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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护理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应

用型本科院校护理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显得尤为关键。本文通过分析国内6所院校的护理课程设置现状，

发现课程内容重复率高、信息化教学覆盖率低、选修课灵活性不足等核心问题。基于洛桑模式本土化、

技术融合分阶段方案及动态调整，提出针对性改革策略。研究表明，通过校–企–医协同优化课程体系，

可显著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岗位适应性，为护理教育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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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re is an increasingly urgen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pplied nursing talents in China. Under the contex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reform of nursing curriculum desig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has become partic-
ularly critic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nursing curriculum structures of six domestic uni-
versities and identifies core issues such as high content redundancy, low coverage of information-
based teaching, and insufficient flexibility in elective courses. Based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Lau-
sanne model, a phased technology-integration approach, and dynamic adjustments, targeted re-
form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rough university-enterprise-hospital collabo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competencies and job adaptabilit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ursing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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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健康模式正在从疾病护理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转变，

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护理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增加。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

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应充分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

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满足社会对专业护理人才的迫切需求[1]。在此背景下，全国 200 多所地

方本科院校加速向应用型转型[2]，而护理专业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领域，对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和

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传统的护理教育模式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理论与实践脱节，多数院校实践课程占比不足 30%，

学生临床操作能力薄弱[3]。其次，技术融合滞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未系统融入课程体系，

仅 30%课程涉及信息化教学内容[4]。最后，产教协同不足，医疗机构参与课程设计的积极性较低，导致

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随着“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持续推进[5]，护理专业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

的专业知识，还需掌握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复杂健康挑战。在此背景下，产教融合

为护理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通过与医疗机构的深度合作，

可以提升教学内容与临床实践的契合度，进而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融入跨学科

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够培养适应智慧医疗发展的复合型护理人才。因此，课程设置改革既是应对行业需

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院校转型、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举措。 

2. 研究方法 

(一) 文献收集 
通过中国知网(CNKI)、维普期刊、万方数据等数据库，检索近 5 年来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护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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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相关文献。访问国内多所本科护理院校的官方网站，获取最新的护理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

置信息。 
(二) 数据整理与分析 
从收集到的文献和院校培养方案中提取关键信息，包括课程设置、学分分配、实践教学安排、选修

课比例等。对提取的数据进行内容分析，识别课程设置中的共性和差异。重点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程

度、新兴技术的融入情况、选修课的灵活性等关键指标。 
(三) 现状总结 
基于表 1 数据分析结果，总结包括优点和不足在内的国内本科院校护理课程建设的现状，从而形成

初步的研究报告，为后续访谈调研提供有力的例证参考。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course hours for nursing course modules in 6 institutions (n = 6) 
表 1. 6 所院校护理专业课程模块课时比例(n = 6) 

院校 理论课 
占比 

实验课 
占比 

选修课 
占比 

必修课 
占比 

人文社科类课程

占比 
信息化课程 

占比 
实习 
占比 

A 71.2% 28.8% 13.1% 86.9% 15.3% 4.2% 20.7% 

B 71.7% 28.3% 13.5% 86.5% 16.1% 6.3% 20.5% 

C 73.5% 26.5% 15.5% 84.5% 16.7% 7.4% 20.1% 

D 70.7% 29.3% 12.2% 87.8% 16.1% 5.4% 19.1% 

E 69.7% 30.3% 12.0% 88.0% 12.0% 6% 18.5% 

F 72.6% 27.4% 14.1% 85.9% 16.3% 6.3% 20.9% 

3. 国内院校护理课程设置的现状 

在综合分析了国内 6 所护理高校的课程设置后，我们发现尽管护理学专业课程设置在不断完善，但

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 课程内容陈旧与重复交叉 
部分课程内容未能及时更新，与当前医学发展和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随着医学技术的持续发展

和护理模式的不断转变，一些传统的护理知识和技能已经被逐步更新。然而，部分院校的护理学专业课

程教材未及时更新，导致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存在大的差距[6]。本研究纳入的 6 所院校的理论课占比在

60%~70%，表明理论教学在课程设置中占据较大比重，可能存在未能及时更新课程内容以反映最新的研

究成果和护理技术的现象[7]。这可能导致学生毕业后所学知识与临床实践存在差距，从而难以胜任岗位

职责。 
课程之间存在重复交叉现象，由于缺乏有效协调，部分知识点在不同课程中重复出现。基础医学课

程与专业课程之间存在内容重叠，但又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衔接[8]。这种现象不仅耗费了学生大量的学习

