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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在《基础护理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整群

抽样选取2020年10月-12月某高职院校296名同层次的三年制护理专科生作为对照组,选取2021年10月

-12月某高职院校305名同层次的三年制护理专科生作为实验组。对照组在基础护理教学中采用传统教

学法,实验组采用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比较两组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和人文关怀意识。结果：

干预后,实验组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人文关怀能力意识得分和学生的期末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基础护理教学中应用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能明显提高高

职护生的人文关怀意识和人文关怀能力,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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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se-based teaching based on SHARE theory in 

Basic Nursing. Methods: A cluster sampling of 296 three-year nursing students at the same level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2020 was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305 three-year nursing students at the same level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basic nursing teach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case-based teaching 

based on the SHARE theory to compare the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awareness of th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wareness and final grad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based teaching based on SHARE theory in basic nursing teach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humanistic 

care awareness and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and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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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护理学是服务于人类健康的学科,人文关怀是护理的核心

本质[1]。护理教育是培养护理人才的根本途径,在护理教育中

重视和加强人文关怀教育,是实现护理价值的重要保证。《基

础护理学》课程是护理核心专业课,其教学对培养临床优秀护

士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环节。

然而很多研究表明,大多数课程仅注重学生技能的培训,人文

关怀的培养稍显不足,以至于护生难以将关怀品质内化为职业

素养。20世纪 80年代,Womack提出SHARE人文关怀理念[2],包括

S(Sense patient's needs)感知患者需求；H(Help patient out) 

帮助患者走出困境；A(Acknowledge patient's feeling)与患

者共情、同理心；R(Respect patient's dignity and privacy)

尊重患者隐私；E(Explain what's happening)主动告知。2001

年Chow[3]将其应用于产房护士培训,后来台湾学者Hsu[4]将人文

关怀教育渗透到在线教育,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本文探讨

基于SHARE理论设计的案例式教学在《基础护理学》中的应用

效果。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选取2020年10月-12月某高职院校296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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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三年制护理专科生作为对照组,选取2021年10月-12月某高

职院校305名同层次的三年制护理专科生作为实验组。 

1.2研究方法 

1.2.1教学方法 

基础护理学这门课程选用《基础护理学》第四版本的专科

教材,理论72学时实践72学时。两组授课教师、学时、教学进度

均相同。为控制主观偏倚,两组对研究内容均不知情,授课教师

严格按照两种方式实施教学,且授课教师不参与试卷出题、批

阅、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对照组应用传统教学方法,即理

论课上教师采用多媒体按章节顺序进行知识点逐个讲授,鼓励

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课中笔记记录、课后及考前复习,学生如有

疑问,及时解答。实践课在实验室开展,由老师先演示操作,然后

学生自行分组练习。 

实验组采用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方法。 

表1 学生一般资料

项目 实验组(n=305) 对照组(n=296) t(x²) P

年龄 20.13±1.24 20.05±1.21 1.18 0.25

性别构成比(男/女) 33/272 28/268 0.30 0.66

独生子女构成比(是/否) 116/189 101/195 0.10 0.74

上学期综合测评成绩 76.23±3.51 75.60±3.39 0.84 0.40

人文关怀培训经历(有/无) 25/280 31/265 0.92 0.19

表 2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关怀意识得分情况

实验组(n=305) 对照组(n=296) t P

试验前 56.28±12.21 57.12±13.39 0.76 0.44

试验后 61.16±13.02 58.35±13.17 2.59 0.01

表 3 教学后两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及各维度得分情况比较

项目 实验组(n=305) 对照组(n=296) t P

灌输信念和希望 16.06±2.84 15.15±2.02 2.33 0.02

健康教育 12.64±2.20 11.32±2.27 4.15 ＜0.001

人道、利他价值观 10.79±2.06 10.89±2.01 3.34 ＜0.001

科学解决健康问题 6.78±1.49 6.83±1.67 3.38 ＜0.001

协助满足基本需求 6.37±1.33 6.54±1.30 2.18 0.03

提供良好环境 5.38±2.41 4.49±2.44 2.59 0.01

促进情感交流 8.71±1.62 8.81±1.52 4.27 ＜0.001

帮助解决困难 6.85±2.21 5.91±2.32 5.83 ＜0.001

总分 74.23±10.11 70.25±8. 91 3.8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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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教学过程 

