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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阐释护理本科生学习叙事护理的体验,为叙事护理教育提供借鉴与参考.方法　目的抽样法选取某校选修

“叙事护理学”的２２９名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按４~６人/组撰写叙事护理课程学习体验的焦点小组日志,采用克莱丁宁和

康纳利的三维叙事框架对３９份焦点小组日志进行文本分析并提取主题类属.结果　本科护生学习叙事护理的体验是“新奇

与认同”和“疑虑与困惑”并存,且满怀“期待与建议”的过程.“新奇与认同”包含“体悟叙事的魅力”“专业能力的提升”和“自身

的成长”３个亚类属;“期待与建议”包含“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课程的建议”２个亚类属.结论　叙事护理课程不仅促进学生专

业和自身成长,也反哺了教师专业成长,为人文护理教育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叙事护理;护理;本科教育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３．１２．０２７
【中图分类号 】　R４７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３)１２Ｇ０１０９Ｇ０４

LearningExperienceonNarrativeNursingAmongNursingUndergraduates:AQualitativeStudy
ZHANGHeng１,ZHANG Yuqun１,ZHIXiaoxu２,DUShizheng１,CHENLixia１,JINShengji１(１．Schoolof
Nursing,Nanji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JiangsuProvince,China;２．Department
ofNursing,JiangsuCancerHospital,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Jiangsu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investigateandinterpretthelearningexperienceofnursingundergraduatesonNarrative
Nursing．Methods　Atotalof２２９undergraduatesinnursingtakingthecourseofNarrativeNursinginauniversity
weretheobjectsusingpurposiveandconveniencesampling．Theyweredividedintogroupswithfourtosixstudents
ineachgrouptowritereflectionjournals．ThirtyＧninereflectivetextswrittenbystudentswerecodedandtranＧ
scribed,andsubsequentcategorieswereextractedbasedonthethreeＧdimensionalnarrativeframework．Results　
Nursingundergraduates’learningexperiencewasaprocessof“noveltyandrecognition”,“doubtandconfusion”,

and“anticipationandsuggestion”．The“noveltyandrecognition”includedthreesubcategories:“realizationofthe
powerofthenarrative”,“improvementofexpertise”and“selfＧgrowth”．The“anticipationandsuggestion”contained
“expectationsforthefuture”and“suggestionsforthecurriculum”．Conclusions　Theprocessoflearningthecourse
promotesnotonlytheprofessionalknowledgeandselfＧgrowthofthestudents,butalsoteachers’expertise,which
providesareferenceforthescientificandrationaloffereringofhumanisticeducationinnursing．
【Keywords】　narrativenursing;nursing;undergraduateeducation

[MilNurs,２０２３,４０(１２):１０９Ｇ１１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Ｇ０８Ｇ２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Ｇ１１Ｇ１６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２０２１SJA０３３５);
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NZYJG２０２２１１３)
【作者简介】　张姮,博士,副教授,电话:０２５Ｇ８５８１１６５１

　　叙事护理是具有叙事护理能力的护士开展的一

种见证、理解、体验和回应患者疾苦境遇的实践模

式[１].践行叙事,要求医护人员有较高的叙事素养

和能力.２０２２年首次为全日制护理本科生开设了

“叙事护理学”人文限选课程,旨在培养和发展其叙

事能力.本研究采用三维叙事框架为指导的质性探

究方法,对护理本科生学习“叙事护理学”课程的体

验及意义进行活化与阐释,为叙事护理教育发展提

供借鉴与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９－１１月,目的抽样法选取

某医科大学三年级选修“叙事护理学”课程的护理本

科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共纳入２２９名护理本科

生,年龄１９~２１岁,平均(２０．６４±１．１６)岁;男３７名

(１６．２％)、女１９２名(８３．３％).

１．２　梳理叙事护理教育框架设计课程　根据叙事

医学“共情”与“反思”两大核心、关注、再现、归属三

要素[２]结合叙事疗法[３]构建课程框架(如图１)并进

一步借鉴于海容等[４Ｇ５]叙事护理课程体系,确立课程

教学提纲(表１).

