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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究跨专业教育在护理本科创新训练课程教学中的效果.方法　便利抽样法选取某高校护理本科二年级学

生(以下简称护生)为研究对象,将２０１９级护生设为对照组(n＝４１),２０２０级护生设为干预组(n＝４１).对照组开展常规的创

新训练课程,干预组开展跨专业创新训练课程.课程实施后通过访谈了解护生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评价,并比较两组护生的学

习成果、跨专业协作能力和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度.结果　访谈结果提炼出４个主题:激发想象力、引发好奇心、感受未知与

挑战、成长.课程实施后,干预组护生的学习成果更具创造性,干预组护生的跨专业协作能力和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度得分

均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结论　跨专业创新训练课程改进了传统创新训练课程实施的效果,在提升护生创新能力方面具有

潜力,在提升护生的跨专业准备度和能力方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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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基于创新技术的智慧医疗服务兴起以及大

健康趋势的发展,护理行业的技术革新和服务创新

得到了有效推动[１].医疗卫生体系急需能够与其他

专业人员协作、合作创新的护理人才[２].国家倡导

各大院校为本科生开设与创新训练有关的创新思维

与创新方法等选修课[３].目前国内外的创新训练课

程多局限于本专业学生之间的教学[４],缺乏不同专

业背景学生共同学习,完成项目任务的机会.跨专

业教育(interprofessionaleducation,IPE)是两个或

两个以上专业学生相互学习的教育模式[５],是拓展

学生视野、提升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６].当前,医学

教育中的跨专业教育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相关专业

之间,鲜有非医疗保健专业学生的参与[７],且仅关注

学生参与多学科医疗服务的职业素质[８],忽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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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本研究构建了适用于

护理学本科专业的跨专业创新训练课程,以项目式

学习[９]开展教学,吸引了非医疗保健专业学生的参

与,旨在通过跨专业合作,培养护生的创新能力.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１年３月至２０２２年７月,便利

抽样法选取某高校２０１９级和２０２０级护理本科二年

级学生(以下简称护生)为研究对象,将２０１９级护生

设为对照组(n＝４１),２０２０级护生设为干预组(n＝
４１).干预组中男１２人、女２９人;对照组中男９人、
女３２人.均知情同意参与研究.两组护生的年龄、
性别、第三学期期末成绩绩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创新训练课程属于创新能力培养模块

中的综合实践选修课程.总学时５４学时,其中理论

学时１８h,实践学时３６h,教学周共７周.教学内容

围绕４个主题(养老服务、老年护理技术、老年常见

健康问题、慢性病干预),应注意难度适宜护生,避免

过高或过低;引导学生开展创新活动;学生以小组形

式实施;授课教师具备高级职称.课程在护理本科

二年级第二学期实施.

１．２．１　对照组　创新训练课程的教学活动均由护理

师资完成,学生均为护理专业学生.分为准备和实

施两个阶段.课程实施前１周发放创新训练教师、
学生指导手册,内容包括课程的介绍、教学流程、教
学目标等.引导护生自由组建学习小组,每组由

５至６名护生组成,组内推选一名组长.课程实施

阶段采用项目式学习方法.

１．２．２　干预组

１．２．２．１　构建跨专业教师团队　围绕上述４个主题

组建跨专业教师团队,确保每个项目有跨专业教师

的参与(包括食品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生物工程

制药、数字媒体与设计学),最终纳入４位护理专业

教师和４位来自不同专业的教师.

１．２．２．２　教学设计　(１)准备阶段:根据与对照组相

同的４个主题,开展跨专业形式的讲座(见表１),由
跨专业教师共同完成.编写IPE教师、学生指导手

册.其他均同对照组.(２)实施阶段:①按项目式学

习的教学方法实施,依次开展“驱动性问题、聚焦创

新目标与完善项目设计、协作与创作、分享、评价”

５个环节.②理论授课和实践环节交叉进行.理论

课由相应的跨专业教师以讲座形式进行授课,实践

环节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主,跨专业教师团队每周至

少提供一次集中辅导,答疑解惑,并引领学生开展创

新活动.③课程第５周时,各小组通过招募方式,吸
纳２名来自非医疗保健专业的本科生加入,组建跨

专业学习小组.本项目共有１４名非医疗保健学生

参与,其中食品专业２名、机械工程专业５名、生物

制药专业２名、数字媒体与设计专业５名.课程见

表１.(３)孵化阶段:课程结束后,继续引导护生,将
他们优秀的创新作品精心筹备并申报专利,助力护

生将创意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宝贵资产.