①课前准备：课前将学生分成5-6人一组,指定1名小组；教

师课前通过集中开会、集体备课等形式,对各章节护理操作内容

进行案例编写及修订,案例提问统一为“该患者首先要进行的护

理操作是什么？依据有哪些？请以护理程序为主线,对该患者

进行整体护理。”②课中应用：理论课实践课课堂上均以案例为

主线,结合案例讲授理论内容,实践课上让学生练习操作的过程

中结合案例练习,同时还以视频的方式播放新冠肺炎患者相关

的临床护理案例,要求学生们关注患者的说话内容、动作、表情,

让学生们推测患者可能的需求是什么(感知需求S)。要用什么样

的语言、表情、动作来满足病人的生理、心理的安全感从而以

最佳的心态愉快的配合你的护理操作(帮助患者走出困境H)。在

练习过程中,让学生结合案例采用角色扮演的情景模拟方式练

习操作,一个学生扮演患者,一个学生扮演家属,一个学生练习

操作。在进行护理操作过程中,护生的语言和行为要体现医者的

仁爱之心,以获得病人的认同(共情、同理心A)。设计不同文化

宗教背景的患者让学生们选择患者容易接受的语言形式和内容

进行交流沟通,对于患者的问题、要求,尽量给予满足。(尊重患

者R)在操作过程中,根据不同时间、场合的具体情况,选择患者

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和内容进行交流沟通,运用职业性口语进

行必要的告知、解释和指导(告知、指导和解释E)。③课后反思

课后每名学生上交1份课后反思,主要反思对本次护理操作内容

的理论课和实践课知识点和护理操作流程的掌握情况,与患者

和家属的沟通状况,角色扮演过程中护生对关怀与被关怀事件

的叙述、分析、启发及评价等内容。要求在下次课前1天的17：

00前撰写完毕并上交电子版至授课教师阅览,完成情况计入学

生平时成绩。 

1.3评价方法 

1.3.1问卷调查 

①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

女、上学期综合测评成绩、是否有人文关怀培训经历。②关怀

意识量表：采用关怀特征量表(Caring Attributes Scale,CAS)

对护生关怀意识进行测评,我国学者李薇经过咨询专家对该量

表进行了本土化修订,该量表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

从“没有”到“总是”分别赋值1、2、3、4、5分,得分越高,

表明关怀意识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3-0.95,效

度为0.91,说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5]。③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

怀能力量表：采用我国学者黄弋冰编制的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

关怀能力量表评价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6],包含8个维度45个条

目,分别是灌输信念和希望(9个条目),健康教育(7个条目),人

道、利他价值观(6个条目),科学解决健康问题(4个条目),协助

满足基本需求(4个条目),提供良好环境(5个条目),促进情感交

流(5个条目)和帮助解决困难(5个条目)维度,其中包括35个正

向条目,10个反向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完全符合”

到“完全不符合”分别赋值,正向条目按照“4、3、2、1、0分”

赋值,反向条目按照“0、1、2、3、4分”赋值,总量表采用百分

制计分,计分公式(100/45)×(x/4),x为该条目回答选项的代码

值,得分越高,表明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4,效度系数为0.960,说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 

1.3.2期末课程测试总成绩 

理论考试的试卷由基础护理学研究室统一制定,题型包

括单选题、名词解释、简答题、案例分析题,总分100分。两

组学生考试时间、所用试卷完全相同,由教研室老师按照参考

答案标准统一评阅。实践课考试由学生从静脉输液、铺无菌

盘、导尿术和心肺复苏四个操作中采用抽签的方式随机抽取

一个操作进行考试,由监考老师按照操作流程评分表进行评

分。期末课程测试分为理论和操作,理论占50%,平时成绩占

20%,操作占30%。 

1.4数据统计 

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标准差,计数资料使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

组间比较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使用卡方检验；以α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的检验水准。 

2 结果 

2.1学生一般资料情况见表1。 

2.2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关怀意识得分情况 

通过组间比较,课程开始前对两组护生的关怀意识无统计

学差异(P＞0.05),而课程结束后再次对两组护生的关怀意识进

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关怀意识明显高

于对照组,详见表2。 

2.3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得

分情况 

实验组护生在教学前后人文关怀能力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教学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2.4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期末课程测试总成绩 

期末成绩实验组成绩平均水平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详见表4。 

表4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期末课程测试总成绩的比较 

条目 总成绩(100) t 值 p值

实验组 80.26±10.23

3.33 0.001

对照组 77.31±9.57
 

3 讨论 

3.1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的必要性 

根据学生一般资料情况来看,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的

学生,人文关怀培训经历都较少,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护理人文关

怀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护理人文关怀教育的重视不够。有研

究表明,80％的临床不良事件都是与护理人员的人文素养缺乏

有关,优质护理服务的发展任重而道远。然而,大多数高校在护

生教学方面,因受传统教育和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以及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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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轻人文的观念,导致护生的关怀意识欠缺,人文素养水平

