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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MNS)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人文关怀及共

情能力现状，为MNS研究生能力的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于2024年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使用

医学叙事能力量表、人文关怀量表、杰弗逊共情量表(护生版)对新疆某医学高校2024级护生(护理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开展网络调查。结果：MNS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总分为(152.27 ± 29.72)分，共情能力得

分为(105.68 ± 21.66)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MNS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呈正相

关(P < 0.05)。结论：MNS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与共情能力呈正相关。护理教育者应普及

叙事护理的概念，使得护生可以提高对叙事护理的认知，进而促进我国在叙事护理方面的发展。高校与

教学医院可针对MNS研究生开展叙事相关教育，以增强其医学叙事能力，提升人文关怀，增加共情能力，

为健康中国战略输送兼具专业硬实力与人文软实力的高层次护理人才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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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dical narrative competence, humanistic care and 
empathy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of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MN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competence in MN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24, a web-based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nursing students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gradu-
ate students) of the class of 2024 at a university in Xinjiang using the Medical Narrative Competency 
Scale, Humanistic Caring Scale, and Jefferson Empathy Scale (Nursing Student Version) by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MNS graduate students’ medical narrative 
competence was (152.27 ± 29.72), and the score of empathy competence was (105.68 ± 21.66); the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NS graduate students’ medical narrative com-
pet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empathy competence (P < 0.05). Conclusion: MNS grad-
uate students’ medical narrative competence was at an intermediate level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athy.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popularize the concept of narrative nursing so that nursing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narrative nursing and thu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China. Colleges and teaching hospitals can conduct narrative-related education 
for MNS graduat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medical narrative ability, improve humanistic care, and 
increase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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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MNS)研究生是医疗体系中应用型护理专门人才的后

备力量，培养和提高其人文素质是改善护理服务的有效途径[1]。高级护理实践是 MNS 研究生的专业核

心课程，旨在培养理论扎实、技术精湛、仁心仁术的高级护士[2]，加深学生对护理专业专科理论及实践

的理解，为进行专科护理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3]指出，要加强医疗卫

生服务人文关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同时，相关通知再次强调，护理人员应该加强主动服务和人文关

怀意识[4]。以往研究表明，医学叙事能力有助于提升护士人文关怀品质[5]。人文关怀作为 MNS 研究生

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6]。国外 MNS 研究生教育在高级实践护士(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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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Nurse, APN)培养方面经验较为成熟，突出“临床实践–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强化岗位胜任力

培养[7]；国内对 MNS 研究生培养研究渐增[8]，但培养路径尚不完善。叙事护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护理实

践方式，逐渐成为护理研究的热点领域[9]。 
研究生阶段是其专业能力、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10]。目前，我国医学叙事能力的

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临床护士、实习护生等群体，且医学叙事能力水平差异较大。护理硕士研究生是未来

护理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医学叙事能力水平必然会影响整体护理队伍的人文关怀水平和护理服务质

量。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MNS 研究生的医学叙事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及共情能力的现状，分析其影

响因素，以期为护理教育者制定专门化教育方案，提高护理硕士研究生的医学叙事能力、护理人文关怀

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4 年 12 月，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新疆某医学院校 2024 届护理硕士研究生 41 人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 入学时间 > 3 个月者；② 在读全日制护理硕士研究生者；③ 研究生阶段有临床实习经历者；

④ 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排除标准：因外出、休学等原因不能参与调查者。 

2.2. 研究方法 

2.2.1. 教学基本情况 
本研究以 MNS 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为载体，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高级护理实践》(第 3 版)

为教材。选取第三章高级护理实践的相关理论、第五章个体化的高级护理实践、第六章群体化高级护理

实践、第九章高级护理实践的应用案例和护理专科领域研究新进展的内容进行教学改革。课程共计 9 周

36 学时，每周教学 1~2 个章节，每周为 4 学时。 

2.2.2.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表及人文护理实践现状问卷结合文献回顾，由本研究团队自行设计经专家组讨论后确

定。一般资料调查表共 13 个条目，包括性别、年龄、工作经历、曾工作医院性质、第一学历、研究生导

师类型、职称、未来从事临床护理可能性、就读护理研究生的原因、未来从事临床护理的家庭支持情况、

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的必要性、对开展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的主体认知、自身角色对开展人文护理实践工作

的重要性及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现状问卷 4 个条目。 
1) 医学叙事能力量表(Narrative Competence Scale, NCS) 
由马婉贞[11]于 2020 年编制，用于评估医护人员叙事能力，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50，该量

