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rsing Science 护理学, 2025, 14(7), 1275-1280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5.147169  

文章引用: 赵菁菁, 刘善丽, 杨婵娟.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中医护理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J]. 护理学, 2025, 
14(7): 1275-1280. DOI: 10.12677/ns.2025.147169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中医护理人才培养

探索与实践 

赵菁菁1，刘善丽1*，杨婵娟2 
1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重庆 
2重庆市中医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5年6月19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15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24日 

 
 

 
摘  要 

为探索现代学徒制背景下校院深度融合的中医护理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我校与重庆市中医院等25家中医

院成立“重庆市中医护理教育联盟”，签订具有现代学徒制特征的中医护理人才共管共育协议，共建“中

医护理班”。解决了中医护理人才稀缺及传统护理教育与中医临床工作脱节的问题，探索出高职高专护

理人才专门化培养的路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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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ew path of TCM nursing-professio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our school has established “Chongqing TCM Nursing Education Alliance” with 25 
TCM hospitals, including Chongq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gned an agreement 
of co-management and joint education of TCM nursing-professional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and jointly build “TCM nursing class”. It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scarcity 
of TCM nursing talents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nursing education and the clinical 
work of TCM, and explores the path guarantee of the specialized training of nursing-professiona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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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教育部提出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工作，意在加快职业教育改革，深化产教融

合，满足企业人才需求，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现代学徒制是一种校企双主体育人的职

业教育体系，它将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师徒制教育相结合[1]，既保留了重视实践的传统师带徒教学模式，

又具备院校教育系统化、规模化培养专业人才的优势。“十二五”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表示对

中医护理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中医护理人才已成为社会急需人才。基于此，本文以高职护理专业为例，

探索实践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对提高中医护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

为兄弟院校中医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2. 现代学徒制在中医药领域发展历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职业教育围绕校企合作理念不断探索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从初期的顶岗

实习、订单培养，到发展期的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再到刚刚开始探索的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为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技能医药人才。2016 年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中药专业试行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在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改革、实训条件改善、实习考核评

价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中药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初步方案[2]。随后全国多所职业院校相

继开展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探究现代学徒制结合“五阶梯式”实践

教学模式在针灸推拿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成效，达到传承针灸推拿技能精髓、夯实针灸推拿人才基础、突

出专业培养特色、创新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徒创新精神、提高学徒就业率的目的，以适应新形势

下对针灸推拿人才的需求[3]。直至 2023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师承教育管理办

法》，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医、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师承教育管理[4]，中医药现代学徒制教育步入新阶

段。查阅文献发现，关于现代学徒制应用于针灸推拿专业、中药学专业及中医学专业的研究较多，尚无

针对中医护理人才的培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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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院校中医护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路径 

3.1. 深入调研，明确项目实施必要性和可行性 

通过对重庆市中医护理人才现状调研发现[5]，中医护理人才严重缺乏，大多数基层中医院的中医护理

人员占全院护理人员比例不足 10%，高层次人才更是稀少。90.4%的中医院或中医科护士毕业于西医院校，

且基本未接受过专业的中医护理知识培训，主要的中医护理知识来源于边工作边自学，同时，调查发现，全

国开设中医护理教学的院校较少，而开设中医护理的院校中医护理教育资源又相对匮乏，中医护理教学特色

体现不足。因此，培养适应行业发展、具备较熟练中医护理技能的人才去充实中医护理队伍成为急需。 
学校校企合作办学优势突出。牵头组建重庆医药职业教育集团(首批国家级示范职教集团)，在校企

(医)院深度融合、集团化办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特别是我校也是教育部中医学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学

校，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依托专业护理专业，为国家双高建设专业、国家

骨干专业、市级优质校、示范校建设专业，专业建设和改革成效显著，专业实力较强。主要的合作医院

重庆市中医院，是重庆市规模最大、实力最强，集医疗、教学、科研、公益四项中心职能于一体的大型三

级甲等中医龙头医院。医院荣登“中国医院竞争力中医医院 100 强”排行榜第 15 位，位居西部前列。该

院一直是我校优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基础深厚，人才培养质量能得到有力保证。 

3.2. 院校共结联盟，建立双主体育人机制 

在学校支持下，依托“重庆医药职业教育集团”、“重庆市中医护理专科联盟”，2019 年，联合重

庆市中医院，共同牵头组建 25 家中医院在内的“重庆市中医护理教育联盟”(7 家三甲、15 家二甲、3 家

二乙)，建立了校院双主体办学机制。一是双方共同组建了中医护理方向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指导中医

护理人才培养。二是在学院成立了“中医护理人才培养”专项工作组，由分管教学院长任组长，成员包

括学校专任教师、中医院兼职教师以及辅导员等。三是对接中医专科护士培训技能考核标准，在重庆市

中医院指导下，双方共同组建了由专任教师、兼职教师组成的专业教学团队。四是建立了院校双方共同

评价机制，学生经过校内考核和医院考核合格方可获取中医护理方向合格证书。 

3.3. 找准专业定位，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参照《三年制高职教育护理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指导方案》《中医医院中医护理工作指南》

等文件，结合护理专科教育目标，依据职业岗位能力需求及前期用人单位人才能力期望调查[6]，确定人

才培养目标规格。经过专家论证完善，最终形成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三个维度的培养目

标规格细则。 

3.4. 紧贴岗位需求，重构“工学交替”课程新体系 

紧跟岗位需求和岗位任务，对接中医专科护士培训技能考核标准，在中医护理教育联盟专家指导委

员会指导下，综合考虑政策要求、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及学生知识能力水平，剖析中医护理学