９０１
军事护理

MilNurs
　December２０２３,４０(１２)



图１　叙事护理课程框架

表１　课程教学提纲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走进你的故事 叙事护理概述 讲授、讨论法

关注和理解你的故事 细读中共情 讲授、读书法

再现你的故事 反思中写作 讲授、讨论法

回应你的故事 叙事护理核心技术 讲授、讨论法

临床叙事案例讨论 床边教学

走出你的故事 考核与评价 叙事写作

１．３　课程师资　由学校教师和临床师资构成.学

校教师２名,均有博士学位;临床师资为某三级甲等

医院的８名护士,具有丰富的叙事护理经验,均有中

级以上职称和高校教师资格.

１．４　课程实施与评价　课程在三年级上学期开设,共
计１８个学时(６周),１次/周.前４周为理论教学,第５

周安排医院床边案例教学,第６周则基于教学案例,分
组进行教育戏剧展示,期末考查为撰写叙事报告.

１．５　资料的收集　课程结束后,学生按４~６人/组

撰写课程学习体验和建议的焦点小组反思日志,不
限字数,遵循自愿和保密原则,以确保学生能够自由

无限制感地撰写学习故事,保证研究的真实可靠

性[６].所有文本匿名化,承诺仅用于教育研究.共

收到３９份焦点小组日志文本.

１．６　资料分析过程　为阐述“经验如何塑造对事件

的信念和理解”[７],本研究以克莱丁宁和康纳利发展

的三维叙事框架进行文本分析[７Ｇ９].(１)编码和转录

故事:三维叙事框架包含时间性、互动性和情境

性[８Ｇ９].时间性指研究问题呈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变

化,在本研究中指学生学习叙事护理前、中、后的变

化.互动性指个人与社会互动而体验到的情感与联

系;本研究中指学生经课程互动对叙事护理的态度

和情感.情境性是故事发生的自然环境及其影响.
本研究指课堂和临床场景对学生产生的影响.研究

者据此编码每一份叙事文本,再将故事基本元素从

故事中抽取转录,形成反映原始叙事精神实质的骨

架故事.见表２.(２)确定主题或类属:编码完成单

个故事的重新讲述,随后处理多个重新讲述的故事

间的关系,可采用现象学或扎根理论方法将故事归

类[１０].本研究希望准确理解学生的学习体验,并做

出积极解释和反思,符合以理解为核心的阐释学理

念[１１],故采用阐释现象学方法确定主题和类属.

表２　基于三维叙事框架编码与转录范例

组号
互动性

个人 社会

时间性

过去 现在 未来
情境性

１ＧB 很喜欢这门课, 老师把叙事护理学 我曾以为拥有 直到我学习了叙事护理, 以后在工作中可能会遇 本课程最大优势就通过一个个故

是一种与君初 的知识带给大家,从 扎实的专业知 它告诉我护理不应该是 到很多的患者的不配合, 事来贯穿整个课堂教学,随着故事

相识,倍感亲切 一个感性的角度,拉 识、熟练的护理 冷冰冰的,而应该是充满 我们要去了解原因是什 的波折变化,来培养我们的思维能

的感觉. 近患者与我们的距 技能就是一名 温暖,给人带来勇气的. 么,运用叙事护理学的中 力和探究能力,与我而言是一门很

离,让护理工作不再 优秀的护理人员. 是用心的倾听、换位思 的知识,使他们更好的配 新颖的课程.它在教我们和患者

单调,这是叙事护理 考、感同身受的理解.同 合治疗,更快的康复.在 沟通,又像是在枯燥的课本上展现

的魅力 时也是一种态度,是用 未来的道路上,希望我也 一幅幅真实的临床场景.课程形

“心”来诠释自己的过程. 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护 式丰富,有教室授课、临床见习、情
理人. 景演绎等,参与感满满!

１．７　质量控制　(１)研究者从事护理教育和质性研

究多年,具备丰富的研究分析经验.(２)由２人共同

分析资料,分别编码和提炼主题;当有分歧时,请第３
人进行确认,直至达成一致.

２　结果

２．１　新奇与认同　学生纷纷以 “有趣实用”(４ＧA)、
“有意义”(６ＧD)、“有力量”(１ＧC)、“全 新 而 特 殊”
(６ＧE)等语句描述叙事的魅力及其促成的专业与自

身的成长.