表共有 27 个条目，3 个维度，分别为关注倾听 9 个条目、理解回应 12 个条目、反思再现 6 个条目。均采

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赋值 1~7 分，其中条目 4、11 为反向问题进行反向计分。

总分为 27~189 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试者的医学叙事能力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80。 
2) 杰弗逊共情量表(JSE-HP) 
JSE-HP 由 Hojat 于 2002 年编制，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0。安秀琴[12]于 2008 年翻译，用

于评价医护人员的共情能力，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50；该量表共有 20 个条目，3 个维度，分别

为观点采择 10 个条目、情感护理 7 个条目、换位思考 3 个条目。均采用 Likert7 级评分法(1 = 完全不同

意，7 = 完全同意)，量表有 10 个反向问题进行反向计分。总分为 20~140 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试护士的

共情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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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方法 

1) 问卷的发放：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电子问卷发放，问卷的首页，研究者介绍本研究的目的、

意义、知情同意、填写方法及保密性承诺。 
2) 问卷的回收：问卷采取匿名的形式，研究对象独立认真完成问卷的填写后方可提交。问卷开放填

写时间为 3 天。为保证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和唯一性，每个 IP 地址限填一次，且所有题目均设置为必答题。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收集完成后，从问卷星平台导出数据，并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数据核对与录入，以确保数

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MNS 研究生一般资料 

41 名 MNS 研究生。性别：男 8 名(19.5%)，女 33 名(80.5%)；年龄：18~25 岁(n = 20)，26~30 岁(n = 
10)，31~35 岁(n = 8)，≥36 岁(n = 3)；有无工作经历：有工作经历 22 名(53.7%)，无工作经历 19 名(46.3%)；
您曾经工作所在医院的性质：综合医院 17 名(77.3%)，专科医院 5 名(22.7%)。第一学历：大学专科 7 名

(17.1%)，大学本科 34 名(82.9%)。研究生导师类型：专职高校教师 7 名(17.1%)，临床护理工作者 34 名

(82.9%)。职称：初级 23 名(56.1%)，中级 8 名(19.5%)，高级 2 名(4.9%)，其他 8 名(19.5%)。未来从事临

床护理的可能性：一定 13 名(31.7%)，较大可能 16 名(39%)，可能 9 名(22%)，较少可能 2 名(4.9%)，不

可能 1 名(2.4%)；从事临床护理专业家人支持度：非常支持 21 名(51.2%)，比较支持 11 名(26.8%)，支持

6 名(14.6%)，一般支持 2 名(4.9%)，不支持 1 名(2.4%)。选择就读研究生原因：自我喜欢 25 名(61%)，家

人意愿 1 名(2.4%)，被迫调剂 1 名(2.4%)，容易就业 10 名(24.4%)，考研难度低 3 名(7.3%)，其他 1 名

(2.4%)。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的必要性：十分有必要 33 名(80.5%)，比较有必要 5 名(12.2%)，一般有必要 2
名(4.9%)，必要 1 名(2.4%)；对开展人文护理工作的主体认知：十分清楚 11 名(26.8%)，很清楚 14 名

(34.2%)，基本清楚 13 名(31.7%)，清楚 3 名(7.3%)；自身角色对开展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的重要性：十分重

要 19 名(46.3%)，很重要 13 名(31.7%)，一般重要 6 名(14.6%)，重要 2 名(4.9%)，不重要 1 名(2.4%)。 

3.2. MNS 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现状 

本研究数据结果显示医学叙事能力总得分(152.27 ± 29.72)，量表 3 个维度均分由高到低。 
分别是理解回应(66.76 ± 13.50)分、关注倾听(50.71 ± 9.81)分、反思再现(34.80 ± 6.98)分，见表 1。 

 
Table 1. MNS graduate student medical narrative competency scores ( x s± ) Unit: minutes 
表 1. MNS 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得分情况( x s± )单位：分 

项目 条目数 满分范围 得分 条目均分 

医学叙事能力总分 27 27~189 152.27 ± 29.72 5.64 ± 1.10 

关注倾听 9 9~63 50.71 ± 9.81 5.63 ± 1.09 

理解回应 12 12~84 66.76 ± 13.50 5.56 ± 1.12 

反思再现 6 6~42 34.80 ± 6.98 5.80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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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NS 研究生共情能力现状 

