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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视域下中医院校护理本科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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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全国中医院校护理学类本科专业招生现状,为中医院校培养具有中医特色的护理人才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全国２４所中医院校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公布的护理学类本科专业招生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法

进行资料分析.结果　专业设置和专业布点在校际区域间差异较大,专业目标和课程设置对中医特色逐渐彰显,针对拔尖人

才培养聚力不够,招生模式传统单一,生源质量整体偏弱.结论　高校可通过优化专业结构、调整招生策略、深化教学改革、

强化培养特色等,提升中医院校护理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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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３０年来,护理本科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医学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院校护理教育还承载着弘

扬中医药文化,培养具有中医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护

理人才的重任[１].招生工作是人才培养起点和入

口,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成效.基于此,本研究

以全国２４所中医院校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护理学类本科

专业招生情况作为切入口,梳理中医院校护理学类

本科专业招生现状,探讨院校教育通过优化专业结

构,调整招生策略,深化教学改革等,更好满足社会

对中医护理服务需求.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２０２２版)»,护理学类下设护理学(代码１０１１０１)和
助产学(代码１０１１０２T)两个专业.考虑到高校间院

系设置、专业设置和相同专业代码下研究方向存在

差异,本研究运用网络搜集法,全面检索全国２４所

中医院校官网,系统汇总护理学、助产学和相近专业

的招生信息,包括招生简章、专业设置、专业简介、招
生办法、专业录取线等,数据统计年份为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年.经查询和筛选,２４所中医院校均设有护理

学类专业,涉及３９个护理学类本科专业及方向.

１．２　数据提取　在系统文献检索和团队讨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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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邀请中医护理教育及

管理专家,围绕高等中医院校护理本科人才培养内

涵开展专家函询.１５名专家均为高等中医院校护

理学院院长或教研室主任,硕士以上学历.经过

２轮专家函询,形成高等中医院校护理本科人才培

养现状分析框架.参与咨询的专家具有较好的地区

代表性,权威系数为０．８７,判断系数为０．９１,熟悉系

数为０．８９.据此建立资料提取表,提取资料信息包

括:院校名称、专业设置、专业目标、培养定位、课程

设置和招生模式等.采用文本分析法,由２名研究

人员独立提取上述资料,再由第３名研究者进行核

对,若存在差异由团队成员讨论后确定.所有研究

者均经过系统文本分析法培训.

２　结果

２．１　专业设置　２４所中医院校均开设护理学专业,
其中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有１５所,占

６３％;其中９所院校同时开设助产学、２所院校开设

护理学(老年护理)、３所院校开设中外合作办学或

涉外护理方向,１所院校开设护理学(民族传统体育

与保健英语).见表１.

表１　中医院校护理学类专业设置

院校名称 护理学类专业设置

国家级

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办学

所在

区域

北京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是 东部

上海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否 东部

南京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护理学(老年护理) 是 东部

广州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 否 东部

天津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护理学(老年护理)、 是 东部

护理学(涉外护理)
山东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是 东部

浙江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 是 东部

福建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是 东部

河北中医学院　　 护理学、助产学 是 东部

湖南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是 中部

河南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 是 中部

护理学(民族传统体育与保健英语)
安徽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否 中部

江西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否 中部

湖北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 是 中部

山西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否 中部

成都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是 西部

广西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 是 西部

贵州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否 西部

甘肃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 否 西部

陕西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 否 西部

云南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是 西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助产学 是 东北

辽宁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 否 东北

长春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是 东北

２．２　专业布点　依据国家统计局[２]经济地带划分,

２４所中医院校在全国分布:东部地区９所,中部地

区６所,西部地区６所,东北地区３所;从专业布局

看,护理学和助产学在全国４大区域均有覆盖;专业

种类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有４种,东北地区有

３种,西部地区只有２种;特色专业方向方面,东部

地区２所院校率先布局老年护理方向,中部和东北

地区２所院校设置了中外合作办学方向,西部地区

无.见表２.

