中 MRI 检查由于软组织密度

高、图像质量清晰等特征在眼眶病变的诊断中

具有一定地位 [4-5]。故本组研究通过回顾性调查，

分析了眼眶肿瘤和瘤样病变 MRI 检查影像学征

象及其鉴别诊断价值，以此为临床诊治眼眶疾

病提供可靠的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间收治且经手术或活检病理确诊的 47 例眼

眶肿瘤及瘤样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47 例患者

中，男性 19 例，女性 28 例，年龄为 18~72 岁，

平均年龄为 (39.74±3.65) 岁。临床症状主要表

(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2. 渭南市中医医院整形外科，陕西    渭南    714026)

摘要：目的 分析眼眶肿瘤和瘤样病变 MRI 检查影像学征象及其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4

了例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肿瘤类型、形态、强化方式等特征。分析 MRI 诊断眼

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准确率。结果 47 例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经 MRI 检查诊断准确率为 93.62%o MRI

扫描示泪腺区 6 例 T1WI 呈等信号，T2WI 呈高信号，增强扫描呈中度强化明显。4 例视神经鞘膜脑膜瘤，

MRI 扫描 T1WI、T2WI 均表现为等信号，增强扫描肿瘤内部可见双轨征。10 例血管类病变中，海绵状

血管瘤 T1WI 呈低信号，T2WI 呈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呈渐进性增强模式。6 例神经鞘瘤，MRI 扫描

可见类圆形肿块，T1WI 呈稍低信号，T2WI 上呈稍高信号，实性部分明显强化。6 例淋巴瘤 T1WI 呈等

信号，T2WI 呈高信号 ; 轻中度均匀强化。3 例神经纤维瘤 T1WI 呈稍低或等信号，T2WI 呈等或稍高信。

8 例炎性假瘤 T1WI 上呈低信号，T2WI 呈高信号。结论 MRI 检查可有效显示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内部

结构、与周围组织关系等影像学特点，可对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进行准确定位、定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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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发热、头晕、眼眶胀痛、眼球突出等。

纳入指标：所有患者均接受 MRI 检查，且

在本院进行手术者；无其他脏器恶性肿瘤者；

年龄 >18 岁，且无交流障碍；无意识障碍者。

排除标准：资料丢失；神经系统障碍或精神异常；

伴造影剂过敏史；依从性差，不配合检查者。

1.2 方法

检查设备：美国 GE 公司 1.5T 磁共振，患

者取仰卧位。扫描参数：T1WI 参数，射频脉冲

重复时间 (TR)169ms，回波时间 (TE)2.5ms，扫

描视野 (FOV)34cm，层厚 4mm，间距 0.4mm。

T2WI 序列采用快速自旋回波 (TSE) 序列，扫描

参 数：TR/TE 为 3500ms/69ms，FOV34cm， 层

厚 4mm，间距 0.4mm，激励 2 次。先进行平扫，

平扫完成后所有患者均进行增强扫描，造影

剂：轧喷酸葡胺，静脉注射，注射剂量 0.1mmol/

kg，注射速率：1.5m L/s，注射完之后立即扫描。

1.3 观察指标

重点观察肿瘤类型、形态、强化方式等特

征。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分析 MRI 诊断眼眶

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准确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 用 SPSS  18.0 软 件 分 析， 计 量 资 料 以

(χ-±s) 描述；计数资料以 n(%) 表示，行 χ2

检验；以 P<0.05 为有差异。

2. 结   果

2.1 47 例患者临床资料

经整理 4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泪腺区

肿瘤 8 例，包括多形性腺瘤 5 例，腺样囊腺癌

3 例。视神经鞘膜脑膜瘤 4 例。血管类病变 12

例，包括有海绵状血管瘤 10 例，静脉畸形 2 例。

神经鞘瘤 6 例，淋巴瘤 6 例，神经纤维瘤 3 例，

炎性假瘤 8 例。

2.2 MRI 诊断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准确率

经 MRI 检查共诊断出 44 例，诊断准确率

为 93.62%，与病理诊断比较无差异 (P>0.05)，

见表 1。

2.3 MRI 征象

本组研究 47 例患者中，泪腺区 6 例肿瘤

MRI 扫描可见类圆形肿块，在 T1WI 上呈等信

号，T2WI 上呈高信号，增强扫描呈中度强化明

显。4 例视神经鞘膜脑膜瘤，MRI 扫描可见类

圆形软组织肿块，T1WI、T2WI 上均表现为等

信号，增强扫描肿瘤内部可见双轨征，强化明

显。10 例血管类病变中，海绵状血管瘤表现为

肌锥内椭圆形软组织肿块，T1WI 上呈低信号，

T2WI 上呈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呈渐进性增强

模式。6 例神经鞘瘤，MRI 扫描可见类圆形肿

块，T1WI 上呈稍低信号，T2WI 上呈稍高信号，

信号多不均匀，增强扫描后实性部分明显强化。

6 例淋巴瘤，MRI 扫描可见不规则肿块，包绕

眼球呈铸型，T1WI 上呈等信号，T2WI 上呈高

信号；增强扫描呈轻中度均匀强化。3 例神经

纤维瘤，MRI 扫描 T1WI 上呈稍低或等信号，

T2WI 上呈等或稍高信号，增强扫描呈明显强化。

8 例炎性假瘤，MRI 扫描眼眶内可见软组织肿块，

T1WI 上呈低信号，T2WI 上呈高信号，边界不

清晰；增强扫描呈不均匀明显强化。

2.4 病例分析

典型病例影像分析结果见图 1~ 图 4。

表 1 MRI 诊断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准确率 [n(%)]

检查方法
眼线区
肿瘤

视神经鞘
膜脑膜瘤

血管类
病变

神经鞘瘤 淋巴瘤
神经

纤维瘤
炎性假瘤 合计

病理诊断 8（100.00） 4（100.00） 12（100.00）6（100.00） 6（100.00） 3（100.00） 8（100.00） 47（100.00）

MRI 检查 8（100.00） 4（100.00） 11（91.67） 6（100.00） 5（83.33） 3（100.00） 7（87.50） 44（93.62）

x2 - - - - - - - 3.099

P - - - - - - -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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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58 岁，发现右眼眼球突出半月余

来院。CT 平扫示：右侧眶腔内见团块状软组织

密度影，周围见低密度影环绕，周围结构受压，

右眼球突出，向前推挤，视神经受压向内移位，

双侧眶壁骨质连续规则，眶上裂、眶下裂及视

神经管未见明显扩张 ( 图 1 ～图 2)。左侧眼球

大小、形态及球内结构未见明显异常。左侧诸

眼肌及视神经显示良好，未见明显增粗。双侧

泪腺未见明显增大、密度均匀 ( 图 3 ～图 4)。

双侧眶隔前组织未见明显异常。

3. 讨   论

3.1 眼眶解剖及 MRI 诊断价值

眼眶解剖结构具有空间狭小、多组织、多

间隙、多通道的特点，其组织结构复杂，主要

来源于表皮外、中及神经外三个胚层的组织 [6]。

眼眶肿瘤种类多样，随着种类的不同，可引起

各种不同的临床表现，以视力障碍和眼球突出

为主要特征。该部位病变不均种类多，且范围广，

眼眶分区有助于疾病的鉴别诊断 [7]。眼眶包括

有眼球、眶脂体、眼外肌、视神经、泪腺、血

管等区域。而 MRI 检查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

率，可多方位成像等特征，是临床上鉴别诊断

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重要影像学检查方法 [8]。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MRI 诊断眼眶肿瘤及瘤样