本研究数据结果显示，MNS 研究生杰弗逊共情量表总分为(105.68 ± 21.66)分，量表三个。 
维度均分由高到低分别是情感护理(5.58 ± 1.05)分、观点采择(5.15 ± 1.34)分、换位思考(5.03 ± 1.36)

分，见表 2。 
 
Table 2. MNS graduate student Jefferson empathy scale scores ( x s± ) 
表 2. MNS 研究生杰弗逊共情量表得分情况( x s± ) 

项目 条目数 满分范围 得分 条目均分 

共情能力总分 20 20~140 105.68 ± 21.66 5.28 ± 1.08 

观点采择 10 10~70 51.54 ± 13.40 5.15 ± 1.34 

情感护理 7 7~49 39.05 ± 7.38 5.58 ± 1.05 

换位思考 3 3~21 15.10 ± 4.07 5.03 ± 1.36 

3.4. MNS 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的相关性 

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of MNS graduate student medical narrative competence with empathy competence (n = 41) 
表 3. MNS 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的相关性 

 关注倾听 理解回应 反思再现 情感护理 换位思考 观点采样 

关注倾听 1      

理解回应 0.954** 1     

反思再现 0.908** 0.950** 1    

情感护理 0.883** 0.887** 0.894** 1   

换位思考 0.452** 0.457** 0.368* 0.418** 1  

观点采样 0.478** 0.447** 0.382* 0.549** 0.780** 1 

*表示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P < 0.05。**表示在 0.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P < 0.001。 

3.5. MNS 研究生对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现状的评价 

对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现状的评价中，MNS 研究生认为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改善就医体验 40 名(97.56%)、
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38 名(92.68%)、助力护理专业发展 34 名(82.93%)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33 名(80.49%)，
其中改善就医体验和促进医患关系和谐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见表 4。 

3.6. MNS 研究生学习效果得分情况 

本研究对 41 名 MNS 研究生的高级护理实践课程学习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所有 41 名 MNS
研究生均认为该课程能够激发其爱国、爱疆情怀(100%)。此外，97.56%的 MNS 研究生表示该课程帮助其

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和健康观，并有助于培养其敬畏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的医者精神。90.00%的 MNS 研究生认为该课程激发了其对护理事业及“健康中国”战略落实的

伟大抱负，并有助于加强其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88%的 MNS 研究生表示该课程有助于培养其科研精

神及创新精神。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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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NS Graduate Student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humanistic nursing practice work (n = 40) 
表 4. MNS 研究生对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现状评价(n = 40) 

项目 例数(%) 

您认为提高人文护理实践的措施  

制定明确实践方案 38 (92.68) 

明确的方案指南 36 (87.80) 

加强培训 36 (87.80) 

管理重视 36 (87.80) 

对人文护理实践活动自我认知的提升 35 (85.37) 

有绩效激励 31 (75.61) 

有便捷的信息系统支持 30 (73.17) 

其他 1 (2.44) 

人文实践知识获取途径  

自学 32 (78.05) 

医院培训 38 (92.68) 

外出培训 27 (65.85) 

其他途径* 1 (2.44) 

您接受过哪些人文关怀的培训  

关怀理论知识 38 (92.68) 

关怀技能培训 28 (68.29) 

其他 1 (2.44) 

对开展人文护理实践工作的主体认知  

十分清楚 11 (26.83) 

很清楚 14 (34.15) 

基本清楚 13 (31.71) 

清楚 3 (7.32) 

4. 讨论 

4.1. MNS 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仍有待提高 

医学叙事能力是对疾病故事的识别、吸收、解释和行动的能力，医学叙事能力越高，其反思自我情

感和行动的能力越强[13]，可帮助改善病人的健康状况，促进医疗专业人员反思，提升谦逊态度和同理心

[11]。本研究结果显示，MNS 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总分为(152.27 ± 29.72)分，显著高于王丽梅等[14]对
237 名 MNS 研究生调查结果(141.58 ± 12.61)及湖南某三级甲等医院本科护生的结果(136.43 ± 18.91)分
[15]，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相较于本科生，MNS 研究生的阅历和临床经验更丰富，在与患者的长期接触中

锻炼了良好的倾听、沟通、理解能力及人文关怀能力，能及时发现、感知并满足患者的叙事需求，叙事

能力提高。本科生主要精力集中在护理理论及专业课程方面的学习，在实习过程中则重视加强临床操作

技能，较少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忽视人文关怀理论与实践学习，对叙事医学或叙事护理了解不足，因

