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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导向的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建构 

伦凤兰 田敏 房婧 

摘要  以护理心理学课程为实践载体，通过教学过程中多元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启发科研思维解析课程知识体系，进行学科融合思维和科研方法的训练及其与创

新创业教育的结合，验证“两种思维—三类实践”的课程教学理念对本科护生科研

创新能力的培养效果，实现以科研创新能力为导向的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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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和实施“科教融合”思想，“产教融合”的方式成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必然选择。结合教育教学理实融合的基本规律，科研思维与科研创新能力成

为众多高等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点方向[1-2]。护理人才的培养要发展、进

步和提升需要考虑相关政策法规、卫生保健、学科发展、社会需求和护士角色转

变等方面的要求和学校的具体实际[3]，找到一个适合的切入点，促进护理教学与

科研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然而，护理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足，仍然停留在

固有的技能性和操作性思维层面，从科研逻辑与创新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足[4]。为了找到这个切入点，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科研创新教育现状与问题的基

础上，结合分析护理专业的课程特点，将护理心理学课程首先纳入了科研创新能

力导向的教学模式探索中，完成了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中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模

式建构。 

一、护理心理学科研创新教学的思路 

自 1998年 4月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报告书公布后，如何平衡教学与

科研的关系，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就成为世界高等院校面临的重大课

题[5]。他们从师资、课堂及科研实践等方面发力，让科研型教师从事本科教学，

实施探究型和研究型的课堂教学，鼓励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科研项目，激发了学

生的科研热情，拓宽了知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升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创新能

力[6]。 

而我国的传统护理观念则往往将机械性的辅助医疗工作当成工作核心，在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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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学中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进行单向灌输，这些观念和做法忽略了增强

学生多途径问题解决的能力，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发展[4]。为了避免这

些情况，在分析了护理心理学课程特点和要求的前提下，构思并探索了“两种思

维—三类实践”的护理心理学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改革方案。“两种思维”是指系

统思维和协作思维，“三类实践”是指技能实践、科研实践和创新实践，即通过护

理心理学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的实施，培养学生的系统和逻辑思维能力，提升

学生的协作意识，并通过护理心理学的干预技能实践、科研项目和成果尝试及创

新项目训练实现科研创新的培养目标。 

二、护理心理学科研创新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一）用科研思维解析护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 

护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大致包括心理学基础知识、心身疾病、心理评估与干

预、病人心理与心理护理、各类临床病人的护理及护士心理健康维护。这些内容

之间的大致逻辑关系为，在学习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了解心身疾病的形成

机制，用心理评估与干预技术对各类患者和护士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干预、护理和维护。在这个基本逻辑关系指导下，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联也很密

切。 

以心身疾病为例，该章共包括应激源、中介因素（应对、认知、人格和社会

支持）、应激反应及心身疾病几个章节，这些章节其实是心理学研究中的常见中

介模型或系统模型的内容。所以，将这些内容融合到一个模型中去，贯通性的设

计和讲解或引导学生把相关内容纳入到模型中，使其形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设计，

无论从知识的逻辑加工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扩展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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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激反应的逻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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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部分内容除了其本身提升护理实践的理论与技能外，对其在科研中

的定位和作用也做出明确说明。如在护理研究领域中，病人心理的求医与遵医行

为、病人角色转换和应激反应中的认知、心理及行为反应都是可能的因变量，引

导学生思考这些因变量的影响因素，并试图建立相应的模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科研思维。如有学生将老年糖尿病人的遵医行为作为话题进行研究，对其各影响

因素的关系进行设计，将遵医行为的各种情况进行剖析，为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

和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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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年糖尿病人遵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护理思路 

（二）多元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以叶圣陶先生的这句话作为护理心理学

多元教学方法的理论指导，总结护理心理学教学的一般规律，思考护理心理学与

本科护生学习者及其所掌握前期知识和授课情境等方面的学情。针对具体的护理

心理学授课内容确定不同的教学方法，实现多元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针对护理心理学课程的知识体系和内在规律，从学生的角度确定难易程度和