精力，还对教学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国外在课程设置方面更注重理念的更新，美国护理院校通过整合

式课程设计将重叠率降至 15% [9]。瑞士注重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的培养，提出“洛桑模式”，通过校企

深度合作，构建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体系。而我国的传统护理教育模式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现

象较为普遍，部分院校在课程设置时过于侧重理论教学，对实践环节的重视不足。从表格数据来看，实

践课占比普遍较低，最低的实验课占比为 26%，这可能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难以得到有

效提升。此外，产教协同不足，医疗机构参与课程设计的积极性较低，导致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二) 与现代信息化接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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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护理学专业教育正逐步实现与现代信息化的结合。而本研究仅有 1
所高校在信息化课程占比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达到了 7.4%。6 所院校信息化课程占比均值仅为 5.9%，远

低于国际护理教育协会建议的最低 15% [10]。现有的护理课程多集中在基础技能培训上，而世界卫生组

织(WHO)定义的护理数字素养核心能力包括智能设备操作、医疗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伦理决策等方

面，尚未形成系统的培养体系[11]。 
随着教育理念与方法的革新，技术赋能逐渐成为护理教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虚拟现实(VR)与计算

机模拟技术的整合应用，能够有效弥合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之间的鸿沟，对护生从课堂到临床的过渡具

有重要支持作用[12]。许多国家已经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护理教育中，帮助学生提升实践能力和复杂问

题应对能力。而我国护理教育在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部分院校已经开始尝试将

信息技术融入教学，通过开设护理信息系统、远程护理等课程，但与现代信息化接轨的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部分院校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导致教学设施与教学资源存在一定程度的匮乏[13]。
学校间差异表现较大，其中一所院校的信息化课程占比仅为 4%，可能反映了该校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

入相对较少，现有教学设施与资源难以充分满足信息化教学需求。此外，部分教师对信息技术掌握不足，

难以将其熟练应用于教学实践[4]。一些教师可能对新型教学工具的使用不够熟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信息化教学的效果。同时，部分学生因信息素养不足，难以适应信息化教学要求[14]。一些学生可能对

计算机操作和网络学习平台的使用不够熟练，影响了他们对信息化教学内容的接受和理解。 
(三) 与教育改革热点脱节 
当前，教育改革的热点之一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开发智能教学系统，

设计个性化学习路径，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大数据分析则助力教师精准把握学生学习动态，及时

优化教学策略，推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然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在课程设置中增加相关技术的教

学内容，并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的教师队伍。从表格数据来看，6 所院校的信息化课程占比普遍较低，最

高仅为 7.4%，而其他院校的信息化课程占比仅为 4%~6%。这表明护理专业课程中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等新兴技术的融入仍处于初级阶段，难以满足学生对前沿知识的需求[15]。部分院校虽尝试引入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课程，但这些课程多为选修课程，且内容较为浅显，未能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课程设置的滞

后性限制了学生对新兴技术的学习机会，影响了其在该领域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培养。相比之下，国外护

理教育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将护理课程与智能技

术课程相融合，并将其设为必修课程[16]，这表明了欧美国家在护理教育中积极融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

术的趋势。通过智能教学系统和数据分析工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和精准教学支持，从而提升

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而国内课程在智能护理设备研发、健康大数据治理等领域的知识供给还处

在起步阶段，跨学科课程缺失导致学生难以适应医院智能护理中心的岗位需求。 
(四) 课程设置灵活性不足 
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外护理教育在课程设置灵活性方面相对较高，

许多国家的护理院校注重根据专业需求及时调整课程内容，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选修课程和个性化的学

习路径。而国内许多院校的护理专业课程体系较为固定，选修课程的种类和学分比例较低，难以满足学

生的个性化需求[17]。从表格数据来看，6 所院校的选修课占比为 12%~15.5%，这表明选修课程的种类和

学分比例相对单一，学生的选择空间有限。这种缺乏灵活性的课程设置限制了学生对前沿知识的探索和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此外，课程更新机制的不完善，使得课程内容难以及时反映行业需求，与行业需

求脱节。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护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护理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将这些新

技术融入课程体系中。然而，从表格数据来看，目前许多院校的课程内容更新缓慢，未能及时反映行业

发展的最新动态。课程更新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课程内容的时效性和适应性，不利于学生对新兴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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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4. 护理课程设置的措施及策略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护理专业课程设置需紧密结合当前教育改革热点，如人工智