表１　跨专业创新训练课程

周次 课程内容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理论课教师专业背景

第１周 跨专业创新技术在健康领域中应用的范例 ２ ４ 护理学

第２周 食品科学在健康领域中的贡献;慢性病干预项目示范:改善抑郁的益生菌研究 ２ ４ 食品科学与工程

第３周 机械工程在健康领域中的贡献;老年护理技术项目示范:应用传感器开发腕管 ２ ４ 机械工程

综合征设备

第４周 数字媒体与设计在健康领域中的贡献;养老服务项目示范:适老化服务的设计 ２ ４ 数字媒体与设计

第５周 生物工程制药在健康领域中的贡献;老年常见健康问题项目示范:防止压力性 ２ ４ 生物工程制药

损伤的中药提取物的开发与研究

第６周 分享课(创新目标的确定与质疑); ４ ８ 跨专业教师团队

团队辅导 护理学

第７周 分享课(最终学习成果的分享与讨论) ４ ８ 护理学

１．２．２．３　课程实施举例　以课程中的养老服务适老

化设计项目为例.(１)驱动性问题:学习小组在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组内讨论和文献阅读,发现社会

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慢性病、共病的发病率

较高.提出了“如何及时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将
这作为创新活动项目的主题.(２)聚焦创新目标与

完善项目设计:①跨专业讲座激发护生思考:数字媒

体与设计学院的教师介绍数字媒体与设计对健康领

域的影响;分享自己与护理教师合作的经历与成果;
展示作品的创造过程;引发护生自主思考:“是否可

以与数字媒体与设计专业的同学合作,共同设计一

款用于评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适老化产品?”②组建

跨专业学习小组,探究问题:小组通过讨论、设计海

报招募其他专业的学生.海报以邀请函的形式呈

现,内容包括项目介绍、学生专业、学生年级(本科三

年级)和人数要求、参与方式、学习小组联系方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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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老师等关键信息.其他学院的辅导员确定海报张

贴位置;跨专业教师团队共同协助招募;最后由护理

学生筛选.招募了２名数字媒体与设计专业的学

生,形成跨专业学习小组并围绕项目进行自主探究.

③分享课促进创新项目完善:小组选派代表介绍他

们创新项目的构思和目标;其他小组学生和教师质

疑项目;共同探讨项目可行性、实用性和科学性;明
确项目的创新目标:“为老年人设计一款健康智能监

测设备”;细化和完善项目设计.(３)协作与创作:组
长通过微信群发布讨论通知,包括讨论的主题、时
间、地点和形式.通过微信群和线下讨论,不同专业

的学生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通过辩论激发观点的

碰撞与融合,最终合作完成项目.组长协调师生间

的线下讨论时间,组织成员讨论任务分工;护理教师

在团队辅导课程中指导护生如何聆听、尊重同伴的

意见,并教授沟通技巧,鼓励他们表达观点;跨专业

教师团队为护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技术工具及

指导.(４)分享:小组分享项目设计全过程,包括分

工协作、遭遇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创新作品展示以及

合作学习的宝贵经验.(５)评价:组织护生开展组内

互评、组间互评.教师点评,并对护生的表现和成果

给予了全面的反馈.

１．２．３　效果评价

１．２．３．１　护生的创新能力评价　鉴于课程实施时间

较短,为了更合理地评价护生的创新能力,采用面对

面半结构访谈法搜集资料.此外,本研究比较了对

照组与干预组学习成果.

１．２．３．２　跨专业协作能力　采用王金娜等[１０]汉化的

跨专业协作能力自评量表(interprofessionalcollaboraＧ
tivecompetencyselfＧassessmenttool,IPCCＧSAT)评估

护生的跨专业协作能力.该量表分为４个维度即价

值认同能力、角色认知能力、跨专业沟通能力以及团

队协作能力,共２０个条目.使用Likert５级计分法,
从１分(非常不同意)至５分(非常同意),总分２０~
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生的跨专业协作能力越强.
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４１[１０].

１．２．３．３　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度　采用王喜益等[１１]

汉化的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量表(readinessforinＧ
terprofessionallearningscale,RIPLS)衡量护生对

跨专业合作学习的态度和准备程度.该量表包含团

队合作、消极的职业认同、积极的职业认同及角色与

职责４个维度,共１９个条目.采用Likert５级计分

法,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１~５分,
其中消极的职业认同和角色与职责反向计分.总分

１９~９５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生对跨专业学习的态

度及能力准备越佳.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

０．８８７[１１].

１．２．３．４　课程学习成果　课程结束后统计两组学生

的课程项目成果.

１．２．４　资料收集方法　课程开始前１周和结课后

１周内,研究者分别向所有护生发放问卷,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１００％.此外,对干预组护生进行半结构访

谈,每位护生的访谈时间为１５~３０min,通过录音和

现场笔记进行资料收集,记录受访者当时的表情及

肢体语言等.

１．２．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２６．０软件进行分

析.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s 描述.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前后比较采用

配对检验.访谈资料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原始资料进

行整理分析.以P＜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护生跨专业协作能力与跨专业合作学习

准备度的比较　课程实施后,干预组护生各量表得

分均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干预组与对照组护生的

各量表得分均高于基线(P＜０．００１).