适宜的教学方法，遵循其具体的教学规律开展教学，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如，

打破原有的概述部分略讲、浅讲的思维，挖掘概述部分的思政、逻辑、科学和兴

趣等元素，充分发挥概述部分激发学习兴趣、启发热情、增强好奇心及科研结论

解读的作用。通过国内外研究趋势的对比，解释研究结论背后的文献分析过程，

引出有效阅读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查阅和分析文献，发现科学问题，培养辩证思

维和文献鉴赏能力的同时，激发对护理心理学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用心理学

基础知识的学习作铺垫，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分析心身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引

导学生体会逻辑思路和逻辑关系；并在思维分析模型的基础上，以小组研讨形式

领取各类临床病人的心理护理任务，启发学生解决问题，培养问题解决和团队协

作能力。在具体授课中运用经验联想法、演示实践法和互动沟通教学，以加深知

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如感知觉的特性中，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从经验中搜寻相

应的知识体验，并进行线上和线下的沟通与互动；而在心理评估和干预部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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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观摩访谈视频、分析心理测验结果、演示干预技术，真实体验和掌握相应

的技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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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元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三）基于课程内在逻辑进行学科融合思维和科研方法的训练 

护理心理学是心理学与护理学相结合的应用性学科，课程内容与设计必然离

不开学科融合的思想，借助本课程学科融合的优势引导学生寻找科研创新的思路

也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按照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和学生兴

趣区分了模型设计团队、科研实践团队和科研成果推进团队，以护理心理学课程

为载体，拓展科研思路，深化实践设计，推进科研成果，实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的目标。 

护理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本质逻辑就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分析模型。在深化分析

因果关系过程模型和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引导科研方法团队设计一些典型心身疾

病的因果模型，并制定细致地研究操作方案。然后，科研实践团队应用访谈和调

查法对因果模型进行验证，并由成果推进团队对所得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形成

研究成果。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学生们体验了一般的科学研究思路，实践了一

般的科学研究步骤，学会了文献检索与分析的方法，从而学会如何确定研究思路，

如何开展跨学科的文献阅读和研究，如何联系和融合各个学科等内容。 

（四）基于创新和创业教育进行科研能力培养 

结合“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双创背景，由护理心理学课程内容为起点，扩

展至整个护理学专业，寻找其与创新创业的结合点，引导学生发现并实现自身发

展与社会需求的契合，进行创新训练和创业的实践。 



科研创新导向的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建构 

35 

1.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 

如在护理心理学“职业道德”的课堂讨论中，学生发现本科护生进入基层一线

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这与基层对高层次专业护理人员的较大需求严重不符。于是，

在教师指导下，5位同学组成社会实践调研团队，下基层调研人才需求，做调查

了解本科护生的专业期望，开展了“高校护生服务基层一线的实践与探索”的研究；

另外，在护理心理学的干预实践课程中，学生发现护理专业的实践存在覆盖面窄、

程度浅的问题，这与本科护生的专业实践学期期望有很大差距。于是，4位学生

自愿组成创新训练团队，开始了“双创背景下高校护生的专业创新与实践”研究，

探索和开发护理学生的专业实践途径和各课程的实践方式，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

水平。 

2.建立科研创新教育团队，实现科研与教学的交互 

在护理心理学课程科研思维和实践活动的开展中，学生的科研创新兴趣得到

充分激发，为了满足学生的科研创新愿望和需求，护理心理学教学团队同时成为

了学生的科研创新导师，指导学生选题、思路设计、研究开展、成果的撰写与发

表等的全过程。学生在科研过程中培养了逻辑分析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锻炼了创造性思维、系统思维和实践能力，满足了科研创新能力的三个

基本要素，提升了科研创新能力。 

在此基础上，打破护理心理学课程的限制，将科研创新延续和扩大，将科研

创新教育团队延续到大学三、四年级和其他护理学专业课程中去。如引导学生思

考内、外、妇、儿、精神科等护理学专业课程与实验、实训、见习等的过程，考

虑如何运用科研思维和循证思想，将研究结论、临床经验和患者需求结合起来，

综合考虑多种护理方案并择优实施护理的决策；指导学生学会运用科学方法发现

并解决临床问题，实现教学引导科研，科研反哺教学的积极交互。 

三、护理心理学科研创新教学的评价与效果 

（一）护理心理学科研创新教学的评价 

护理心理学科研创新教学模式的主要教学内容在逻辑、设计和方法上，所以

其评价方式包括：测验、讨论、分享、作业、成果等，评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具体评价情况为：知识掌握（测验、考试）+逻辑分析（设计作业、分享）+应用