病变的准确率可高达 93.62%。

3.2 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的 MRI 诊断与鉴

别诊断

3.2.1 泪腺区肿瘤  泪腺区肿瘤以多形性腺

瘤、腺样囊腺癌较为常见 [9]。前者属于良性肿瘤，

形态多规则，呈圆形或分叶形，边界清晰；后

者属于恶性肿瘤，边界模糊，部分病变中心可

见囊性坏死区，增强扫描后囊性部分多无强化，

实性部分可见明显强化，邻近骨质破坏，易侵

犯颅内及鼻窦。

3.2.2 视神经区  该部位肿瘤以视神经鞘膜

脑膜瘤最为常见。起源于蛛网膜纤维母细胞或

硬脑膜内面的内皮细胞的一种中胚叶性肿瘤，

为良性肿瘤，但少数可恶变 [10]。影像学诊断要

点：围绕视神经，可见管形 / 梭形肿块，伴钙化，

增强扫描可见双轨征、袖管征。本组研究 4 例

视神经鞘膜脑膜瘤增强扫描肿瘤内部均可见双

轨征。

3.2.3 肌锥内间隙  以海绵状血管瘤最为常

见，多见于中年女性，MRI 扫描表现为类圆形

软组织肿块，边界清晰。该类肿瘤最主要的特

征是其增强扫描呈渐进性增强模式 [11]。海绵状

血管瘤与眼眶淋巴管瘤鉴别较困难，既往文献

报道显示，两者发病部分比较具有差异 [12]。其

次还包括有神经鞘瘤、纤维瘤等。神经鞘瘤为

椎管内肿瘤中最常见的肿瘤，多见于青壮年。

眼眶内发生于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和三叉神

经眼支，肿瘤体积较大时，可压迫视神经。影

响诊断要点：边界清楚、沿神经走行方向，囊

实性病变、不均匀强化，其中肿瘤内可见较小

囊变区是与其他眼眶鉴别诊断的特点之一 [13]。

3.2.4 肌锥外间隙  包括淋巴瘤、神经纤维

瘤、组织细胞增生症等。眼眶淋巴瘤属于结外

淋巴瘤，病理类型绝大多数属非霍奇金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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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位于肌锥外间隙，包绕眼球是其特点，病变

呈弥漫性生长，MRI 扫描信号与脑白质相等，

增强扫描呈均匀强化 [14]。与炎性假瘤的主要

区别是，炎性假瘤常伴有眼外肌肥大或眼环增

厚。神经纤维瘤多见于中青年人，眼眶内病变

多位于深部，眶上部，故眼球突出并向下移位，

MRI 扫描可见不规则软组织肿块、蝶骨大翼骨

质缺损。

3.2.5 贯穿肌锥内外间隙  包括炎性假瘤、

静脉曲张等。眼眶炎性假瘤是一类比较多见的

眼眶病。中年人发病较多，一般为单侧发病，

少数双侧发病 [15]。该病影像学检查较复杂，鉴

别诊断较困难，常需同眶多种疾病进行鉴别。

MRI 扫描眶内可见软组织肿块，形态多不规则，

常表现为 T1WI 低信号，T2WI 高信号。炎性假

瘤主要与眶内良、恶性肿瘤鉴别较困难，与良

性肿瘤的区别在于，炎性假瘤无包膜，边界模糊，

肿瘤形态不规则，可侵及或包绕眼球、眼外肌

等结构。炎性假瘤常伴有眶骨扩大，但并非破坏，

而是表现为压迫性骨吸收，此征象可与恶性肿

瘤鉴别。

综上所述，MRI 检查可有效显示眼眶肿瘤

及瘤样病变内部结构、与周围组织关系等影像

学特点，可对眼眶肿瘤及瘤样病变进行准确定

位、定性诊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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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服务在妇产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疗效观察

王晓芬

新时代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生活

质量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患者加强了对护理

的重视程度 [1-2]。本文结合舒适护理服务展开探

究，目的在于找出更为有效的护理方式在今后

临床过程中开展应用，探究的内容如下文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我院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收治的妇产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探究，

将 200 例患者纳入组别之中，对照组与观察组

各有 100 例。对照组中患者年龄在 22 岁至 5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8.87 岁，其中 33 例患者

为月经异常，10 例患者为盆腔包块，27 例患者

为宫外孕，9 例患者为产妇，21 例患者为卵巢

囊肿摘除。观察组中患者年龄在 21 岁至 57 岁

之间，平均年龄为 39.01 岁，其中 30 例患者为

月经异常，11 例患者为盆腔包块，27 例患者为

宫外孕，10 例患者为产妇，22 例患者为卵巢囊

肿摘。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无异常，年龄、病

情都可开展对比，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结合自身的情况开展常规治

疗，在护理的过程中，主要对患者的生命体征、

护理舒适度等进行记录与检测，使患者能够注

意一些细节问题，使患者能够得到健康希望，

并告知患者定期参与复查。观察组护理方法则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融合舒适护理服务，舒适护

理服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入院护理，

(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

摘要：目的  对舒适护理服务在妇产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疗效进行探讨。方法  本文将我院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收治的妇产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从中随机选取 200 例患者作为具体的研

究对象，并将这些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的护理方式开展护理，观察组患者则对舒

适护理服务开展护理，对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以及舒适度进行调查记录。结果  通过调查发现两组患者

中观察组的满意程度较高，舒适程度也较高，以上两个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对妇产科

患者开展临床护理的过程中采取舒适护理服务开展应用的效果十分显著，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使患者满

意度得到提高，而且可以使患者在护理期间感到舒适，在今后临床过程中应加强对该护理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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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院后通畅会存在紧张焦虑的情绪，因此

护理人员应主动热情的与患者开展交流，告知

其相关的注意事项，来帮助患者熟悉环境，降

低陌生感，并且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通过患者病例中的内容以及与患者的沟通来进

一步加强对患者的了解。第二，心理护理，妇

产科中均为女性患者，女性患者的内心较为脆

弱，面对疾病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恐惧感，入院

治疗会使患者本身产生一定的压力，因此，医

护人员要及时与患者进行沟通，结合患者的性

格特征来有针对性的帮助其缓解压力，降低焦

虑以及不安的感觉。护理人员还可以向患者对

疾病进行讲解，加强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

从而建立起疾病治愈的信心，并且通过交流还

能够提升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有助于提升

护理人员的依从性。第三，一般护理，护理人

员应定时帮助患者清理病房内的就医环境，为

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定时开窗通风，若

患者手术过后可以帮助患者翻身以及拍背，还

可以结合患者的喜好对舒缓类的音乐进行播放，

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第四，饮食护理，

患者手术过后不能立刻进食，护理人员应告知

其相关注意事项以及可以进食的时间，可以进

食后应以流食为主，来促进患者的消化吸收，

待患者可食用正常饮食后，应以清淡为主，让

患者加强蛋白质的摄入，来更好的加强营养吸

收，促进患者的恢复。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的满意程度以及舒适程度。

1.4  统计学方法

本文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

用 T 检验，若满足 P ＜ 0.05，则说明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首先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程度，观察组患

者的总满意人数为 91 例，总满意程度为 91%，

对照组患者的总满意人数为 79 例，总满意程度

为 79%，观察组患者的总满意人数以及总满意

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满足 P ＜ 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的满意程度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100 43 48 9 91（91%）

对照组 100 37 42 21 79（79%）

P 值 ＜ 0.05

再对比两组患者的舒适程度，观察组患者

总舒适程度为 92%，对照组患者总舒适程度为

75%，观察组患者的总舒适程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同样满足 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患者的舒适程度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舒适 一般 不舒适 总舒适

观察组 100 44 48 8 92（92%）

对照组 100 36 39 25 75（75%）

P 值 ＜ 0.05

3. 讨  论

在妇产科的治疗过程中，手术治疗是治疗

的重要步骤，其虽然可以治疗妇科类疾病，但

同时也会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损伤或者手术创

伤，在手术过后也会出现身体上的疼痛，不仅

会干扰患者的术后康复，使患者出现不适感，

并且也会引发患者不适的恐惧、焦躁、抑郁、

焦虑等反面心理状态。所以，对于妇产科术后

患者，尽量帮助患者降低手术之后引发的疼痛，

帮助创伤加速愈合，提高术后恢复的速度是临

床护理的关键步骤 [3-4]。因为妇产科患者都是女

性，并且敏感性提高，舒适护理通常会引发患

者出现重度的负面心理状态，舒适护理可以使

患者整体的放松的状态，使其感到愉悦，并且

能缓解患者的紧张、焦虑、恐惧的情绪得到去除，

保障并且维持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为患

者创造一个平衡的生理、心理状态。

舒适护理模式又称 Hotel 式护理服务，其

是现代护理学科发展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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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护理模式。相较于传统护理服务，舒适