科体系特点，全面系统性、科学性设置专业课程，构建全新的中医护理人才培养课程新体系。课程体系

以岗位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实行“医院环境与文化体验–理论–见习学习–理论–岗位实习”的理论

与实践一体化教学过程[7]，开设了中医护理职场文化、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中药与方剂、中医护理

技术操作、中医养生护理、常见病中医护理方案等特色课程及寒暑假到医院的中医护理岗位实践课程。 

3.5. 组建班级，校院共同遴选德技双馨双导师 

(1) 组建中医护理班。依托中医护理教育联盟，学校联合重庆市中医院，共同选拔“中医护理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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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护理专业学生结合个人兴趣爱好，在自愿报名基础上、学院经过综合选拔(主要针对家庭贫困学生、

品学兼优学生)，已组建三届中医护理班，共计 109 名学生。学生在校安排相对集中的时间系统学习中医

护理相关课程。实习安排在联盟内中医院进行。学生在完成相关课程并考核合格，完成一份师带徒培养

学习总结报告后，颁发中医护理技能合格证书，毕业后，联盟内中医院择优录取中医护理班学生。 
(2) 遴选校院双导师。在中医护理教育联盟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确定了导师选拔标准，在联盟医

院内遴选了一批教学能力较强、中医护理技能娴熟的临床导师，在学校中医学院、护理学院遴选有中医

及中医护理教育背景老师，共同组建中医护理班导师库，学生在校学习中医护理课程、在医院开展中医护

理实践有相对稳定的导师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管。校院共同对导师进行管理和考核，导师在校内上课必须遵守

学校的教学管理相关制度，按受学校师德师风及教学绩效考核，在医院带教需符合医院的带教要求。 

3.6. 校院合力打造中医护理实践教学场地 

一是建设中医护理产教融合校内实训基地。依托中医学院校内实训基地，积极打造中医护理实训场

所，培养学生中医护理整体观和辩证施护的思维能力，2021 年，在重庆市中医院通力合作下，圆满承办

重庆市首届中医护理技能大赛，得到主办单位重庆市卫健委及各参赛医院高度好评。 
二是构建“医院–学校”一体化中医护理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依托中医护理教育联盟内医院，建立

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场所，接收学生周末、寒暑假见习及毕业实习，同时，承担学校专任教师行业实践，

提高专任教师临床中医护理技能，提升专任老师中医护理双师素质。本项目管理老师全脱产去重庆市中

医院进修学习，获得重庆市中医专科护士合格证书。(重庆市中医院为重庆市中医护士培训基地) 

3.7. 开展相关研究，助推现代学徒制中医护理人才培养 

为做好此项工作，护理学院积极开展相关研究，成功申报重庆市卫健委课题“重庆市中医护理发展

现状研究”，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试点项目“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中医护理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同时，成为职业教育国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精准化护理人才培养课题中的一个子研究方向。获得多项经

费支持，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具体培养路径见图 1。 
 

 
Figure 1. Training process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in TCM nursing 
图 1. 中医护理现代学徒制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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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医护理现代学徒制实践教学模式的实践成效 

4.1. 深化了校院合作，为学生高质量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校院共同参与学生教学与管理，加深了校院合作，增进了校院情感，联盟内中医院与学校签署合作

人才培养协议，优先录取中医护理班学生就业，为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平台。2019~2021 级 109 名

学生已顺利完成“跟师学习”，100%实现了高质量就业。 

4.2. 早临床、多临床，激发学生对中医护理的热爱和向往 

改变传统二年级才进行业见习的医学教育常规，中医护理班从一年级组建时起，医院导师就进校宣

讲中医文化，带领学生进入中医院，感受职业氛围，培养专业自信，寒暑假学生进入中医院跟师学习，

让学生从心底热爱中医护理。 

4.3. 教学科研并重，促进临床导师综合实力提升 

校院共同开展教学，联合申报教学改革课题，激发了临床导师教学热情和科研动力，较好地改变了

临床导师重临床、轻教学，重经验、轻科研的不足，较大地提升了临床导师的教科研水平和综合素质。 

4.4. 理论实践并进，助推专任教师整体能力提升 

通过项目实施，专任教师深感临床能力的不足，有了主动参与临床实践的动力，促进了教学与临床

的紧密结合，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和自身综合能力。 

4.5. 中医护理人才培养效果显著，评价反馈好 

通过对 2019 级、2020 级、2021 级中医护理班相关调研发现，100%中医院认为，中医护理班学生专

业忠诚度高，中医护理基础理论扎实，操作技能熟练，能更快适应工作岗位。学生对联盟内各中医院的

实习满意度为 93%，对于实习环境、带教老师都很满意；80%的学生认为系统学习过中医护理在临床工

作中更有竞争力，且 90%的同学经过学习更热爱中医护理，以后也希望可以从事中医护理相关工作。优

良的人才培养，为行业精准输送了一批急需的中医护理人才。 

5. 经验总结 

做好课程体系设计，确保顺利实施。学生三年专科期间，需在完成护理专业所有课程基础上，再完

成中医护理相关课程，学习任务重，压力大，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和参与程度，

尽可能科学合理有效地安排“工学交替”学习任务。 
加强校院沟通，做好学生带教管理。联盟医院较多，应定期召开相关会议，互相交流人才培养情况，

培养临床导师带教能力，同时促使医院重视此项工作，保证学生能得到医院导师的全程指导，确保人才

培养质量。 

基金项目 

“2020~2021 年度重庆市中医医政管理重点调研课题”项目编号：7；“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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