而叙事能力较弱。此外，本研究与田丽等[16] [17]对天津市 350 名护理人员的调查(154.20 ± 17.07)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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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sults of the MNS graduate student advanced nursing practice cours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urvey (n = 41) 
表 5. MNS 研究生高级护理实践课程学习效果调查结果(n = 41) 

项目 类别 例数 构成比 

本课程激发你的爱国、爱疆情怀 

是 41 100 

不知道 0 0.00 

否 0 0.00 

本课程帮助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生命观、健康观 

是 40 97.56 

不知道 0 0 

否 1 2.44 

本课程激发你对护理事业及“健康中国”战略

落实的伟大抱负 

是 40 97.56 

不知道 1 2.44 

否 0 0.00 

本课程有助于培养你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的医者精神 

是 39 95.12 

不知道 2 4.88 

否 0 0.00 

本课程有助于加强你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 

是 40 97.56 

不知道 1 2.44 

否 0 0.00 

本课程有助于培养你的科研精神及创新精神 

是 39 95.12 

不知道 2 4.88 

否 0 0.00 

 
相似。本研究中，无工作经历的 MNS 研究生占 53.66%，自愿选择护理专业者占 60.98%。有工作经历的

MNS 研究生在与病人相处中能够逐渐彼此包容和理解，关爱他人，能够将共情与关怀能力外化，推动个

体换位思考，倾听、理解、回应病人的内在感受，故表现出更高的医学叙事能力水平[17]-[19]；而出于个

人兴趣选择护理专业的 MNS 研究生则在实习过程中学习自主性相对较强，更乐于与病人沟通，去表达与

回应病人的感受[20]。但 MNS 研究生与临床护士相比，缺乏社会经验与临床经验，与病人交流的机会不

足，在校学习有关人文方面知识的意识仍不强[15]。 
在医学叙事能力的各维度得分中，以关注倾听得分最高，其次是理解回应，反思再现得分最低。表

明护理硕士研究生善于利用沟通技巧听患者表达，并能够及时给予理解和语言或行动的回应，可能与

MNS 研究生经历过本科阶段的专业理论学习及临床实践活动后，具备一定的耐心、观察力和护理人文素

养有关。鉴于 MNS 研究生缺乏叙事医学或叙事护理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积累，且未接受系统的反思性写作

及精细阅读训练，部分研究者在自我反思意识、反思能力以及疾病故事再现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事

实上，精细阅读与反思性写作是提升叙事能力的关键路径。因此，针对当前护理教育中叙事能力培养的

不足，建议护理教育工作者在《高级护理实践》课程中引入叙事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关

怀能力。同时，增加该课程的临床见习时间，安排学生与临床患者进行充分互动，由经验丰富的带教老

师引导学生感受叙事在临床护理中的独特魅力，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叙事能力。为提升护理硕士研究生

的医学叙事能力，护理教育者可通过开设叙事医学或叙事护理的专业课程及选修课程，不断完善课程体

系，重点开展精细阅读与反思性写作训练。在此过程中，护理硕士研究生自身也应主动加强叙事医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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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以促进医学叙事能力的提升。 

4.2. 人文关怀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亟待强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80%以上的护理硕士研究生认为人文护理实践“十分有必要”，并且 97%的研究

生认为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改善就医体验和促进医患关系和谐。这一结果充分表明，人文关怀在临床实践

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21]。然而，尽管 MNS 研究生对人文关怀的认知较高，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

其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研究结果显示，MNS 研究生对开展人文护理实践的主体认知存在一定模

糊性，仅有 26%表示“十分清楚”主体，而 31%的 MNS 研究生仅“基本清楚”。这种认知上的不足可能

导致人文关怀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和执行路径。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文护理实践

的职责分工，并通过制定明确的实践方案和指南来推动其落地实施。其次，结果显示 MNS 研究生获取人

文实践知识的途径主要依赖于医院培训和自学，而外出培训的比例相对较低。这表明当前的人文关怀培

训体系仍以内部资源为主，缺乏外部交流与学习的机会。未来应加强跨机构、跨地区的合作与培训，引

入更多先进的人文关怀理念和实践经验。此外，MNS 研究生普遍认为管理重视和绩效激励是推动人文关

怀实践的重要措施。这表明医院管理层在人文关怀的实施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将人文关怀纳入绩效

考核体系，并给予相应的激励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医护人员参与人文关怀实践的积极性。 

4.3. 共情能力是提升护患关系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MNS 研究生的杰弗逊共情量表总分为 105.68 ± 21.66 分。其中“观点采择”维度

