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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入了解高职院校护理实习生接受高职校院合作“1+1+1”

培养模式的内心真实体验，分析该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效。方法 

通过面对面、深度的半结构式访谈来收集 8 名护生对该培养模式的切

身感受，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分析法进行资料整理分析。结果 提炼出

3 个主题 ：（1）该模式促进了其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 ；（2）

该模式增强了其临床适应能力、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和专业认同感 ；（3）

该模式尚存在课程设置欠佳、学习负荷偏重和课余生活单调等不足。

结论 校院合作“1+1+1”培养模式相比传统模式有明显的优势。但仍

需不断优化课程结构、丰富第二课堂活动及减轻学生心理负荷等提升

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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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Real Experience of “1+1+1” Training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CHEN Guangyi1 ZHENG Cuihong2 1 Endoscopy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3, China; 2 Dean's 
Office, Fujian Health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101,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nursing interns’s internship 
experience deeply and analyze the talent training effectiveness who 
received the training mode of "1+1+1"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ethods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eight student nurses who received 
the training mode were collected through face to face and the depth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Collected datas were analyzed by Colaizzi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hree themes were 
emerged: (1) The training model promoted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1+1+1”培养模式在高职护生教育实践中的质性研究

of i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practice; (2) The training 
mode enhanced clinical adaptabilit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3) Som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ining 
mode included poor curriculum, heavy studying load, monotonous 
extracurricular life, etc. Conclusion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mode, 
the“1+1+1”training mode has obvious advantages. However,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the enrichment of second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the alleviation of students'psychological load still need to be 
continuously optimized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vocational nursing; nursing interns; academy-hospital 
collaborative; effect; mode; qualitative research

伴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对医护人员的综合

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培养护理人才的主要教育形式之

一，高职护理教育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与挑战。因此，不断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显得尤其重要 [1]。高职院校大多采用传统“2+1”

培养模式 [2]，即前 2 年的学校课程学习和最后 1 年的临床实习。

当前对新型培养模式的研究鲜有，特别是关注受教者的主观感

受、体验等较少 [3]，多数研究停留在传统模式方面。2011 年福

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与福建省立医院开设了福建省首个

“护理示范班”，试行新型的校院合作“1+1+1”培养模式，

即学校与医院的合作。从第 2 学年开始，学生到教学医院完成

后 2 年的专业课程学习及见习实践等。本研究欲通过半结构式

访谈，深入了解学习者的亲身体验及理解，探讨其特有的优势

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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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立意取样法，于 2018 年 2—5 月选取若干个护理示范班

毕业生作为对象进行访谈，直至在访谈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开始重

复、不再有新的或重要的主题出现，样本量达到饱和，共 8 名。

年龄 21 ～ 24 岁，均为女性，编号 N1 ～ N8。纳入标准：（1）经

全国高考统一考试录取的全日制护理大专生；（2）同意参加研究，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经查阅文献及研究目的设计访谈大纲，选取 3 人进行预访谈，

根据访谈结果，咨询相关专家，最终确定访谈提纲。访谈前，均

与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意义、所需时间等，承诺对个人资料

保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取得信任，且所有访谈均由研究者一人

完成。

1.2.1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现象学研究法，通过面对面、半结

构式深入访谈的形式收集资料。访谈提纲包括；（1）简要介绍你

在护理示范班第二学年的学习及生活安排等；（2）你认为护理示

范班的优势及尚存在哪些不足；（3）实习期间，您的自我感受；

（4）针对现状，谈谈你的看法与建议。本研究的每次访谈时间约

为 30 ～ 50 min，全程录音，并适时书面记录，观察他们的非语言

动作 [4]。访谈结束后，当天内将录音内容整理成书面文字材料。

1.2.2   资料分析方法  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 7 步分析法 [5] 对转

录的文字资料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包括：（1）反复仔细阅读原始

资料；（2）提炼与研究现象相关的词组或语句，析取有重要意义

的陈述；（3）对反复出现的、有意义的观点进行编码；（4）将

编码后的观点汇集，随着受访者的增多，将重复出现的相同编码

汇集成编码本；（5）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6）辨别出相

似的观点，将编码进行归类、升华出主题概念；（7）把主题串联

起来全面描述，使最终形成主题概念和次要概念具有一定的内在

关联性。完成上述步骤后将资料反馈给受访者，核对分析所得资

料的真实性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2   结果  

2.1  主题 1：促进了其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

相比传统培养模式的教学安排来说，新型校院合作“1+1+1”

培养模式具有其明显的特色。第二学年，学生就开始到教学医院

接受为期 1 年的护理专业能力课程，包含半天的课堂理论教学和

半天的临床实训。具体包括 2 个次要结构概念。

2.1.1   便于掌握专业知识  8 名受访者均表示第二学年在护理

示范班学习的经历对她们的帮助很大。N2：“我们的教材与普通

教学班的教材是不同的，书本内容详细且严格按照护理程序来设

计，自我感觉系统性更强。”N5：“授课者大多数是护士长或者

经验丰富的老师，会结合临床真实案例进行阐述，实用性强且知

识点更具导向性。”

2.1.2   便于增进实践技能  N3：“相比学校第二学年的学生来

说，我们上午学习专业课理论知识，下午就能到相应的专科病房

了解该类疾病，不再是纸上谈兵；还通过参与晨间护理，掌握技

能操作。”N7：“此外，在带教老师讲解示范技能操作后，我们

有机会亲自动手实践。”