表２　两组护生跨专业协作能力

与跨专业准备度的比较(分,x±s)

项　目
对照组

(n＝４１)

干预组

(n＝４１)
t P

IPCCＧSAT得分 ８９．１０±８．４４ ９４．７３±６．０９ －３．４６６ ０．０２２
RIPLS得分　　 ７３．５１±７．４７ ７７．００±６．０２ －２．３２８ ０．０１９

２．２　护生创新能力的评价　课程实施后,访谈护生

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评价提炼出４个主题:(１)激发想

象力.A１:“在这门课中我脑洞大开”A２:“我和

其他专业学生共同探讨一种智能化药杯设计,脑子

里迸发出了很多有趣的新想法.”(２)引发好奇心.

A４:“我们专业难道还可以跟机械专业碰撞吗? 我有

点新奇.”A６:“很好奇,这种学习机会很少是创

新的开端和启发.”(３)感受未知与挑战.A１３:“面对

这些未知,我最初感到迷茫和不安.”A２０:“像是一场

大冒险,一起研究制作老年健康监测设备.”(４)
成长.A２３:“产生分歧最终学会了倾听、理解和

尊重对方的意见达成共识.”A２６:“渐渐地,我学

会了勇敢地提出问题,寻求答案.”

２．３　两组护生学习成果比较　(１)对照组护生学习

成果有:①输液自动关停装置;②自制护士职业认同

感问卷;③护理专业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

④社区中老年人焦虑水平的调查;⑤社区老年人对

糖尿病认知的分析调查;⑥无锡市老年人睡眠干预

方法的效果比较;⑦老年 COPD居家康复方案设计

５１１
军事护理

MilNurs
　December２０２４,４１(１２)



与应用.这体现了护生在实践中对护理专业知识的

灵活应用,但缺乏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在转化为知识

产权方面尚需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的探索.(２)干预

组护生学习成果有:①“老有宝”老年健康监测设备;

②转运工具创新设计;③压力性损伤伤口敷料载药

性研究;④智能服务提醒药杯;⑤移动式、便携式机

械洗澡装置;⑥老有所护小分队 APP;⑦互联网＋环

境下的胃癌支持.这展现了较高的创造性,体现了

医工结合、产品化特色,更加接近临床转化,具有向

知识产权孵化的潜力,适合参加创新创业类竞赛.

３　讨论

３．１　跨专业创新训练课程有助于提高护生的跨专

业合作学习准备度与跨专业协作能力　本研究结果

显示,干预组护生的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程度、协作

能力优于对照组护生(P＜０．０５),可能与跨专业学习

小组的组建有关.多学科成员的构成为护生与其他

专业学生共同学习提供了机会,护生体会到自身在

团队中的角色和职责,感受到来自其他专业学生的

认同与尊重,认识到护理专业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从
而加强了自我肯定,利于护生职业认同感的形成.
另外,跨专业学习小组使护生与其他专业学生经历

了学习伙伴关系的转变,从最初的陌生到熟悉,最终

为共同的学习兴趣与目标相互协作,团队合作完成

任务.这一过程提升了护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实现

了全体成员的共同成长.团队辅导讲座则为护生的

交流沟通、协作、团队合作能力提升提供了帮助.

３．２　跨专业创新训练课程在提升护生创新能力方

面具有潜力　本研究结果体现了跨专业创新训练课

程在培养护生创新能力方面的潜力.该潜力的产生

可归因于以下原因:(１)跨专业教师团队的教学.来

自不同专业的教师通过跨专业讲座和课后辅导,为
护生提供了多元化的知识输入.跨专业成果的展示

和跨专业教师提供的新知识,拓宽了护生的知识视

野,促进了护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有助于其创新

思维的发展.(２)组建跨专业学习小组.这使不同

专业的学生能够在一起知识共享,引发不同观点的

讨论与辩论,促进了不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活跃了

护生的思维.(３)后期的成果孵化能进一步促进护

生的创新能力,感受创新的成功,激发其成就感.

３．３　课程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在推进跨专业创

新训练课程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１)由于

不同专业学生的课程安排不同,协调不同的学习时

间和空间是极具挑战的任务.需确定每周１次的固

定集中讨论时间和地点;建立微信群,并利用腾讯会

议、钉钉等在线协作平台,作为集中讨论的补充.
(２)在项目选题时,建议尽量选择有经费支持的项

目.(３)护理专业教师按实际指导护生的学时数计

算工作量;跨专业教师按校内专家讲座的标准计算

工作量,由此提高跨专业教师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４　小结

跨专业创新训练课程有利于培养护生的创新思

维、创造力,并且激发了护生创新的兴趣,增加了护

生的跨专业协作能力,促进了护生的跨界知识整合,
改进了创新训练课程实施的效果.下一步需要学校

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支持学生成果的孵化,使课程

得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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