护理更重视“以人为本”，重视护理的过程以

及在这个过程患者的体验，以提高患者体验、

降低患者不愉快程度为主要护理目的。妇产科

是医院中较为特殊且较为重要的一个科室，由

于收治的患者均为女性，因此更容易在住院期

间出现紧张和恐惧情绪，这就需要在这一过程

中加强对护理的重视程度，平复患者心态，从

而提升治疗的综合效果。本文结合舒适护理服

务护理方法展开探究，通过探究得出结论，该

方法的应用不仅可以使患者在护理过程中感到

舒适与满意，而且可以使护患关系得到优化，

使患者对护理人员加深信任程度，使舒适护理

服务能够在临床治疗中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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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for Comfort Nursing Service in Clinical Nursing of 
Obstetrics
WangXiaofen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nursing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ethods In this paper, the gynecological and obstetric patie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9 to August 2020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2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 
average.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to carry out nursing car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arried out nursing care of comfortable nursing services。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comfort. Result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satisfaction 
and comfor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fort nursing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s very effective. This method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but also make 
patients feel comfortable during nursing.The application of this nursing metho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Comfort nursing service; Clinical nursing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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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肝动脉导管持续灌注化疗的
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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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县人民医院，陕西    大荔    715100）

摘要：目的：探讨肝动脉置管后氟尿嘧啶 (5-FU) 联合奥沙利铂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及副反

应的发生。方法：对 10 例肝癌患者采用肝动脉留置导管，经输液泵持续导管内灌注氟尿嘧啶动脉缓慢

泵入，治疗 1 个疗程，对置管术后的情况、化疗毒副反应进行观察及采用有效针对性治疗。结果：10

例病人完成治疗计划，治疗过程很少发生不良反应，仅 1 例出现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经及时对症处理，

不良反应迅速得到改善。结论：原发性肝癌在留置肝动脉导管行区域性持续灌注化疗比全身化疗毒副

反应轻，可控制病情，延长存生期；通过规范的临床诊治，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肝动脉置管，氟尿嘧啶，化疗，后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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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的首选治疗方式是手术切除，

然而适合手术的早期病例仅 5%-10%，大部分

发现时已是中、晚期，失去了手术的机会，采

用放疗及全身化疗效果也不太满意。肝转移癌

如肿瘤体积小于或等于 3 厘米的考虑射频消融

术，多数肝转移癌发现时肿瘤体积大于 3 厘米，

射频消融术不彻底。今年我科采用肝动脉插管

行区域性持续灌注化疗，是治疗原发性肝癌的

有效方法之一，2022 年 7 月到 2022 年 11 月采

用该方法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共 10 例，取得

了较满意的治疗效果，现将临床后效观察体会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 例患者中，男 10 例，女 0 例，肝左叶 3 例，

肝右叶 7 例，肿瘤直径最大 14cm，最小 5cm，

平均 8cm。年龄 55 岁～ 69 岁，所有病例均经

CT 增强检查下或经皮穿刺活检病理结果确诊

为原发性肝癌，全部病例在外科会诊下不适合

进行手术切除或已行手术治疗，患者常规检查

肝肾功能、甲胎蛋白、血常规、出凝血功能，

病人无腹水，无化疗禁忌症。

1.2 治疗方法

1.2.1 置管术前的准备

术前，根据患者穿刺置管部位进行皮肤准

备；一切术中用药及用物；术前测体温，血压，

脉搏，呼吸；触摸穿刺肢体股动脉搏动情况，

并做好记录，便于术中术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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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置管方法

在介入手术室，在 C 臂 X 光机影像监控下，

经股动脉插管，超选择肿瘤供血动脉后，先行

奥沙利铂灌注化疗后予以表柔比星与碘化油混

悬液行栓塞治疗，后将导管固定于肝固有动脉，

经碘佛醇造影剂造影证实后注入肝素盐水，手

术护士用 3M 无菌敷料 10*12 固定导管，利用

高举平台法黏贴敷料，密闭式接头连接导管，

做好导管出皮肤处的标识，用一个可伸缩的彩

色夹子夹紧，松紧适度，防止导管滑脱，再用

无菌纱布覆盖，用优力舒弹力绷带固定，送回

病房。

1.2.3 化疗药物方案及配制

术中 0.9% 生理盐水 250m1 加入奥沙利铂

150~200mg 经肝动脉导管灌注化疗。奥沙利铂

滴注完毕后，再用 0.9% 生理盐水 160m1 配制

氟尿嘧啶 2000mg ～ 2500mg 持续动脉灌注 24

小时。奥沙利铂和氟尿嘧啶的剂量根据病人体

表面积计算方式的剂量而定，28 天一个疗程，

定时复查血象、肝肾功能、AFP、CT 增强扫描。

2. 临床诊治

2.1 基础治疗

一般导管固定约 24h，置管部位敷料每天

更换 1 次，以观察局部渗血、渗液情况及有无

感染发生和局部血肿的形成。术后常规予以保

肝治疗。因术后需要右下肢制动，为预防血栓

形成，使用 20u/ml20ml 肝素钠血管鞘肝素化 

Q4H，至今未出现术后血栓形成。

2.2 术后观察

置管术后 2 小时内每 15min 观察术侧足背

动脉搏动、皮肤温度、色泽、湿度 1 次，并询

问患者肢体感觉情况，以后 1 小时观察 1 次，

如无特殊情况，8 小时后每 2 小时一次，出现

足背动脉搏动减弱、肢体发冷、皮肤颜色苍白、

紫钳等及时处理。

2.3 化疗毒副反应的处理

2.3.1 骨髓抑制

对发生骨髓抑制的患者应当实行保护性隔

离，将患者安置到单人房间，减少探视，要求

家属进入病房戴口罩，病房桌、椅、地面等用

1:500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1 次 / 天，空气及被

褥行紫外线照射 2 次 / 天，保持温度和湿度，

温度宜 20℃ ~22℃，避免受凉诱发上呼吸道感

染。湿度宜 60%~70% 左右，预防鼻粘膜、口

唇干裂出血。血小板减少的患者应避免外伤，

尽量减少一些侵入性操作，每次注射后用干棉

签压迫针眼 5min 以上，慎用止血带。饮食以

柔软易消化为宜，避免带刺食物。

2.3.2 口腔溃疡

5-Fu 对皮肤粘膜的损伤较重，告诉患者

保持口腔清洁的重要性，每天睡前晨起，餐后

及时刷牙、漱口，必要时用漱口水含漱，每日

数次，一旦发生口腔溃疡，立即给予局部敷以

碘甘油，溃疡散等，以促进溃疡愈合。

2.3.3 胃肠道反应

术中应用高浓度化疗药，可刺激胃肠道引

起胃部不适、恶心、呕吐反应。术前禁食 4 h，

术后禁食 6h，并常规应用胃黏膜保护药、镇静

药，进食后予易消化、高热量、高蛋白、高维

生素、低脂饮食可减轻症状。恶心、呕吐严重者，

给予胃复安、地塞米松、5 羟色胺受体阻滞剂，

同时静脉补液，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其

中仅 1 例患者出现严重恶心、呕吐，经止吐等

对症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

2.3.4 发热

因栓塞致大量肿瘤组织坏死、正常组织

受损或继发感染所引起，前者多发生于术后前

3~5 d，体温在 38~39℃，当体温低于 38.5℃时，

鼓励患者多饮水，注意休息，可不予降温，若

体温高于 38.5℃时，先行物理降温，效果不佳

则给予复方氨林巴比妥应用，必要时可使用激

素。发热时注意补充水、电解质，加强基础护理。

若持续发热 1 周以上，可能合并感染，要给予

抗感染治疗。经治的 10 例患者中有 3 例出现

发热症状，其中 2 例为低热，经物理降温后体

温降至正常，仅 1 例患者出现高热，考虑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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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肿瘤直径较大，栓塞后肿瘤细胞坏死所致，

