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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与护理》课对培养护理专业学生

多元文化能力的调查分析


许晓燕

（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　要：通过对护理专业学生在《多元文化与护理》课程开设前后的问卷调查，探讨该门课程对培养护生多

元文化能力的作用。调查从文化意识、文化知识、文化敏感度、文化能力四个模块以及四个模块的１７个维度进

行自我评价，按照李克特量表方式进行做答，并进行课程学习前后的分析对比。结果显示：四个模块的得分总体

平均值有明显提高，自我评价６个选项中，评价“较高”以上比例在文化意识、文化敏感度以及文化能力三个模

块均有显著性提高；各维度的得分平均值均有提高，“较高”以上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表明《多元文化与

护理》课程的开设，为打开护生多元文化视野，提升多元文化能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对培养国际化护理

人才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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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教育的全球化和跨国界的医疗文化
交流越来越广泛，跨文化护理教育引起了各国护

理教育学者的广泛重视［１］，培养具有多元文化能

力的国际化护理人才变得越来越迫切［２］。基于

此，作者在所在高校开设了《多元文化与护理》课

程，并于课程开设前后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

过对结果的分析，探讨该门课程在增强护生的多

元文化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１　调查对象　本调查在护理专业二年级３６０名学
生中开展。课程开始前，因部分学生缺少多元文

化的概念，参与度不高，仅有２５７名护生提交了问
卷；课程完成后，学生参与增多，有３１５名护生提交
了问卷。

２　问卷设计和研究方法
２．１　问卷设计　本问卷是依据英国跨文化健康
和护理研究专家Ｉｒｅｎａ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博士等提出的
文化能力模型［３］（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ｅｔａｌ’ｓ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而设计的。该模
型分为４个模块，分别是文化意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ｗａｒｅ
ｎｅｓｓ）、文化知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文化敏感度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文化能力（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

ｃｙ），４个模块之间是一种递进关系。（如图１）第
四阶段的文化能力是最终需要实现的目标。因

此，要实现该目标，需要综合运用前三阶段获得的

文化意识、文化知识和文化敏感度的积累，最后实

现文化能力的提升。

图１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等的文化能力模型

本问卷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护生教育的实

际情况，在四个模块下设计了１７个维度。
文化意识模块下对应５个维度，分别是：维度１

“清楚文化的意义及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维度２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能避免文化定势（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ｒｏｔｙｐｉｎｇ），认可多元文化差异并用多元文化的
理念指导与他人的交流”；维度３“在与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交流时清楚自己的跨文化身份（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即：个体超越自身原有文化，适应一种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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