能与教学的结合、产教融合的实践要求，以及用人单位对护理人才提出的新需求。为改善护理专业课程

设置体系，提出如下策略。 
(一) 深化理论实践融合，构建本土化“洛桑模式”课程体系 
护理专业课程的设置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借鉴并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产教融合不仅

是制度与要素的结合，更是价值的融合。护理专业课程应突出实用性，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

需与医疗机构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保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无缝对接[18]。
瑞士“洛桑模式”强调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协同[19]，可为护理教育提供借鉴。为此，参考“洛桑模式”，

可构建“3 + 1 + 1”模块化课程体系，即“基础理论课、实验实训课、见习实习课”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其中，基础理论课占比 40%，由学校教师讲授护理学基础理论。实验实训课占比 30%，通过引入真实案

例和模拟情境，让学生在实验室掌握护理技能。见习实习课占比 30%，安排学生到教学医院，在医院导

师指导下见习、实习，积累临床经验。此外，为保障实施效果，需联合医院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核心课

程，并通过成立产教融合理事会，整合医疗机构、医疗器械企业等资源，开发病例实时共享，确保教学

内容与临床需求动态衔接。 
(二) 顺应时代发展，推动智能化创新 
护理专业课程应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融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护理教育的现代化水平[20]。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为护理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已成为全球趋势。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未来 10 年护理人员需具

备数字健康素养以应对智能化医疗场景[21]。基于此，护理课程需系统性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构建“AI + 
护理”跨学科课程群。在课程设置方面，增加人工智能基础、护理信息系统、智能护理决策支持等必修

模块，并开发 VR 教学资源。用智能模拟设备和虚拟护理场景进行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和职

业素养。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已提出卫生领域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指南，强调技术伦理规范与护理教育的

深度融合。然而，目前的课程体系在科学技术伦理，尤其是 AI 伦理教育方面的系统化教学仍显薄弱[22]，
需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技术应用的责任意识。同时，为了评估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情况，可以

采用创新竞赛的参与率和获奖率作为指标，目标是每年至少有 10%的学生在竞赛中获奖。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跨学科协作潜能，还能培育出具备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三) 洞察用人单位新需求，建设课程优化机制 
护理专业课程应关注用人单位对人才的新要求，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护理人才的综合素质。在

医疗行业快速发展与变革的浪潮中，用人单位对护理人才的要求日益增长。他们期望护理人员不仅拥有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实践技能，还应具备出色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以及深厚的人文素养。因

此，护理专业课程的设置需要紧密贴合行业需求，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作为核心目标。在教学方

法上，采用案例讨论和角色扮演等方法，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强化职业道德与职业素

养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临床实践案例分析等形式，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此外，建立用人单位

需求反馈机制，每学期开展一次需求调研，精准把握行业实际需求，并根据此动态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

方法，确保课程体系与行业需求无缝对接。同时，建立毕业生临床胜任力追踪系统，通过毕业后 1 年的

岗位表现数据反向优化课程架构，形成闭环质量改进体系。 
(四) 精研教学技艺，提升师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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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教融合的大背景下，护理专业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行

业发展的步伐。教师临床能力不足是制约产教融合的关键瓶颈。研究显示，青年护理教师临床实践普遍

存在时长过短，形式单一的问题[23]。为此，借鉴加拿大护理教师“双角色认证”模式，要求教师每年参

与一线护理服务不少于 2 个月。同时，参考新加坡国立大学“医校双导师”培养机制，通过认证课程提

升教师智能设备操作能力。此外，为激发教学创新活力，可建立科学的教师考核与激励机制，通过设立

教学卓越奖、科研创新奖等，对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实质性的表彰与奖励，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热情与

创新潜能，为护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护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现状，深入分析了当前课程体系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课程内容的陈旧性、实践教学环节的薄弱、信息化教学手段的不足、课程与社

会需求的脱节，以及课程设置灵活性的欠缺。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新兴技术积

极融入、用人单位需求紧密关注以及师资队伍强化建设等策略。这些措施旨在优化课程体系，提升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护理人才的需求。通过实施这些策略，能够培养出更多具

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护理人才，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护理专业的高质

量发展。 

研究项目 

湖州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hyjg202311)。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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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L].  

http://m.mofcom.gov.cn/article/b/g/201804/20180402730815.shtml, 2018-04-11. 
[2] 中国新闻网. 教育部副部长: 约 200 所高校试点向应用型转型[EB/OL].  

http://edu.sina.com.cn/l/2017-01-04/doc-ifxzczfc6819385.shtml, 2017-01-04. 
[3] 李辉. DEU 教学模式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运用[J]. 蛇志, 2021, 33(1): 107-108, 120. 