得分最高(51.54 ± 13.40)而“换位思考”维度得分相对较低(15.10 ± 4.07)。提示其在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

的能力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一结果不仅反映了研究生在情感关怀与换位思考之间的能力差异，也揭

示了当前医疗教育体系中对共情能力培养的不足。 
研究表明，传统的医学教育更侧重于技术技能的传授和临床知识的积累，而对医护人员的情感教育

和共情能力培养关注较少[22]。这种教育模式可能导致医护人员在面对患者时更倾向于从技术角度解决

问题，而忽视了患者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随着医学人文教育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了共

情能力在改善护患关系中的重要性。例如，叙事医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方法，通过引导医护人员倾听

患者的疾病故事，能够有效提升其换位思考能力和情感共鸣水平[23]。此外，系统化的关怀教育培训也被

证明能够显著提高医护人员的关怀能力和共情水平[24]，这些研究为医疗教育体系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参

考。 

4.4. 护理硕士研究生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呈正相关 

表 4 显示，MNS 研究生的医学叙事能力得分与共情能力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 < 0.05)。这表明，MNS
研究生的医学叙事能力越高，其共情能力也越强，这一结果与吴妙珠[25]等的研究一致。医学叙事能力的

提升有助于培养护士的共情能力，树立职业精神，增强 MNS 研究生与患者之间的亲和力[26]。分析其原

因，医学叙事能力较高的 MNS 研究生在面对患者困境故事时，能够通过自身的认知能力准确理解故事背

后的深层含义。他们能够及时进行自我反省，发现问题所在，并为患者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能力

使人文关怀能够切实落实到护理服务中。此外，共情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护生对患者的关爱更强，能够

更好地换位思考，认识到情绪护理的重要性[27]。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其勇气和耐心，为患者实施个性化的

人文关怀方案，还能够通过提升沟通能力，进一步促进与患者的沟通，从而实现有效的人文关怀[28]。在

当前“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下，护理人员(包括 MNS 研究生和护士)的人文关怀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其

提升对于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共情能力作为人文关怀的核心要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进行培养和提升。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在提升 MNS 研究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同时，应重点关注叙事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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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能力的培养，建立“叙事–共情–关怀”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进一步推动人文能力纳入实践考核

如 OSCE 考试增设“共情沟通”模块。通过加强 MNS 研究生对患者叙事的理解和共情表达能力，可以有

效提升其人文关怀意识。 

4.5. 课程实施明显提升 MNS 研究生的医学叙事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及共情能力 

在高级护理实践课程中增加：患者疾病叙事采集与分析模块，在慢性病管理中设计“糖尿病患者的

自我故事重构任务”、患者生命故事地图，整合疾病史、家庭支持、社会资源等信息。通过课程重构打破

学科壁垒，将教学革新技术与情境教学相融合，深化实践环节以实现全人照护，并运用科学化评价工具

及政策协同明确角色界定，实现护理硕士人文能力的精准提升。本研究结果表 5 显示，高级护理实践课

程在提升 MNS 研究生的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科研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课程不仅激发了学生

的爱国、爱疆情怀，还帮助其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和健康观。此外，该课程在

培养学生的医者精神、职业道德以及对护理事业和“健康中国”战略落实的伟大抱负方面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些结果均表明，高级护理实践课程是护理硕士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高素质

的护理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5. 小结 

当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正处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亟需打破传统的

学科壁垒，强化实践创新与职业导向，以培养适应健康需求变化的高层次应用型护理人才。医学叙事能

力、人文关怀及共情能力是 MNS 研究生应对复杂医疗场景的核心竞争力，需从边缘选修转向核心素养。

叙事教育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帮助 MNS 研究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感受和需求，从而将人文关怀理

念深度融入护理服务中。提示护理教育者在学生培养的过程中应主动识别人文素养缺失型的学生，为其

提供职业规划指导和人文关怀相关课程，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进而提高完成能力[29]。这不仅有助于提升

MNS 研究生的人文关怀能力，还能推动护理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最终目标是培养“技术精湛、共情深刻、

叙事有力”的高层次护理人才，契合健康中国对“人性化医疗”的核心需求。在 MNS 研究生教育中，医

学叙事能力、关怀能力与共情能力的培养，推动护理教育从以疾病为中心向全人照护转型，为健康中国

战略输送兼具专业硬实力与人文软实力的高层次护理人才。由于该研究仅对高级护理实践专业课的部分

章节内容进行改革，后续研究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增加教学内容，对该教学方法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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