经物理降温效果不佳，后给予复方氨林巴比妥

后体温逐渐降至正常。

2.3.5 腹痛

可因栓塞后肝脏缺血水肿刺激肝包膜而导

致肝区胀痛；也可能因造影剂、栓塞剂使血管

痉挛，血管壁营养障碍，导致组织缺血缺氧引

起，症状一般 3~5 d 缓解。若腹痛剧烈则可能

误栓胆囊动脉或胰腺动脉引起胆囊坏死或急性

缺血性胰腺炎，此时，患者绝对卧床休息，要

做好心理护理，采用移情、松弛、暗示等疏导

方法，减轻疼痛的程度，必要时应用止痛药物。

仅 1 例肿瘤直径最大的患者出现腹痛症状，排

除术后肠梗阻及应激性溃疡穿孔后，考虑系栓

塞后肝脏缺血水肿刺激肝包膜而导致，予以止

痛对症后症状明显缓解。

3. 结果

3.1 近期疗效

全部病例完成治疗。10 例肝癌患者中，经

治疗后做 CT 及 B 超与治疗前比照，肿瘤较前

未再扩大。

3.2 毒副反应

10 例患者置管后及灌注化疗期间，仅 1 例

患者出现较为严重的副反应，出现明显恶心呕

吐，呃逆不适，腹痛，发热症状，经与既往仅

行 TACE 术对比，患者此次副反应出现较晚，

反应较仅行 TACE 术轻，患者毒副反应经对症

治疗后明显好转。余患者未出现明显的毒副反

应或仅出现轻微毒副反应，未发生任何护理并

发症，全部患者置管后第二日即可下床活动。

4. 小结

原发性肝癌恶性程度高，未经治疗的患者

平均生存期仅为三个月到四个月，手术治疗是

本病首选治疗方法，但由于该疾病病情演绎发

展迅速，在门诊就诊中，90% 以上为中晚期患

者已失去了手术机会，经皮股动脉穿刺将导管

直接插入到肿瘤供血动脉，再由导管内灌注化

疗药物，使肿瘤内及其周边聚集药物，从而获

得更高的杀伤癌细胞效应。

5-Fu 为嘧啶类抗代谢药。在体内转变为

5- 氟尿嘧啶脱氧核苷，可抑制直胸腺嘧啶核

苷合成酶，阻断尿嘧啶脱氧核苷转变为胸腺

嘧啶核苷，影响 DNA 的合成，但其半衰期为

15min~20min，24 小时内大部分 5-Fu 消失，利

用输液泵持续灌注 5-Fu，顺应了 5-Fu 的药代

学原理，避免了首过效应，并维持血药浓度在

较高水平，可提高疗效。

晚期肝癌继往治疗方法多采用全身静脉化

疗，毒副反应较重，特别是胃肠道反应往往导

致患者营养失调，电解质紊乱等，另外，反复

穿刺时患者血管破坏严重，皮肤抗感染能力差。

中晚期肝癌的治疗是医学界一个十分棘手

的问题，对不能手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应采取

多种方法联合治疗。经皮股动脉穿刺将导管直

接插入到肿瘤供血动脉，再由导管内灌注化疗

药物，既避免了全身静脉化疗带来的严重毒副

反应，又同时使更多的药物精准作用于肿瘤部

位，既能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又同时

能避免药物的浪费，提高药物对肿瘤部位的作

用时间及给药浓度，从而更好地使抗肿瘤药物

精准作用于肿瘤部位，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在使用经皮股动脉穿刺置管灌注化疗的 10 例

病人中，所有病人的毒副反应均较前减低。因

此，使用经皮股动脉穿刺超选行肝 TACE 治疗

后，将导管直接插入到肿瘤供血动脉，再由导

管内灌注化疗药物，是一种很行之有效的原发

性肝癌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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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MRI 弥散加权成像技术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心肌炎患儿的影响。方法 根据

MRI 弥散加权成像检测结果，将某医院收治的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心肌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激励性护理干预。比

较两组患儿的基线资料、心电监护指标、体征异常及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并分析 MRI 弥散加权成像结果，

计算 ADC 值。结果 两组儿童的基线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对照组儿童心率、呼吸、躯体功

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意识障碍、神经功能障碍多于观察组，血氧饱和度较观察组少。护理干预后，

对照组惊厥、躯体功能障碍、意识障碍、神经功能障碍等临床症状缓解时间较观察组延长（P<0.05）。

结论 MRI 弥散加权成像技术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心肌炎的诊断有意义；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心肌

炎患儿，临床激励护理干预不仅帮助患儿在短时间内缓解症状和控制病情恶化，还有助于提高儿童的

生活质量和家庭成员应对疾病的信心。

关键词：重症病毒性脑炎；心肌炎；MRI；弥散加权；激励性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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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展台】

编者按：
我校科研工作从起步到发展，科研质量逐步提高，正在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

本展台以研究者或课题项目或学科为单位，展示我校高质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希望能
够促进高端学术研究者和科研团队的形成，进而带动科研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任秋爱副教
授（个人简介见封二）在护理学领域有比较深入钻研，本期展示的是她在该领域研究的部
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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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病毒性脑炎是指由病毒直接侵入脑实质引

起的脑炎症。引起该病的主要原因是肠道病毒

感染，主要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柯萨奇病毒

和 Echo 病毒。该病具有季节性、流行性等特点。

主要发生在冬春两季，具有自限性 [1]。小儿病

毒性脑炎主要是指病毒感染侵入软脑膜，对中

枢神经系统造成损害。患儿表现为明显的精神

异常、体温突然升高、意识障碍等，严重者可

危及生命。在临床上，病毒性脑炎患儿大多分

为轻度型和危重型两种。危重症患儿常并发心

肌炎，临床表现为脑、心功能同时受损 [2]。心

肌炎是指以心肌局限性或弥漫性炎性病变为主

要表现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根

据对大鼠标本的研究，病毒性心肌炎可分为 3

个阶段。病毒侵入心肌细胞，通过特定受体繁

殖，导致心肌坏死。持续的反应可引起心肌重构，

最终导致进行性心力衰竭。大多数儿童有严重

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临床表现 [3]。如果临床

治疗不及时或护理不当，可导致患儿脑组织或

心功能损伤加重，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和

生活质量 [4]。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文 献 调 查 显 示 约 50% - 

60% 的患者被确诊为病毒性脑炎，且预后较差
[5-7]。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经

济负担 [8-12]。这也促使人们对影响病毒性脑炎

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研究。本研究于采用 MRI

弥散加权影像学诊断，并结合流行病学资料以

及患者临床指标、既往病史、辅助检查等综合

分析，旨在促进临床诊断水平的改进，通过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与护理，提高患者的生