２．１．１　体悟叙事的魅力　叙事护理课程给学生带来

较大的冲击感.１ＧB写道:“很喜欢这门课,是一种与

君初相识,倍感亲切的感觉,曾以为拥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熟练的护理技能就是一名优秀的护理人员,直
到我学习了叙事护理,它告诉我护理人员不应该是

冷冰冰的,而应该是充满温暖,给人带来勇气的
从一个感性的角度,拉近患者与我们的距离,让护理

工作不再单调,这是叙事护理的魅力,也是护理工作

的魅力”６ＧI说:“上完之后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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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很新鲜的课程,体验感和趣味性都很不错,可
以让我们掌握一些叙事的技巧,也进行了很多的演

练,不仅对于学习和以后的工作来说,也对于我们日

常生活社交也有着很大的益处.”

２．１．２　专业能力的提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普

遍感受到专业的成长,包括:(１)拓展疗愈的思路.叙

事护理让学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护理工作”(６Ｇ
E),是“别开生面的治疗方式”(４ＧE).１ＧB说:“学习

到了叙事护理的常用手段,改变了我对治疗手段仅

限于物理治疗的狭隘想法.它是非限制的灵魂的交

流,是用心的倾听、换位思考、感同身受的理解.也

许以后在工作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患者不配合,
运用叙事护理学的中的知识,帮助他们更好的配合

治疗,更快的康复.”(２)强化共情与沟通能力.如６Ｇ
K所言:“它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于其他课程,不是

停留在对知识点的学习,更多的是了解人,探究患

者,了解他们内心的需求和期望,可以从心灵的角度

给予他们一定的安慰,这对我们的沟通和共情能力

有一定的提高”(３)学会倾听和尊重患者.５ＧI
说:“通过叙事护理学,我学会将患者当做独立的个

体去认真倾听她的故事,以往我对于他人痛楚所发

表的自以为是安慰的语言,其实并不是他人真正需

要的,我认为这一门课程教授的知识在临床中是十

分重要的.”

２．１．３　自身的成长　遵循三维框架的时间性和互动

性,研究者发现并分析了学生自身的变化和成长:
(１)净化心灵.“叙事护理学带我们走过了很多故

事,体悟了很多人的人生,心灵得到了很多净化,让
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进一步把自身带入到叙述护

理学这门课中.”(４ＧH)(２)沉心阅读.“课程中的细

读作业让我们有了一个静下心来阅读思考的过程,
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６ＧC)
(３)增加自信.“叙事这门课让我这个不擅长安慰人

的社恐有了一点信心,跟患者聊天时不会找不到话

题然后尬在那里,我可以一直做一个倾听者.”(３ＧA)
(４)学会感恩.“我感恩父母,教会我共情的心;我感

恩教师,教会我叙事的理;我感恩患者,教会我生命

的意;我感恩自己,对仁心不弃不离”(５ＧF)

２．２　疑虑与困惑　学生也表达了困惑和迷惘,涉及

担心工作繁忙、谈话方式生硬、陷入文学而弱化现

实.４ＧB细致地写道:“我很难明晰叙事护理在护理

工作中的作用,它不像技艺,更像是一种感悟”
“有些文学是用来安慰自己,有些是用来安慰他人的

叙事护理学是想让我们以文学叙事的角度来体

察患者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为患者做出对症护理,这
是很好的,但这也很容易让我们陷入‘故事中的自我

感动、自我欺骗’中;而更危险的是,书写者沉溺在

‘故事’中无法自拔,反而抛弃了现实,本末倒置.”

２．３　期待与建议

２．３．１　对未来的期待　学生们表达了 “希望施展所

学为患者服务”的信心与期待,体现了教育情境互动

对促成医疗情境下良好护患关系的作用.如２ＧC:
“希望我可以让我的患者不会冷冰冰的在医院接受

治疗.所以愿我们在学习叙事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共同学习,不断进步,让周围的人都能被我们温暖.”