[4] 张晓燕, 张艳. 高职院校护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信息科技, 2019, 3(5): 179-181. 

[5] 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2016-10-25. 

[6] 邓婷婷, 张珊. 基础护理实验教学滞后于临床实践的探讨[J]. 医学信息(上旬刊), 2010, 23(10): 3532. 

[7] 惠驿晴. 我国护理教育改革现状与发展对策[J]. 管理观察, 2019(32): 123-124.  

[8] 韦桂源, 张莉芳, 邓婷, 等. TPACK 框架下护理本科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实训探索与实践[J]. 右江民族医学院

学报, 2023, 45(3): 532-534, 538.  
[9] Montejo, L., Fenton, A. and Davis, G.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pplications in Healthcare and Considerations 

for Nursing Education. 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 80, Article 104158.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24.104158 
[10] Watts, P.I., McDermott, D.S., Alinier, G., Charnetski, M., Ludlow, J., Horsley, E., et al. (2021) Healthcare Simulation 

Standards of Best Practicetm Simulation Design. Clinical Simulation in Nursing, 58, 14-21.  
https://doi.org/10.1016/j.ecns.2021.08.009 

[11] Kleib, M., Nagle, L.M., Furlong, K.E., Paul, P., Duarte Wisnesky, U., et al. (2022) Are Future Nurses Ready for Digital 
Health?: Informatics Competency Baseline Assessment. Nurse Education, 2022, 47, E98-E104. 

[12] Liu, Y. (2024) Virtual Reality: The Bridge between Medical Education and Clinical Practice. World Journal of Clinical 
Cases, 12, 6575-6579. https://doi.org/10.12998/wjcc.v12.i32.6575 

[13] 李建英. 护理信息管理在护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J]. 现代养生(下半月版), 2016(5): 283-283.  

[14] 姜贺, 莫慧敏. 护理专业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护理教育, 2018, 15(12): 936-940.  

https://doi.org/10.12677/ns.2025.145107
http://m.mofcom.gov.cn/article/b/g/201804/20180402730815.shtml
http://edu.sina.com.cn/l/2017-01-04/doc-ifxzczfc6819385.s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24.104158
https://doi.org/10.1016/j.ecns.2021.08.009
https://doi.org/10.12998/wjcc.v12.i32.6575


史晓普 等 
 

 

DOI: 10.12677/ns.2025.145107 790 护理学 
 

[15] 王丹丹.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教育在我国护理教育中的应用现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延吉: 延边大学, 2019.  
[16] Glauberman, G., Ito-Fujita, A., Katz, S. and Callahan, J. (202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ursing Education: Opportuni-

ties and Challenges. Hawaiʻi Journal of Health & Social Welfare, 82, 302-305. 
[17] 何静. 浅析护理教育职业在我国的改革情况[J]. 速读(中旬), 2017(8): 88.  

[18] 孙忠亮. 产教融合背景下中职护理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探究[J]. 广西教育, 2024(23): 99-102, 112.  

[19] 陈嬿伊. 全域旅游下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以瑞士“洛桑模式”为例[J]. 知识文库, 2023(7): 
120-123. 

[20] 史纪元, 罗家音, 王雪莲, 等. 国内外人工智能护理相关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J]. 军事护理, 2023, 40(7): 16-19.  
[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Global Strategy on Digital Health 2020-2025. WHO.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344249/9789240020924-eng.pdf?sequence=1  
[22] Meng, J.T. and Xu, Y. (2025)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thical Sensitivity of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 83, Article 104281.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25.104281 
[23] 周玥, 颜巧元, 郑敏娟, 等. 高等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双师型”青年教师临床实践现状调查[J]. 中华护理教育, 

2023, 20(11): 1324-1328.  
 

https://doi.org/10.12677/ns.2025.145107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344249/9789240020924-eng.pdf?sequence=1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25.104281

	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本科护理专业课程体系的重构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r Applied Undergraduate Nursing Program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研究背景
	2. 研究方法
	3. 国内院校护理课程设置的现状
	4. 护理课程设置的措施及策略
	5. 结论
	研究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