活水平，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脑组织的检测

是诊断病毒抗原或脑脊液中抗体的金标准，但

病毒性脑炎在世界范围内的诊断频率较低，仍

有数例病例未知 [13-15]。

Salazar 等人 [16] 认为下丘脑神经递质水平的

改变可以刺激神经系统的副交感神经元，通过

对脑炎患者的抗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研

究，发现病例与不随意运动以及过度唾液分泌

过多症状有关。而这些情况只能通过麻醉品和

其他大剂量的镇静剂来控制，对患者的健康毫

无益处。Taguchi et al.[17] 介绍了一例病毒性脑炎

伴有卵巢畸胎瘤病史的患者，认为使用麻醉药

物来减少这种疾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18-20] 资

料，发现患者出现发热症状非常一致，在之前

的报道 [21] 中也发现畸胎瘤的发生率较高。与肿

瘤患者相比，患者的复发率具有一致性 [22,23]。

有研究者 [24] 认为 MRI 异常患者存在癫痫、肢

体不自主运动等精神障碍，可提示 MRI 相关临

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因此，提出了病毒性脑炎

的具体机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早期诊断对小儿病毒性脑膜炎合并心肌炎

的临床治疗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MRI 由于具

有较高的组织分辨率而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但

其序列简单，仅包括 T1W1、T2W1、T2FLAIR

和增强扫描 [25]。MRI 弥散加权成像技术与常规

核 MRI 成像不同，是基于水分子的运动，提供

大脑生理状态的信息，临床诊断急性脑梗死的

敏感性高达 94%、特异性为 100%，能可靠地

鉴别蛛网膜囊肿与表皮样囊肿、硬膜下积脓与

积液、脓肿与肿瘤坏死，在颅内其他病变如肿瘤、

感染、创伤、脱髓鞘等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它被用作儿童重症

病毒性脑炎合并心肌炎的首选检查方法。根据

检查结果选择合适的护理方法，具体情况报告

如下。

2. 方法

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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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功能障碍等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均长于观察

组。

5. 结论

MRI 弥散加权成像对重症病毒性脑炎合并

心肌炎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重症病毒性

脑炎合并心肌炎患儿，临床激励性护理干预尤

为必要，有助于患儿在短时间内缓解症状，控

制病情恶化。此外，还有助于提高患儿的生活

质量和家庭成员应对疾病的信心，值得进一步

在临床上推广和采用。本研究的缺点是样本量

小，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进一

步的研究中需要扩大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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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hildren with Severe Viral 
Encephalitis and Myocarditis during Rehabilitation Period based on 

Diffusion Weighted MRI
Ren Qiuyai1Yang Haixia2

(1.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2.Shaanxi Hospital of TCM, Xi'an 
710000, Shaanxi )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usion weighted MRI on children with severe viral 
encephalitis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ti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iffusion weighted MRI, 
the children with severe viral encephalitis combined with myocarditis in a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inc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baseline 
data, ECG monitoring indexes, abnormal signs and clinical symptom relief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results of diffusion weighted MRI were analyzed to calculate ADC values. Result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aselin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more heart rate, respiratory, body dysfunction, language dysfunction, consciousness dysfunction, 
and nerve dysfunction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less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relief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convulsion, 
physical dysfunction, consciousness disorder and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Diffusion weighted MRI is useful in the diagnosis 
of severe viral encephalitis with myocarditis;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viral encephalitis combined with 
myocarditis, clinical inc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not only helps the children alleviate symptoms and control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disease in a short time, bu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 and the 
confidence of family members in coping with the disease.

Key words：Severe viral encephalitis; Myocarditis; MRI； Dispersion Weighting; Motiva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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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CS 模式的围手术期癌症病人生活质量研究

任秋爱

癌症是全球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严

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手术是治疗癌症

的重要手段，但手术带来的创伤、麻醉及癌症

的刺激可引起病人生理功能的紊乱，出现焦虑、

恐惧等负性情绪，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1]。疾

病的治疗不仅仅是缓解疾病的不适症状、延长

生存期，更要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治疗性沟

通（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System，TCS）

是心理学上常用的治疗工具，是在临床治疗护

理工作中，以病人为中心，医护人员运用专业

及相关知识与病人及其家属的双向沟通交流，

旨在帮助病人应对焦虑等不良情绪，也是人与

人之间表达社会支持、提供信息和反馈、纠正

非理性认知并给予希望的一种护理沟通 [2]。通

过沟通可以增加护患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信任，

有效的沟通有助于获得正确的信息，并针对病

人出现的问题，及时、准确地实施整体护理，

从而保证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对提高整体护理

质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

渭南市某三甲医院住院的围手术期癌症病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病例确诊为癌症的病人，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

摘要：目的  以治疗性沟通（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System，TCS）作为干预手段，分析围手术

期癌症病人的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关系，评价其对癌症病人生活质量的干预效果。方法  

采取方便取样法，选取渭南市某三甲医院癌症手术病人，按就诊时间分为对照组（n=121）和观察组

（n=119），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与沟通，观察组在常规护理与沟通的基础上，运用 TCS 进行干预，比

较两组干预前后焦虑自评量表 (SAS)、 Herth 希望指数量表 (HHI) 及 FACT-G 量表 (V4.0) 中文版的评分。

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 SAS（t=4.894，P ＜ 0.05）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干预后希望指数（t=4.170，

P ＜ 0.05）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干预后总体健康 (t=8.395，P ＜ 0.05), 除生理状况领域 (t=0.695，

P ＞ 0.05) 干预前后无差异 , 社会 / 家庭状况领域 (t=5.084，P ＜ 0.05)、情感状况领域 (t=2.974，P ＜ 0.05)、

功能状况领域 (t=2.436，P ＜ 0.05)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  对围手术期癌症病人规范实施 TCS 干预，

可减轻病人负性情绪、提高其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

关键词：治疗性沟通；癌症；焦虑；希望；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R7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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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手术期且病情明确，意识清楚，听力、语

言表达无障碍，住院天数≥ 7 天且自愿参加本

项研究查者。排除既往有心脑血管疾病、重要

脏器功能损害的病人，术后有严重并发症，意

识障碍、智力障碍或有精神性疾病者。

1.2 方法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法，根据纳入和排除

标准，剔除不符合要求者，按时间将癌症病人

24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121

人，观察组 119 人。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与沟

通，观察组在常规护理与沟通的基础上给予

TCS 干预，干预时间为入院首日、术前 1 天、

术后 3 天、术后 7 天，TCS 应避开病人治疗、

就餐及休息时间，在下午 4-5 时进行，每次

30min ～ 45min。在第一次干预前和最后一次干

预后，采用病人或家属自填问卷、护士指导和

监督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自制

的调查表部分，包括人口资料（年龄、性别、

民族、婚姻状态），文化经济特征（文化程度、

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

及住院天数等。②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

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根据

症状出现的频数赋分，根据我国常模的结果，

50 ～ 59 分为轻度焦虑，60 ～ 69 分为中度焦

虑，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3]。③ Herth 希望指

数量表（Herth Hope Index，HHI）包括 3 个维

度，12 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同意度的不同得

1 ～ 4 分，总得分范围为 12 ～ 48，分值越高，

说明研究对象希望指数越高 [4]。④癌症病人生

命质量测定 FACT-G 量表（V4.0）中文版，该

量表共 27 个条目，分为生理状况领域（PWB）、

社会 / 家庭状况领域（SWB）、情感状况领域

（EWB）、功能状况领域（FWB），4 个领域

得分相加是量表总得分（TOTAL）。除 EWB

得分范围为 0 ～ 24，其余 3 个领域得分范围为

0 ～ 28，总得分范围为 0 ～ 108，分值越高，

表示研究对象生存质量越好，量表详细的计分

方法见参考文献 [5]。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SPSS20.0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同质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和 t 检验，数值

变量指标的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中，对照组和观察组在年龄、性

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家

庭经济状况、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等基本资料

方面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1。

表 2-1  对照组和观察组人口学特征组间均衡性检验

人口学特征 对照组 观察组 x2 P

年龄 ﹤ 40 岁             20 24 1.326 0.218

40-60 岁                  83 86

﹥ 60 岁           16 11

性别 男 85 92 0.657 0.415

女 34 29

民族 汉族 108 113 0.570 0.446

其他 11 8

婚姻状况 已婚 103 99 1.010 0.314

未婚 / 离异 / 丧偶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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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干预前两组病人焦虑状态、希望水平

