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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医科理念推动医学教育转型背景下，健康体适能融入护理人才培养成为重要课题。当前护理人才培

养偏重理论临床操作，对护理人员体能素质及健康促进能力培养不足，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基于此，采

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教育实验法等，以公共体育课服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为切入点，成功搭建“四

维九段”全过程教学评价体系。同时，结合该评价体系的实践与成效总结，提出健康体适能融入护理人

才培养策略，包括深化目标导向、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等，通过多方面协同推进，系统提升护

理专业学生职业体能素养与综合能力，为护理人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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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promoted by the concept of new 
medical science, the integration of health fitness into the training of nursing personn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e current nursing talent cultivation favors theoretical clinical 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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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nursing personnel’s physical fitness quality and health promotion ability is insuf-
fici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actual demand. Based on this, the “four-dimensional and nine-
stage” whole process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by adopting the lit-
erature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educational experiment method, etc., and taking the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as an entry point for nursing talent culti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ac-
ti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are summarized, and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into nursing talent cultivation is proposed, including deepening the goal 
orientation,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etc.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promotion of various aspects, the voc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are systematically improved,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rs-
ing talent education is 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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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体适能是指与人体健康水平有密切关系的体适能，是心血管、呼吸及肌肉系统发挥最理想效率

的能力。包括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和耐力、身体成分、柔韧性[1]。在国外，将健康体适能或健康促进理

念融入护理教育的实践起步较早，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譬如，Paul 和 Stuart 等在对英国青少年的

健康体适能与功能运动等之间的关系研究时，选取 178 名 11~13 岁之间的青少年，其中男生 90 名，女生

88 名。经过逻辑分析发现功能性动作与健康体适能的指标产生积极的关系[2]。相反，国内在健康体适能

融入护理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系统融入新医科教育理念，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中提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已超 70%，到 2025

年护士队伍的素质和服务能力要显著提升。课题组积极响应国家护理人才培养需求，以《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指导[3]，以公共体育课服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为出发点，以铸就职业素养高、

身体素质强、服务能力强的高质量护理人才为落脚点，以职业体能训练与知识技能为发力点[4]，以打造

“四维九段”教学、全过程评价督学为着力点，成功搭建了“四维九段”全过程教学评价体系，深层次精

准赋能护理职业体能素养高质量提升，助推了护理人才教育、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他们未来职业中的

卓越表现奠定坚实基础。接下来，本文将从构建过程、实施过程、实践成效等对“四维九段”全过程教学

评价体系的实践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并据此构想护理职业体能素养提升路径，力求为提升护理专业学生

未来从业的工作效能、职业寿命以及医疗服务质量作出思路贡献。 

2. 新医科理念下健康体适能融入护理人才培养的“四维九段”全过程教学评价体系 
构建 

2.1. 对接职业需求，精准分析学情，构建四维目标 

对接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结合护

理专业学生的未来职业特点和工作需求[5]，以“提升职业体能素养，增强服务能力”为导向，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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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问卷星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对学生的体能知识、体质测试成绩和技能掌握

水平等进行诊断性课前考察和学情分析，最终实现对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重构，形成了唤醒有氧耐

力素质、强化有氧耐力素质、腰腹肌力量训练、手部肌肉训练、障碍跑素质训练、基于瑜伽柔韧性训练

的 FITT 指南等六大核心内容为主的项目式学习框架。在提高学生运动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对参与体育

活动价值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健康主动性，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融入培养目标，形成“懂理论、

会技能、能常练”的知识结构和技能体系，由此确定知识、能力、素质、课程思政四维目标。依据本模块

的知识框架和教学目标，确定健康体能的理论知识和运动技能的训练方法为教学重点。基于教学内容，

结合学情分析及往届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和授课经验，确定体能锻炼原则和方法、职业体能专项身体

素质锻炼的方法为教学难点。最终确定了“两个重点、三个难点、四个目标”的教学方向维度。 

2.2. 打破传统课堂，解构教学环节，打造九段教学 

传统的体育课程往往侧重于一般性体能训练，而忽略了与专业职业能力的结合[6]。本课程团队针对

护理专业学生体育课程打破了这种局限，以优化加涅的“九阶段教学模式”为核心，将护理职业特有的

体能需求融入教学中。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根据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灵活选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如情

境式教学、领会式教学和模仿式教学，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如多媒体展示、虚拟现实技术等，创设生动

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积极进入学习状态，通过数字化教学平台、智能运动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时反

馈学生动作情况，不断强化学生动作技能，及时纠正错误动作，提升教学效果；利用在线课程、学习管

理系统等信息化工具，将教学贯穿到课前、课中、课后各个环节，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自主学习。 

2.3. 聚焦教学成效，拆解评估要素，优化教学评价 

为了科学、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教学团队创新了教学评价方式，通过增值评价体现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进步和成长[7]。过程性评价方面，教学团队通过引入运动技能评价标准，结合护理实践需

求，对学生的运动技能进行量化评估。同时定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运动能力评估以及职业素养考核，

全面掌握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并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锻炼建议和健康指导。结果性评价方面，教学团