2.2   主题 2：增强了其临床适应能力、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和专

业认同感

临床学习阶段是护生职业综合素质形成的关键阶段，易受到

临床学习环境的影响，而校院合作 2 年的医院学习时间促使她们

对医院产生浓厚的感情。此外，护理示范班拥有良好的教学条件

和丰富的教学资源，促使学生的能力在多方面得到提高。具体包

括 3 个次要结构概念。

2.2.1  临床适应能力得到提高  N2：“相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

在医院我们有主人翁的感觉。”N5：“在实习期间，我能很快静

下心来适应新的科室。磨合期缩短了很多。”N6：“我们对医院

的技能操作熟练且贴近临床，易融入科室工作氛围。”

2.2.2  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得到锻炼  N3：“我不再像以前内向、

胆怯。现在我与患者、护士长、带教老师等交流时显得自然，在

面试时，也不会紧张无措。”N7：“个人觉得有更多机会与科室

患者、家属、带教老师、护士长及护理部领导等接触，特别是在

晨间护理、见习时也得到了历练。”

2.2.3  护理专业认同感得到增强  N1：“对于从高中升学进入

护理学校的我来说，第二学年就能到临床医院学习促使我更快地

了解护理内涵，工作模式等。”N2：“经过 2 年时间的学习和实

习生活，我亲身体会到护理工作的重要。尽管责任艰巨，但我喜

欢这份工作，愿意把所学所获用在护理工作上去救死扶伤。”

2.3   主题 3：校院合作“1+1+1”培养模式尚存在不足之处

2.3.1  教学安排欠佳  受访者多数认为护理示范班的课程安排

总体偏紧凑、不够均衡；此外，课程教材的难度也较大，老师授

课需要花更多的时间。N3：“第四学期的课程过多，建议第三、

四学期的课程安排尽量平衡。”N4：“目前我们用的教材版本较早，

内容没能及时更新，课程内容更偏向临床，学习难度系数较大。”

2.3.2   自我压力大  N2：“考试压力，在考试时期，大家都不

想垫底，彼此之间的竞争力大。”N8：“就业压力，作为护理示

范班的学生，如果没被大型医院录用会觉得没面子，顾虑别人的

评论，感到压力山大。”N7：“与教学安排很满有关，身体有些

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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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学习生活单调  护理示范班的同学普遍反映业余活动太

少，与大学校园生活严重脱轨。N1：“我们几乎没有校园生活，

感觉与学校脱离了，也没有了社团及交际的平台，而且课程安排

较紧，每天就是重复着上课、下临床、晚自习、休息等。”N4：“我

们在医院这边不像在校学生有第二学年的选修课程，只学习专业

课程显得太过单一。”

3   讨论

3.1  校院合作“1+1+1”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本研究显示，“1+1+1”培养模式安排学生提早 1 学年到教学

医院接触临床环境，学生切身享受到该培养模式带来的共赢成果。

当前社会对护理的要求逐渐提高，更需要在学生培养方面注重其

综合能力的提高。王晓莉 [6] 调查表明，目前高职护生的专业认同

感处于一般水平。这可能与高职护理专业大多采用传统“2+1”培

养模式有关，存在校院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 [7]。临床实

践是培养护生从学校向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角色转变的重

要场所。实习的整体效果与将来进入医院、走向社会有密切的关

系 [8]。张文慧等 [9] 认为临床教育者在实习各阶段均应加强对实习

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促使学生对护理工作的热爱、认知，不断

提高其职业认同感水平。因此，“1+1+1”培养模式更具优势，能

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热情及积极性。                         

3.2   校院合作“1+1+1”培养模式有待完善  

3.2.1   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  本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认

为护理示范班的课程设置尚不够合理。因此，首先应优化课程时

间的安排，尽量平衡第三学期与第四学期之间的课程，以免造成

学生的课程负担过重；其次，应优化教学内容，始终围绕“就业

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培养高等医学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

标，树立新型教材观，体现职教特色，及时梳理和调整教材内容，

删除不常用或淘汰的内容，同时可加强立体化教材资源建设，结

合信息化搭建网络教学平台，从而增强课程整体性和系统性 [10]，

不断优化提高教学质量。

3.2.2  第二课堂活动亟待丰富及多样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

理示范班的学生普遍反映业余活动太少，与大学校园生活严重脱

轨，学习生活略显单调乏味。因此，医院和学校管理者有必要开

展第二课堂活动来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鼓励学生参与科室

或医院组织的联谊活动、文体活动；定期开办针对学生层次的辅

导交流课来弥补选修课的空白，如组织专科的相关活动，让有兴

趣的同学能够参与；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志愿者活动等。

3.2.3  关注学生的心理压力  护理示范班的辅导员、医院的护

士长及护理部领导应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定期开设健康讲座，

邀请在临床工作中的师兄、师姐们开展交流座谈活动，为护生提

供心理支持与疏导；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并学会自我鼓励和反思。

研究表明，实习护生的整体压力较大，影响压力的主要因素有带教

老师的态度、患者的拒绝、护理操作不熟练、害怕针刺伤、日夜班

颠倒难以适应、对未来的规划 6 方面 [11]。钟美浓等 [12] 研究认为，

通过微信能及时发现护理实习生的心理压力并挖掘压力源，通过推

送资料和交流缓解学生实习期间的心理压力，改善学生心理状态。

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验证了该新型“1+1+1”培养模

式在护理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越性，并探讨了该模式存在的不足之

处及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但本研究因实际情况、时间及人力的

限制，调查范围仅限于三级甲等综合性教学医院，代表性不够全面；

采用现象学研究无法做到以完全客观的态度描述研究过程，容易

被研究者的情绪所感染，因此，可能使研究结果受到一定影响 [13]。

此外，本次目的抽样只对 8 名实习护生进行了定性研究，所提炼

出的主题可能尚不够全面。因此，应适当扩大调查范围、延长研

究时间进一步深入研究。为今后深化高职护理校院合作培养模式

的改革，培养真正满足社会需求、具有发展潜能的高素质护理人

才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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