及生活质量的得分比较

采用 t 检验对两组围手术期癌症病人干预

前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得分进行

比较，发现两组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2。

文化程度 大学及以上 9 7 1.361 0.202

高中 / 中职 38 40

初中 49 56

小学及以下 23 18

居住地 城市 49 44 0.586 0.472

农村 70 77

人均月收入（元） ＜ 1000 22 25 0.476 0.635

1000-3000 90 87

3001-5000 7 9

费用支付方式 自费 6 5 0.114 0.798

医保 / 合疗 113 116

表 2-2  两组干预前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得分比较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焦虑状态 54.50±3.74 54.64±3.15 0.840 0.403

希望水平指数 34.58±2.24 34.60±2.37 0.966 0.334

生活质量（TOTAL） 72.25±7.77 72.30±8.03 0.985 0.326

生理状况（PWB） 18.45±3.09 18.75±3.18 0.767 0.443

社会 / 家庭状况（SWB） 20.55±3.23 20.35±3.33 0.851 0.395

情感状况（EWB） 16.15±3.73 16.25±3.52 0.932 0.352

功能状况（FWB） 17.10±3.28 16.95±2.94 0.883 0.378

2.3 干预后病人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

质量的得分比较

根据研究要求，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与沟

通，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TCS 干预，最后一

次干预后，再次评价研究对象的希望水平、焦

虑状况和生活质量。结果发现，对照组在 TCS

干预前后焦虑状况、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3；

而观察组在 TCS 干预前后焦虑状况、希望水

平和生活质量的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4。

表 2-3  对照组干预前后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得分比较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焦虑状态 54.50±3.742 54.74±3.63 0.748 0.455

希望水平指数 34.58±2.24 34.76±2.29 0.695 0.488

生活质量（TOTAL） 72.25±7.77 72.62±8.46 0.888 0.375

生理状况（PWB） 18.45±3.09 18.67±3.03 0.826 0.410

社会 / 家庭状况（SWB） 20.55±3.23 20.71±3.21 0.874 0.383

情感状况（EWB） 16.15±3.73 16.29±3.64 0.909 0.364

功能状况（FWB） 17.10±3.28 16.94±3.46 0.892 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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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结合围手术期癌症病人情况，实施有效

TCS 干预

入院首日，为了建立和谐护患关系，主要

为病人介绍疾病基本知识，检查目的、方法、

注意事项，并预约陪检，消除其紧张感。

术前 1 天，由于病人担心手术危险性和手

术后可能带来的痛苦，可能出现焦虑、抑郁、

悲观等问题，我们采取倾听、鼓励、引导等方法，

根据病人的性格特征和理解能力，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有针对性地为病人介绍手术相关知识，

如手术医务人员资历、水平，手术时间、方式，

术前准备、接送流程，手术室环境，手术方案等。

同时，介绍疼痛基本知识及镇痛模式，并发症

预防的方法，如腹式呼吸训练、有效咳嗽咯痰

方法等，以缓解病人的思想顾虑，接受现实，

重新树立对生活的信心。

术后第 3 天，针对病人担心疾病预后的问

题，我们向病人说明疾病治疗的最新进展及预

后情况，激发起病人自我控制能力，提高治疗

的依从性，帮助病人理性认识疾病，豁达的生活。

同时，介绍手术取得成功，疗效果较好的病人，

为他们现身说法，告知术后进一步治疗的情况，

病情稳定后转入普通病室，营造轻松愉快氛围，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术后第 7 天，针对病人担心医疗费用比较

高的问题，我们运用幽默和转移话题来调动病

人的情绪，与病人产生共情，引导病人换个角

度来看问题，如果病人担心陪护者的负担，我

们告诉病人安心治疗，医院会提供无陪护优质

护理服务。还可以介绍医保 / 合疗制度或申请

社会的救助，减轻其经济负担。如果病人担心

术后功能恢复情况，可向其说明过度担心与紧

张可能带来的危害，介绍并示范康复训练的内

容、方法，讲解训练时的注意事项，并对 TCS

方案进行诊改，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病人生

活质量。出院前，告知病人出院后回访的时间

和内容等。

3.2 TCS 干预，有效改善围手术期癌症病

人的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

围手术期癌症病人干预前处于轻度焦虑状

态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处于中等偏

下水平。TCS 作为一种以临床护理人员为主导、

服务病人及家属的沟通模式，融心理学、人际

沟通学、伦理学等专业知识于一体，综合运用

整体护理和优质服务的理念，采取一系列护理

措施，对围手术期癌症病人规范实施 TCS 干预，

这种干预可减轻围手术期癌症病人的焦虑状态，

促进护患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加彼此的了解

和信任，有助于病人及家属获得有关疾病正确

的信息，护士针对病人所出现的心理问题给予

及时、准确、个性化护理，保证其积极参与疾

病治疗、护理及康复训练，减轻负性情绪，提

升希望水平，最终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5]。本

研究证实了 TCS 优于传统的健康教育，是一种

有效的、值得推广的临床干预模式，通过 TCS

表 2-4  观察组干预前后焦虑状态、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得分比较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焦虑状态 54.64±3.15 44.36±3.85 4.894 0.000

希望水平指数 34.60±2.37 38.16±3.93 4.170 0.000

生活质量（TOTAL） 72.30±8.03 87.05±6.02 8.395 0.000

生理状况（PWB） 18.75±3.18 19.14±3.08 0.695 0.487

社会 / 家庭状况（SWB） 20.35±3.33 24.67±2.61 5.084 0.000

情感状况（EWB） 16.25±3.52 22.71±3.07 2.974 0.004

功能状况（FWB） 16.95±2.94 20.52±3.64 2.436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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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护理人员在为病人提供信息支持的同时，

引导他们对疾病治疗资源的理性认识，帮助他

们利用可利用的客观支持，主动地寻求家庭、

亲朋好友、社会等的帮助，提高生活质量。

由于围手术期癌症病人住院时间较短，导

致干预时间不够长，缺乏出院后的长期效果评

价。为了更好地为病人及其家属服务，建议医

院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网络，对临床护

理人员进行 TCS 的专题培训，并在实际工作中

不断强化学习和应用，熟练掌握 TCS 模式的应

用方法与技巧，对提高整体护理质量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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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of Perioperative Cancer Patients based on TCS 
Model

Ren Qiuyai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Objective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System (TCS) was used as an intervention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nxiety state, hope level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ancer patient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on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patients of cancer surgery in a third-class hospital in Weinan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121) and observation group (n=119) according to their visiting tim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scores of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 Herth Hope Index Scale (HHI) and 
FACT-G scale (V4.0) before and after TCS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AS (t=4.894, p < 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hope index (t=4.170, p<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verall health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t=8.395, p<0.05) ,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except in the physiological status field (t=0.695, p>0.05) , the social/family 
status field (t=5.084, p<0.05) , the affective status field (t = 2.974, p < 0.05) and the Functional Status Field 
(t=2.436, p<0.0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CS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 improve the hope level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ancer patients during peri-
operative period.

Keywords: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Cancer,Anxiety,Hope,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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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护

理人员作为卫生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专业技术人

员越来越受重视。护理专业的职业教育是培养

临床护理人才的重要渠道之一，以行业需求为

导向，职业素养为依托才能培养出具有综合职

业能力的护理人才 [1]。教育部于 2008 年便提出

了“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的理念，

全国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于 2010 年启动至今

已经有 10 个年头了。目前，各大院校已经形成

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训”的办学

理念。技能大赛的举办也为全面提升护生的综

合能力奠定了基础 [2]。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和岗位能力要求设置相关命题的护理技能大赛，

将临床最新标准引入比赛中，评价体系多样全

面，与临床紧密切合，能更好的体现了理论联

系实际的教育宗旨和学以致用的终极目标 [3]。

同时，护理技能大赛作为护理实践教学成果展

示的重要一环，其结果能够映射出一个高职院

校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应用实践的能力。因此，

在护理教学创新改革中，充分发挥护理技能操

作大赛的作用与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9 年

我省（A 组）及东部某省（B 组）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护理技能的比赛成绩进行比较。