能力（实践体验、操作） +科研创新能力（研究设计、研究成果）

=25%+25%+25%+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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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护理心理学科研创新教学的效果 

科研创新团队自护理心理学课程上建立以来，较为成熟的研究内容有“服务

基层一线问题”、“专业创新实践”、“医护人员负性情绪问题”、“护患关系的影响

因素”等，学生通过这些项目的研究公开发表论文 10篇，立项国家级创新训练项

目 1项，校级课题 2项，医院合作项目 1项。参加校级互联网+和临床专业技能

大赛获奖多项。 

四、讨论 

（一）护理心理学是本科护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首选专业课程之一 

这首先与科研创新能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系统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

实践能力有关[7]。系统思维能力作为三个基本要素的基础能力，需要通过专业性

不太高、容易入门的跨学科课程来学习和培养。而护理心理学、护理管理学、护

理伦理学等交叉课程就被作为培养系统思维能力的首选课程。 

其次，与护理心理学的课程内容与特点有关。作为众多跨学科护理课程的典

型，其心理学的因果逻辑能够帮助学生系统学习和锻炼逻辑思维，培养系统化的

思维习惯。加之护理心理学课程也有一定的创造性内容和实践性，其创造和实践

的程度又比专业护理课程较低，正恰到好处地适合本科护生初级科研创新能力培

养的需求。 

另外，护理心理学的开课时间利于天时人和。护理心理学的开课时间在本科

第三学期，此时学生经过通识课程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辩证和逻辑思想，有了一

定的问题解决经验，具备了科研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条件，正是培养科研创新能

力的有利时机；这时的本科学生基本了解了护理专业的相关特点和要求，生涯规

划基本明朗，与专业教师也基本熟悉，更容易与教师建立和谐的师生科研团队。 

（二）科研创新教学思路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科研创新教学思路能够使学生在科学问题的发现、

思考和探索中，理清科学问题的原因，探究解决方法[8]。科研问题在促使学生思

考、探索和创新中培养创新思维[9]。而“两种思维—三类实践”的护理心理学科研

创新能力培养，以护理心理学教学为载体，以科研训练为手段，以学生为主体，

以各类科研团队为单位，通过技能实践、科研实践和创新项目实践的方式培养学

生的科研创新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文献检索与鉴赏，尝试数据收集、统计与分析，

练习观察、访谈与调查等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问题解决和团队协作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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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多方面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多途径的科研创新思维教学设计与实施为科研实践的开展提供了现实

保障 

知识内容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和思考，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前提基

础和保障；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激发学习和科研兴趣的同时，锻炼了学生

的逻辑思维、团队协作、问题解决、文献鉴赏、联想分析和应用实践等能力，而

这些能力都是科研创新能力的基本能力；循证因果模型的理解、分析与设计和方

法训练为科研创新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线和方法保障；科研创新团队的建

立与创新创业实践则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尝试的实践平台。多管齐下的

科研创新教学操作保证了科学研究的完整性和持续性，有利于多角度激发护理本

科生的创新思维和终生学习习惯的养成。 

五、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以护理心理学课程为载体开展科研创新思维的培养和教育能启发和引导学

生快速进行科研尝试，有效促进整体学习方法和技能的练习，及时找到问题的核

心并寻求解决思路，促进创新行为的发生。然而，还需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刺激

并建立护理科研创新教育体系，充分并综合考虑科研创新教育的内涵、护理专业

发展的趋势、卫生服务的保障体系及其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与渗透[10]等因

素，进行课程体系、团队建设、协同合作等方面的设计，思考创新意识、创新能

力和创新实践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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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mode construction of nursing psychology course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LUN Feng-lan  TIAN Min  FANG Jing  

School of Nursing, Weif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nursing psychology courses for practice carrier, through the integrated use of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inspired research thinking analytical course knowledge system, 

carried on the discipline convergence think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rain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eaching process, verified "two 

kinds of thinking - three types of practice" concept of teaching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training effect, to construct the teaching mode of 

nursing psychology which is orient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Thinking cultivation; nur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