队采用线上测试、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多元化评价方式，着重评估学生对体育与健康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同时，建立知识测评题库，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智能分析和反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增

值评价方面，教学团队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纵向比较和进步幅度。通过对比学生入学时与学习结束

时的国家体质测试数据指标、运动技能水平以及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变化，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和增

值情况。 

3. 新医科理念下健康体适能融入护理人才培养的“四维九段”全过程教学评价体系 
实践成效 

3.1. 笃学勤练，四维目标达成效果显著 

通过教师督学、学生自学、修正调整、课外勤练，有效促进了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和课程思政等

四维目标的显著提升。知识层面，学生们深入理解了职业体能的重要性，掌握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和运动

技能，理论知识测试均达到 90 分以上。能力方面，学生们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身体素质，还学会了如何在

实际工作中运用所学的体能知识，技能操作考核平均分达到 88 分。素质层面，学生们不仅培养了坚韧不

拔的毅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体能成绩也有了显著提升，在心肺耐力等关键指标上合格率高达 91.67%以上，

为未来的护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课程思政的融入也使学生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认

同问卷调查显示 95.83%的学生认为通过课程学习，更加明确了自己作为未来护理人员的职业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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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赛促学，职业技能竞赛屡创佳绩 

通过教赛结合、以赛促学的教学模式，学生在各类职业技能比赛、体育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其

中，在全国护理技能大赛中勇夺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省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 4 项，省应急救护大

赛三等奖 2 项，省体育活动设计与实施技能大赛二等奖 1 项，省健身指导技能大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赛团体三等奖、优秀组织奖等。通过竞赛，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

了体能训练在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了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归属感，证明了“三段九环”

教学模式的有效性。 

3.3. 理实结合，社会实践提升职业素养 

通过参与社区健康服务、志愿者活动等，学生们将所学的体能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为社

区居民提供了专业的健康指导和运动处方。学生在多次志愿服务进医院、进社区等社会实践行动中展现

了出色的职业体能素养，10 余多人次获得市级以上表彰。这些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了学生对工匠精神和职

业素养的深刻理解与运用，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4. 新医科理念下健康体适能融入护理人才培养的策略 

4.1. 深化目标导向，实现四维目标的分层细化 

建立基于护理职业特性的课程开发逻辑。首先，通过岗位调研明确护理职业体能核心要素，包括患

者搬运所需要的腰腹肌耐力、扎针要求的手部肌群控制力、急救场景下的障碍跑爆发力等。其次，将四

维目标细化为分层指标，知识维度设置“基础理论–专项技能–职业迁移”三阶内容；能力维度建立“基

础动作–岗位模拟–综合应用”三级标准；素质维度制定“体质达标–抗压韧性–团队协作”三梯要求；

课程思政维度融入“工匠精神–人文关怀–职业使命感”三观培养。最后，以九段教学模式为载体，采

用“模块化 + 项目化”教学策略，如将瑜伽柔韧性训练与术后康复护理场景结合，在障碍跑训练中嵌入

急救转运情境模拟。 

4.2. 优化课程体系，实现健康体适能知识的深度融合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在新医科理念下，需对护理专业课程体系进行全面优化，实现健

康体适能知识的深度融合。首先，在基础课程层面，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可增加与体能训练相关

的生理机制讲解，比如讲解运动时人体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的变化，让学生明白体能提升对健康的科

学依据，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专业课程中，内科护理学在介绍慢性病护理时，融入运动康复在慢性病

管理中的应用知识，如糖尿病患者如何通过合理运动控制血糖。同时，开设专门的健康体适能课程，如

护理职业体能训练，设计模拟护理操作中搬运患者等动作的体能训练项目，让学生提前适应工作场景。

此外，增加实践课程模块，将体能训练实践、运动康复技能实践纳入其中，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技能。

通过这些举措，构建起从基础到专业、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融合课程架构，使健康体适能知识贯穿护理

人才培养全过程，满足护理工作对体能素养的需求。 

4.3. 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 

传统教学方法难以充分调动学生在健康体适能学习中的积极性，需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其主动学习。

根据课题组实践经验，项目式学习法、小组合作学习法是有效的可行途径，可以护理工作中的实际需求

为导向细分项目和小组学习任务。例如，让学生为老年患者制定个性化运动康复方案，学生需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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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身体状况、疾病类型等因素，综合运用健康体适能知识和护理技能，在完成项目过程中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小组合作学习法则是将学生分组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和实践项目。在小组讨论中，学生可

以通过分享不同观点拓宽思维，借助协作训练来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同时，还可借鉴“四维

九段”教学模式中的情境式教学、领会式教学和模仿式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灵活运用。 

5. 结语 

新医科理念下，将健康体适能深度融入护理人才培养体系，是顺应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趋势、满足

社会健康服务需求的重要举措。课题组通过开展多维度实践探索，构建“四维九段”全过程教学评价体

系，不仅有效提升了护理专业学生的体能素养与职业胜任力，更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为护理人才培养改革

提供了参考。然而，健康体适能与护理教育的融合仍面临课程标准化建设不足、跨学科教学资源整合难

度大等挑战，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探索更为科学、系统的培养模式，以推动护理人才培养质量

的全面提升，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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