比赛分为四个项目，即右踝关节扭伤包扎技术、

静脉留置针输液技术、心肺复苏技术、气管切

开护理技术。研究对象共 144 人，其中 A 组 68

人，B 组 76 人，选手年龄、年级均符合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条件要求。

1.2  方法

查阅 2019 年我省（A 组）和东部某省（B

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护理技能比赛评

东西部护理技能大赛差异分析与思考

任秋爱    蒋    丽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

摘要：目的  对东西部两省的护理技能大赛成绩进行分析，发现我省选手在技能操作方面存在的问

题 , 以便在今后的护理实践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强化技能操作，提高护生的综合素质。方法  查阅 2019 年

我省（A 组）和东部某省（B 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护理技能比赛评分单，对评分标准中罗列的

具体得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我省技能大赛成绩低于东部某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我

省在今后护理实践教学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改革，尤其是操作细节及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技能大赛；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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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单，根据四个比赛项目的流程分类计分，用

Epi Date3.0 建立数据库进行双录入，采用 t 检

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组得分情况。

2. 结果

2019 年东西部两省高职组护理技能比赛评

分标准按照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护理

技能比赛评分标准进行，总分为 90 分，四个项

目所占分值为：右踝关节扭伤包扎技术 10 分、

静脉留置针输液技术 32 分、心肺复苏技术 24 分、

气管切开护理技术 24 分。比较分析如下。

2.1  A、B 两组右踝关节扭伤技术得分比较

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右踝关节扭伤包扎技术得分比较

流程 A 组得分 B 组得分 t 值

评估患者 1.77±0.16 1.88±0.10 5.746*

安置体位 0.94±0.10 0.98±0.05 1.848

绷带包扎 2.69±0.22 2.85±0.13 1.317

安置整理 1.73±0.23 1.86±0.10 8.459*

规范熟练 1.26±0.22 1.43±0.09 7.657*

护患沟通 0.43±0.11 0.48±0.06 1.073

  * 表示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 1 所示：A 组选手在评估患者、安置

整理、规范熟练 3 个方面得分均低于 B 组。查

阅 A 组评分单发现，A 组选手在右踝关节扭伤

包扎技术中主要失分点表现在评估患者伤情、

撤除用物和安置好患者并交代注意事项、患肢

放置合理 3 项，失分率均超 20%。说明 A 组参

赛选手护患沟通、细节把握未能做全面。

2.2  A、B 两组静脉留置针输液技术得分比

较情况。（见表 2）

表 2 两组静脉留置针输液技术得分比较

流程 A 组得分 B 组得分 t 值

评估解释 1.40±0.08 1.45±0.04 1.793

核对检查 1.90±0.11 1.95±0.07 6.421*

准备用药 2.35±0.19 2.46±0.07 6.332*

核对解释 0.97±0.07 0.97±0.05 0.103

初步排气 2.15±0.35 2.43±0.12 4.182*

皮肤消毒 1.88±0.16 1.93±0.11 3.418*

静脉穿刺 3.83±0.54 4.09±0.47 7.884*

固定针头 2.39±0.11 2.44±0.08    6.539*

调节滴速 1.96±0.39  2.41±0.129 8.326*

整理记录 2.44±0.15 2.45±0.10 0.361

拔针按压 1.23±0.29 1.38±0.09 4.486*

安置整理 0.84±0.06 0.95±0.09 7.435*

洗手记录 0.83±0.36 0.98±0.09 1.588

关键环节 3.34±0.60 3.63±0.42 6.187*

护患沟通 0.97±0.14 0.97±0.09 0.168

* 表示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显示：A 组选手在核对检查、准备用药、

初步排气等 10 个方面得分低于 B 组参赛选手。

进一步分析发现，A 组选手在静脉留置针输液

技术中主要失分点是：①二人核对医嘱、输液

卡和瓶贴；②两次消毒瓶塞至瓶颈；③查对到

位；④再次核对药液质量后挂输液瓶于输液架

上；⑤排空装置内气体；⑥根据患者的年龄、

病情和药物性质调节滴速；⑦操作后核对患者；

⑧嘱患者按压片刻至无出血，并告知注意事项；

⑨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询问需要；⑩无菌观

念强；(11) 见回血后，边推边抽出针芯；(12) 穿

刺成功后，松开止血带，打开调节器，嘱患者

松拳。其中 1-3 项的失分率超过 10%；4-10 项

失分率超 20%；11、12 两项，失分超 50%。说

明 A 组选手的细节把握、无菌观念及人文关怀

均有待提高。

2.3  A、B 两组心肺复苏技术得分比较情况。

（见表 3）

表 3  两组心肺复苏技术得分比较

流程 A 组得分 B 组得分 t 值

判断与呼吸 1.23±0.14 1.28±0.09 6.522*

安置体位 1.49±0.06 1.49±0.03 0.106

心脏按压 3.44±0.28 3.66±0.21 1.042

开放气道 1.63±0.18 1.64±0.15 0.256

人工呼吸 2.38±0.11 2.43±0.07 4.429*

判断复苏效果 2.65±0.26 2.74±0.16 3.674*

整理记录 1.29±0.18 1.37±0.08 9.020*

复苏评价 2.76±2.31 4.36±1.37 5.396*

规范熟练 2.53±0.48 2.69±0.28 5.905*

* 表示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表明：A 组选手在判断与呼救、人工

呼吸、判断复苏效果、整理记录、复苏评价、

规范熟练 6 个方面得分均低于 B 组选手。A 组

选手在心肺复苏技术中主要失分点包括：①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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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同时，观察胸廓情况；②立即呼叫；③收缩

压大于 60mmHg，体现测血压动作；④抢救及时，

程序正确，操作规范，动作迅速；⑤记录患者

病情变化和抢救情况；⑥复苏评价。其中 1 项

失分率为 10%；2-4 项失分率超 20%；5、6 两

项分别为 40% 和 45%。

2.4  A、B 两组气管切开技术得分比较情况。

（见表 4）

表 4 两组气管切开技术得分比较

流程 A 组得分 B 组得分 t 值

评估解释 1.92±0.09 1.97±0.06 1.557

吸痰准备 3.72±0.21 3.84±0.19 4.364*

吸痰操作 7.51±0.39 7.71±0.23 2.957*

更换敷料 2.74±0.42 2.95±0.26 3.469*

评价效果 1.08±0.33 1.25±0.17 6.031*

整理记录 1.90±0.12 1.92±0.10 0.019

护患沟通 0.45±0.08 0.47±0.07 3.142*

关键环节 1.97±0.39 1.97±0.03 0.101

规范熟练 2.53±0.48 2.69±0.28 5.905*

* 表示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4 可以看出：气管切开护理技术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包括：①阻断负压，将吸痰管经气

管套管插入气管内，遇阻力后略上提；②检查

气管套管的固定带松紧度；③肺部听诊判断吸

痰效果；④无菌观念强。第 1 项失分率 15%，

后 3 项失分率达 30% 以上。

3 . 讨论

护理技能大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技能，也

涵盖了护生胜任临床护理工作的综合素质要求。

同时，大赛也检验了指导教师的教学能力，组

建优秀的指导教师团队对选手的参赛水平和比

赛成绩影响较大。

3.1 存在问题

从 A、B 两组的成绩分析来看，我省学生

的操作技能水平总体偏低，尤其是在操作细节

的把握和对标准化病人的人文关怀、护患沟通

等方面。主要问题有：①表演痕迹较重，将病

人固有化，如将“爷爷”称为“叔叔”“奶奶”，

签名时未签值班护士的姓名，而是写上自己的

姓名，造成成绩作废等。②为了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操作，操作过快或与病人沟通时语速过