２．３　专业目标　２４所中医院校招生简章和招生宣

传材料显示,２３所提出培养学生同时掌握现代护理

学与中医护理学知识,培养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可
见具备扎实的西医护理知识和技能,同时突出中医

护理特色和优势,正成为中医院校护理学专业人才

培养的亮点和特色.虽然１所院校在专业宣传中对

中医特色介绍较少,但是已有少部分院校人才培养

开始围绕大健康时代需求,向上游预防保健延伸,开
设助产学、民族传统体育与保健方向专业;向下游老

年康养拓展,开设老年护理方向专业,逐步彰显中医

护理在全生命周期健康照护中的作用.

２．４　课程设置　２４所中医院校护理学类专业主干

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医学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课程、中医护理特色课程等.其中医学基础课

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基本相同,中医护理特

色课程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其中１２所院校开设了中

医基础理论、中医护理基础、中医临床护理３门课

程,８所院校还开设了中医养生康复、针灸推拿与护

理,有４所院校在此基础上,还开设了方药护理、中
医营养与食疗、经络腧穴与护理、中医护理适宜技

术、中医传统功法等课程,体现中医院校护理学专业

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与西医院校不同,更凸显了

中医护理在养生保健康复全生命周期护理中的特色

和优势.见图１.

图１　中医护理特色课程设置

２．５　培养定位　２４所院校人才培养定位可归纳如

下:１６所院校定位培养“应用型护理人才”和“应用

型复合型护理人才”,４所院校定位培养“中西医结

合高级护理人才”、３所院校定位培养“护理高级人

才”、１所院校定位培养“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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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理专业人才”;中西医结合应用型护理人才培养

目标成为中医院校的共识.但定位培养推动中医护

理传承创新的拔尖型人才较少,制约中医护理事业

向纵深推进.

表２　中医院校护理学类专业在全国布点及比例[n(％)]

专　　业 全国院校(n＝２４) 东部(n＝９) 中部(n＝６) 西部(n＝６) 东北(n＝３)

护理学 ２４(１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助产学 ９(３７．５０) ４(４４．４４) １(１６．６７) ３(５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护理学(老年护理) ２(８．３３) ２(２２．２２) ０ ０ ０
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 ２(８．３３) ０ １(１６．６７) ０ １(３３．３３)
护理学(涉外护理) １(４．１７) １(１１．１１) ０ ０ ０
护理学(民族传统体育与保健英语) １(４．１７) ０ １(１６．６７) ０ ０

２．６　招生模式　选拔方式上,２４所院校护理学类生

源主要通过统一高考录取,但随着新高考改革深入

推进,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专业部分招生计划通

过“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模式录取,学校通过落实招

生自主权,探索选拔与中医护理专业培养要求更吻

合,具备更高学习热情和学业基础的生源;招生类型

上,少数院校开展大类招生,如天津中医药大学护理

学实行大类招生,学生第一学年强化基础知识学习

后,根据个人意愿以及专业要求等进行具体专业分

流,该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以进一步培养

专业兴趣和了解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上,河南和辽宁

两所中医药大学都开设了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分别与意大利、新西兰有关高校合作,通过联合

培养打造对外开放窗口,拓宽中西医结合护理国际

化发展之路,为学生专业选择和成长发展提供更多

可能.但多元化招生模式探索仍局限于少数院校.

２．７　生源情况

２．７．１　录取分数线　２０２１年２４所中医院校护理学

专业录取分数线显示,９所院校为同批次招生专业中

最低录取线,４所院校高出同批次招生专业最低录取

线１~５分,１１所院校高出同批次招生专业最低录取

线５分以上.由此可见,半数以上院校护理学专业

在同批次招生录取线中处于末端位置,集中在东部

和中部地区;有部分院校护理学专业高于同批次管

理类等非医药类专业录取线,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

北地区.总体来看,护理学专业生源质量相比中医

药主干专业,仍处于弱势地位,从录取分数线看,护
理拔尖型人才较少,制约中医院校对中医护理事业

高层次人才供给.见图２.

２．７．２　专业选科　当前大部分院校护理学类专业对

选科没有限制,以文理科兼收为主,文科背景学生在

学习中医理论和传统文化方面更具优势,理科背景

学生在学习生物、化学等医学基础课程时更具优势.
从２０２４年起,２４所院校办学所在地均实施新高考改

革,遵循教育部最新版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指引要求,

护理学类专业选科日趋理科化,更加契合了该专业

的自然科学属性,见表３.