２．３．２　对课程的建议　基于课堂和临床案例情境的

影响,学生也积极提出以下反馈建议:(１)期待临床

实践 几乎是每个文本都提及的建议,融入实践将更

有助于领悟叙事的意义.如６ＧI:“比较遗憾的是没

有进行见习吧,虽然老师以同学之间互相扮演的翻

转课堂形式来让我们实地感受叙事技巧,但是我还

是更希望能够去临床,更真实地得到患者的反馈

”(２)期望增加课时,融入更多案例和学生参与.

１ＧD说:“感觉课时设置有点少,我们学习到的叙事护

理学知识还比较浅表,案例还是偏少了一点,可以在

课下给学生一点拓展的案例,供需要的同学学习.”６Ｇ
D也写道:“建议能有更多的课堂参与的机会,可以

有分享自己的体会或者是自身经历的机会.希望课

程时间可以延长一点.”(３)期待专门的叙事护理教

材,以助于系统化掌握知识.４ＧF说:“叙事这门课虽

然很新奇,但由于没有配套的书本,上课时没有书本

知识预习,显得有点吃力.如果可以还是希望有配

套的书本,让知识更加系统.”(４)与“护理人际沟通”
课程融合.６ＧB道:“这门课在一些程度上与以前学

过的护理人际沟通有一些重合,叙事护理感觉要更

注重心灵层面.站在学生的角度上,课程压力是很

大的,两个课程结合起来开展是比较合适的.”

３　讨论

３．１　叙事护理学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探析

　“叙事护理学”在护理教育中普及率尚不高[１２].调

查[１３]显示,很多本科护生是第一次听说“叙事护理”
的相关名词.本研究也显示,不少学生从未听说过

“叙事护理”,承认选课就是为了学分,但学习后,他
们在讶异于故事力量的同时,还感受到专业的成长,
这与于海容等[５]、黄菲菲等[１４]的研究基本一致.本

研究不少学生提到,自身也因叙事变得更加美好,对
未来的叙事实践满怀信心与期待,这体现了叙事三

要素中的“接纳/归属”;如果说接纳患者是专业的成

长,那么接纳自我则见证自身的成长,二者相辅相

成,成就叙事的目的和结果,验证了叙事医学/护理

是医学人文落地的工具[１５],说明本课程的目标设置、
内容安排和方法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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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叙事护理学课程面临的困惑和反思　本研究中

学生对叙事护理的应用表达了困惑和疑虑.如担心

没时间、沟通程式化、陷入自我感动的故事文学而弱

化现实.这可能与护生缺乏阅历,难以把控叙事艺

术和技术之间的平衡有关.叙事护理涉及人类学、
文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知识[４],其深刻的人文属性

需要护士投入大量时间、心力和悟性且贯穿于整个

护理生涯.而且,叙事护理要落在实处,不能仅停留

在文学性、情愫性的抽象层面,还需技术上的可操作

性,本课程在回应阶段借鉴了叙事疗法并融入理论

与临床案例双情境,帮助学生了解叙事回应策略和

技巧.因课时有限,护生在浅尝辄止的情形下,于叙

事的文学感性和技术理性之间游走和感到困惑迷惘

也属正常,这对于教师而言也是挑战.

３．３　叙事护理课程展望与建议　(１)合理设置“叙事

护理学”课时数和教学内容.本研究发现,需要增加

课时,以便更多的案例融入和自身参与,这与刘玲

等[１６]的调查结果相符.笔者建议课程以１８~３６学

时为宜.即使院校未设“叙事护理学”课程,也可在

“护理人际沟通”课程中增加“叙事护理”的相关内

容,提高叙事护理的普及率.或可考虑在研究生教

育阶段开设本课程,利于学生开展深入研究.(２)融
入实践教学.在设置“叙事护理学”课程时,要尽量

和开设叙事医疗的机构合作开展实践教学,以帮助

学生充分领悟和践行叙事护理.(３)出版«叙事护理

学»教材.研究[１４]表明,缺乏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和教

材,容易导致内容松散,难以把握重点,不利于学习.
因此需要有专门的«叙事护理学»规划教材供广大师

生学习.

４　小结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阐释了本科护生学

习叙事护理的学习体验,叙事护理教学过程在促进

学生发展的同时,也反哺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对于改

进叙事护理教学方法和进一步合理配置人文护理教

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后期可结合量性研究的方法

对学生的人文叙事能力发展做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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