偏低[7]。因此,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专业技术人才是社会对护理教

育的迫切需求。人文关怀是现代医学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时

代进步的客观要求,更是护理的核心。积极探索人文关怀的本质

和内涵,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文关怀教育体系,丰富护理教学模式,

对护理人文关怀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护理学基础》

是护理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课程教学中除了要教会学生掌握

基础护理操作技能外,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教育贯穿其中[9]。然而,

当前该课程多以PPT授课为主,容易让人感到枯燥、单一,难以引

起护生的课程兴趣,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因此,本研究将

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方式应用到基础护理学的理论与

实践教学中,旨在借助临床真实案例,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不断强化学生人文关怀能力。 

3.2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关

怀意识 

本研究发现,实验组护生的人文关怀意识高于对照组( P＜

0.05),说明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人

文关怀意识。无论现代医学和护理学如何发展,实现对生命的关

怀始终是医护人员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教育领域开始,加强学生

人文素质培养,增强学生人文关怀意识是整个社会的呼唤[10]。

人文关怀要充分地体现对人的生命与身心健康的关爱,这不仅

要求医护人员除了为患者提供必需的诊疗技术服务之外,更要

求要为患者提供精神、文化以及情感等方面的服务,以满足患者

身心健康的需求。护理本身是充满关爱的学科,是发自内心的价

值观和道德感,也是护士通过学习之后逐渐培养出的有意识、有

目的的具体行为。因此,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意识是人文护理的

内涵[11]。传统基础护理学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一般以教师理论

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通过单一渠道获取知识,不仅不利于学生

建立学习反思和学习主动性,更不利于学生人文意识和关怀能

力的培养[12]。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

学方式,让学生主动融入课堂,培养护生的共情、换位思考意

识。通过使护生转换角色,站在不同角度去理解感受并自身主

动体会到人文关怀所带来的不同效果,让学生们身临其境,让

他们最直接的感受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学生人文关怀

意识。 

3.3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关怀

能力 

从表3可以看出,课程结束后实验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总

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基于SHARE关怀框架的基

础护理学教学实践可以有效提升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人文关

怀是护理的灵魂和核心,它要求医护人员要以病人为中心,以人

道主义的精神对待病人,不仅要为病人提供必要的专业服务,还

要关心和照顾病人的权利与需求、人性与自尊、生活与身体[13]。

高职院校护生作为未来的护理人员,是护士队伍的后备军和主

力军,是将要从事临床一线的工作者,他们的人文关怀能力和专

业素养直接影响护理质量[14]。同时,国家也提倡将人文关怀渗

透到日常护理工作中,对护士的人文关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护生必须拥有较高的人文关怀能力,这样才能满足新

时代的要求,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人文关怀能力并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后天逐渐养成提升的。想要提升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就不能单纯以讲授人文的概念定义等这些生硬的知识点为主,

而是要将人文的理念与精神通过某些新颖的教学模式融会贯通

地传授给学生。就以本研究为例,我们采用基于SHARE理论的案

例式教学方式,以小组为单位,临床护理案例为主线进行理论和

实践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通过感知患者的需求和帮助患

者走出困境来激发学生的共情和同理心,让护生们明确地知道

护理的对象是有疾病痛苦的,有的甚至有生命危险,除了要对他

们进行专业的服务外,还要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心他们,从而极

大地提升了护生的关怀能力。 

3.4基于SHARE理论的案例式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总成绩 

根据表4,课程结束后实验组护生总成绩得分高于对照组,

这说明基于SHARE关怀框架的基础护理学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

总成绩。《护理学基础》作为高职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它不仅

要求学生要掌握护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能熟练运用护理程

序完成各项基础护理操作外,还要求学生要帮助病患达到生理、

心理、及社会文化的健康,要将人文关怀贯穿护理的始终。然而,

我国护理教育理论体系的不足正好是“轻人文、重技术”,传统

的课堂讲述－操作示范－学生操作练习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

满足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教育的需求。因此,我们采用基于

SHARE关怀框架的案例式教学,将每一个知识点和操作要点融入

在典型案例中,在加深学生的记忆的同时,激发出他们的学习热

情。一方面,通过角色扮演,在实操中践行人文关怀,将学生自己

理解后的关怀知识通过表情、眼神、动作、语言等方式展现出

来。另一方面,通过课后反思,让学生对每次理论课和实践课知

识点和护理操作流程进行回顾与总结,进一步强化对关怀知识

的理解。课程测试总成绩是由理论成绩、平时成绩、操作成绩

三部分成绩组成,案例式教学方式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融合地更加紧密,增强了学生对知识点的钻研能力,并

且将人文关怀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综

合成绩。 

4 结论 

基于SHARE关怀框架的案例式教学,在《基础护理学》教学

中取得了较高的教学效果。该教学实践有利于加强护生的关怀

意识,提升护生的关怀能力,还可以改善学生的操作实践能力和

理论学习成绩。为探索护理教学改革,促进护生人文关怀能力教

学实践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金课题]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基金项目：疫情常态化背景下SHARE

案例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XZZX2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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