图２　护理学专业在本省录取线

与学校同批次招生最低录取线对比图

表３　２０２４年中医院校护理学类专业

在办学所在地招生要求(N＝３９)

选考科目要求 例数[n(％)]

　　　化学　　　 ２３(５８．９７)

　　　生物　　　 １２(３０．７７)

　　　物理加化学 ４(１０．２６)

注:新高考取消传统文理分科,高校依据培养目标和学科特色,自主

设置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考生高考选科须符合要求方可报考.

３　讨论

３．１　优化专业结构,服务社会多元化需求　本研究

表明,中医院校护理学类专业,在特色化专业设置、
专业区域性布局上仍不平衡,虽然专业设置趋于多

元,“一老一小”社会问题得到关注,助产学和老年护

理方向专业设置占一定比例,但仍仅限于少数院校;
既往研究[３]显示,全国医院中医护理人力资源分布

不均衡.因此,一是动态调整中医院校护理专业设

置,围绕服务健康全过程做专业延伸拓展,在稳定护

理学专业主体办学地位同时,合理布局新兴特色专

业方向,重点向中医护理优势突出的情志调护、预防

保健、康复理疗等[４]方向倾斜,谋求专业差异化、特
色化发展.二是根据区域特点,优化专业布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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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校护理专业区域配置,构建专业方向明确、定
位清晰、布局合理的中医护理人才储备库,特别是中

西部地区可进一步优化养老方向等战略性、急需性

护理专业招生布局.三是推动护理长学制招生改

革,探索贯通式拔尖创新生源选拔,以一流专业吸引

一流人才,发挥本研贯通式人才选育模式有利于集

中教学科研资源,为造就中西医结合护理高端人才

提供突破口.

３．２　调整招生策略,探索多渠道生源选拔　与既往

研究[５]结果一致,本研究表明中医院校护理学专业

生源质量总体不高;本研究发现,目前中医护理招录

模式较为单一.因此,一是加强招生宣传,突出中医

院校护理学科专业性和职业感.通过向考生和家长

展示专业特色、教育成效、毕业去向和优秀校友等,
特别是中医护理在医疗细分领域的职业前景,吸引

更多优质生源报考,形成中医院校护理人才供给良

性循环.二是探索综合评价录取,加大对热爱中医

药生源选拔力度.新高考体系下综合评价招生制度

为人才培养招录更适配生源创造机遇,录取标准按

高考成绩、校测成绩、特色要求各占一定比例综合考

量,促进对中医药有浓厚兴趣考生脱颖而出,拓宽生

源获取渠道.三是拓展招生类型,满足多元化深造

需求.大类招生模式按照护理学类大类招生,新生

经过一年左右基础培养后,依据兴趣方向和专业要

求做具体专业分流,赋予学生充分选择权;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紧跟“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推进中医护

理开放发展、深化国际交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的重要平台.院校可结合生源状况、专业目标、教
育资源等,制订各具特色的人才成长通道,为中医院

校多元化护理人才培育提供适合路径.

３．３　深化教学改革,突出中医护理优势特色　既往

研究[６]发现,中医护理存在西医化培养;本研究表

明,中医护理人才培养聚焦拔尖人才不足,部分院校

中医特色不显著;有研究[７]指出,重视培养目标设

计、改革教学模式、优化培养内容意义重大.因此,
一是优化培养目标,强化培养特色,结合区域需求和

办学实际等,分层次、差异化制订人才培养目标[８],
强化中医护理在养生保健、康宁疗护和医养结合等

方面的专业优势,教会学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扬长

避短,发扬中医护理特色[９].二是探索“新师承式”

培养模式[１０],关注培养中医护理领导者,为能力强、
基础优的学生提供由名医大家引领的多口径、新师

承成才通道,特别是护理学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的院校,应主动探索中西医结合护理拔尖

人才培养改革.三是调整课程设置,促进通专融合,
应对新高考后中医护理生源全面理科化变革,通过

中医护理特色人文通识教育改革,增加中医经典、文
史哲类课程比重,帮助学生掌握中医药知识,提升学

生中医护理思维能力和服务能力;重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育人价值[１１],通过优化课程体系、丰富第二课

堂、开展实践活动等,增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认同

感,引导学生以积极的专业态度[１２],坚定对中医护理

的学习热情和从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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