快，意思表达不清晰，如肺部听诊判断吸痰效

果时，嘱咐病人吸气、呼气时间过短。③站在

床边生硬地宣教，缺乏与病人的眼神交流，如

进行复苏评价时，只说明复苏成功请病人放心，

没有实施必要的人文关怀，消除其紧张感。④

操作时未结合案例，如对标准化病人的临床表

现视而不见，对其提出的问题不能有效解答或

回避问题，甚至面对突发事件缺乏应变能力而

惊慌失措 [4] 等。

3.2 对策

3.2.1 组建团结协作的技能大赛指导团队

建立技能大赛指导团队应注重理论、技能、

心理辅导、后勤保障等方面，团队可分为综合组、

理论组和技能组三组。综合组主要负责协调各

组工作，做好大赛用物及耗材的后勤保障及师

生心理疏导等工作。理论组由基础护理、内科

护理、外科护理、妇儿护理教研室的专业教师

和外聘教师组成，负责技能大赛理论试题的研

究与辅导工作，并辅助技能组参与培训工作。

技能组主要负责学生的操作技能培训工作，应

从护理专业教师中选拔，综合考虑教师的个人

时间、专业水平、指导经验、培训方法等，要

选择专业水平好、个人时间充裕，有一定指导

经验、对大赛熟悉、培训方法得当的教师。同

时，要不断加强技能大赛团队教师的学习提升，

备赛期间合理安排工作量，保证有足够的时间

对备赛选手进行指导培训。

3.2.2 参赛选手的培训

结合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情况，制

定技能大赛管理办法，参赛选手的选拔要做到

综合考量，如前期理论课程成绩、实践操作技能、

礼仪规范等。在备赛中，指导团队共同剖析比

赛方案，熟悉比赛流程，钻研评分细则，制定

科学、合理的培训方案并实施。技能组与理论

组外聘教师共同讨论设计临床典型案例，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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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的引用，可以有效的弥补单调的护理操作

形式，引导学生结合护理实践知识，不断提升

护理实践技能。也可以针对完成岗位工作任务

的能力来确定实训项目，按照完成工作任务的

必备条件设置情景，全面提高备赛选手的岗位

适应能力。技能大赛指导团队定期召开会议，

研讨解决备赛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不仅重视备

赛选手技能操作能力的提高，同时兼顾其专业

知识的强化、心理素质的提升、人文素养的加强、

评判思维能力的形成和敬业精神的培养。

3.2.3 引入标准化病人提高参赛选手的职业

素养

标准化病人是指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

后，能准确表现病人的实际临床问题的正常人

或病人 [5]。在备赛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

训练情况，适时引入教师标准化病人，由于教

师标准化病人熟悉疾病的相关知识，对临床病

人的表现也比较清楚，且队伍稳定，不需要专

门培训，还可以将学生的情况随时进行反馈。

实施中，学生可以根据标准化病人的具体情况，

解释其提出的问题，并给予正确的保持身心健

康的知识和技能指导。随着训练的进行，教师

标准化病人所扮演的“病人”也逐渐由简单到

复杂，由合作到不合作，并经常出现事先设计

好的意外情况，以锻炼学生的护理实践能力，

沟通能力和临床应变能力等，进而提升学生的

人文和心理素质。

同东部地区相比，地处西部的我省高职教

育的改革力度和教育理念不够先进，在优质护

理服务成为医学发展主题的今天，我省护理院

校应加大实践教学改革，重视操作细节，强化

技能训练，树立服务理念，培养护生护理职业

素养、沟通交流能力、工作效率和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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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hinking on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Nursing Skill Competitions

Ren Qiuyai, Jiang Li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found the problems of skill operation in our province,and strengthen the 
skill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future nursing practice 
teaching, the results of the nursing skill contest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were analyzed. Methods 
Refer to 2019 in our province (Group A) and a certain eastern province (Group B) Vocational College Skills 
Competition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kills Competition score sheet, the scoring standards listed in the 
specific scoring situation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ur province skill contest result is lower than the 
eastern province, and the difference ha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ur province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the operation details and humanistic care for 
patients.  

Key Words: Skill Contest; Practice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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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X”证书的高职课证融通模块化
课程体系的构建

任秋爱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如何很好地将高职院校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契合，实现学生“双证”毕业，即在学生

毕业时，不仅拿到毕业证书，还可以考取一个与职业相关的技能证书。由于护士执业资格证书一般在

考后 2 个月才发放和注册，无法实现“双证”毕业，“1+X”证书制度的出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本文以“失智老年人照护”和“母婴护理”证书制度为契机，通过开设辅修方向，设置模块化课程，

推进护理专业建设改革，重构护理专业的课程体系。

关键词：护理；课证融通；模块化；课程体系

中国中图分类号： R971              文献标识码：A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动了职

业院校“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

称１+ Ｘ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助力解决职业

院校“教学脱离实际、专业脱离职业、学生脱

离岗位 [1]”三大难题。我校护理专业作为第二

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失智老年人照护”和“母

婴护理”的试点领域内的专业，既是发展机遇

也是挑战，如何在完成学历证书教育的同时把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

有效对接与融合，就需要打造与Ｘ证书融通的

专业课程体系，提高证书含金量，提升护理专

业学生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1.1+ Ｘ证书中“１”与“Ｘ”的关系

2019 年 4 月，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中指出，“１”是

学历证书，“Ｘ”是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学历证书是基础，是实施学历教育的学校或教

育机构对完成学制系统内一定教育阶段学习任

务的学习者所颁发的文凭 [2]，说明了学习者的

学习资历、学识水平及劳动技能，是学校教育

人才培养质量的体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学

历证书的补充和发展，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

技能标准，通过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学生及社会

成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科

学认证的凭证，体现岗位（群）能力要求，反

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

职业能力 [3]。开展１+ Ｘ证书试点工作，是把

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结合起来，以学

生为中心，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

—— 以护理学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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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整合后的护理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

在实际工作中，知识和技能的运用都是综

合性的，通过开设辅修方向，设置模块化课程

体系，实现知识、技能的有机融合。模块化课

程体系不是简单的课程分块，而是将专业基础

课程设计成若干模块，这些模块会根据不同的

需要穿插在不同的综合课程里。依据“失智老

年人照护”和“母婴护理”标准对应的课程，

进行课程梳理，课程体系构建思路是将整个课

程体系先“打散”再重构。

将护理专业原有课程体系课程整合为模块

化课程，并对相应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形成

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模块化课程体系

序号 模块 融入课程

1 人体机能模块 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生理学、病理学、失智老年人照护基础知识

2 基础护理模块 护理学基础、失智老年人照护身体综合照护、失智老年人照护健康促进照护

3 老年护理模块
老年护理、老年社区护理、失智老年人照护认知功能促进、失智老年人照护活动功能
维护、老年营养学

4 母婴护理模块
妇产科护理、儿科护理、产妇护理、新生儿护理、婴幼儿护理、母婴营养学、母婴社
区护理

5 伦理法律模块
护理伦理、母婴护理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道德、能
力与素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4. 小结

课程重构的基本要求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与能力须在职业院校课程

体系中有所体现。重构后的护理专业课程体系，

在保持总学时不变的情况下，课程的内容、培

养要求与 X 证书能力单元内容相匹配，课程的

难易度层次以 X 证书中级为准，更具有系统性。

同时，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工作领域与学习领域

的转化过程及考核方式，引入了第三方组织进

行考核评价，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考试与专业课

程考试融通，以证代考，学分互换，学生在取

得证书的同时也得到相关企业的认可。在教学

形式上，以行动导向为重点，加强学习过程和

工作流程的密切关联，既注重过程性考核又注

重结果性考核。在重构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下，

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学习兴

趣，能更好更快地适应未来工作岗位，并得到

用人单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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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urse Card Financing Based on "1+X" Certificate

——Take Nursing as an Example
Ren Qiuyai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How to combine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realize the "double certificate" graduation of students, that is, when students graduate, they not 
only get the graduation certificate, but also get a vocational-related skill certificate. The introduction of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has solved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for nurses is 
usually issued and registered 2 months after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graduation of "double certificate" can not 
be achieved.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nursing for the elderly with dementia" and "nursing for mother and 
infant" certificate system, this article set up the direction of minor courses and modular course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nursing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nursing specialty. 

Key Words: Nursing; Curriculum-certificate Integration; Modularization; Curriculum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