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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史(oral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是一种将

“看”与“听”融合,采用一定的工具,通过访谈和收集

实物等方式获取人们的记忆、感受和经验,分析对历

史有意义的内容,丰富历史内涵的史学研究方法[１].
口述史不仅是个人生平阅历、历史经验和感情世界的

记录,也是一定时期历史事件的生动记录[２].在护理

史研究中,口述史既能弥补历史断层,也可补充或重

现文献史料[３].同时,作为一种动态的历史教育方

法,口述史能在护理发展与社会文明进程的互动中,
激发护士对护理的觉醒与思考,让其深刻地认识护理

专业的底蕴与价值,凝聚与塑造护士的职业认同,提
升人文关怀的素养[４].本文通过对口述史的起源和

发展、特点与优势、实施步骤及其在护理领域的应用

进行综述,旨在强化护理研究者对口述史的认识,以
期为我国开展护理口述史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１　概述

１．１　口述史的起源与发展　口述史作为中国史学的

一种传统方法,可以追溯至先秦诸侯各国的采风[５].
我国中医学在其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许多口

述史的元素,如«黄帝内经»中君臣间的问答就体现了

中国古代口述科技的医学思想传承[６].现代意义上

的口述史源于１９４８年历史学家 AllanNevins教授创

建的第一个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

述史研究室[７].作为口述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口

述史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以美国为例,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医学史部就开始

了口述史项目,聚焦医学与医学专业人员历史,并访

谈了一些参与关键事件的医护人员.伴随着医学口

述史的发展,护理学家也开始了对护理口述史的探

索,其中美国于１９７８年创建了护理史学会,不仅每年

定期召开年会,还依托该学会力量创办了全球范围内

第一本护理史杂志[８].目前,口述史在我国护理领域

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护理口述史作为口述史的一个

分支并未得到护理教育者的广泛重视.

１．２　口述史的特点与优势　口述史研究源于历史

学,具有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及跨学科性等特征[９].
医学口述史除了具有以上共性,王懿辉等[１０]学者强调

其还具备题材细分化及功能多元化的特性.题材细分

化指当前医学口述史形成的主题较为细致,具体划分为

三大类:(１)以医院发展为主题的院史院志口述史;(２)
以某个疾病或流派发展为中心的疾病类医学口述史;
(３)以患者视角折射人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医学人文口

述史.功能多元化则指医学口述史不仅能为历史文化

资料留档和传承,发挥榜样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使研究

者的研究视角从文献转向社会,聚焦和关注医疗实践活

动中患者和医护的声音,更好地让医学从“以疾病为中

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基于上述特点,医学口述史

作为人文学科与医学之间的桥梁,为医学人文的发展提

供了新途径、新思路,在记录和复原院史、榜样教育引

领、加强文化建设、提升人文关怀等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１１].医学口述史不仅记录了医学的发展史,还反映

了社会各界对医学的认识,拓宽了医学的内涵,充实了

医学人文的自身建设[１２].同时,口述史访谈与建构的

过程,也是年轻力量与行业前辈代际情谊交流的过程,
有助于构筑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与职业认同[１３].

２　护理口述史的实施步骤

目前,护理口述史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护理口

述史实践基本延续了历史学界的口述史实施步骤.
因此,本文主要介绍我国历史学家杨祥银[１４]提出的口

述史项目的实施步骤,以供后续的护理研究者参考.
具体步骤为:(１)口述史选题.口述史是时代的产物,
选题应忠于时代要求,从国家、民族、社区、家族乃至

个人丰富与深远的历史背景中挖掘.(２)口述史访

谈.口述史访谈对象既要尽量选择能够涵盖特定历

史事件涉及的各个层面的对象,又要力求受访者在同

类对象中具有典型意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时过境

迁,不少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渐渐年长或衰老,有些甚

至伤病缠身,抢救性地探访一些关键人物刻不容缓.

８８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４年４月,４１(４)



(３)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主要包含转录、校对、
索引和访谈文档３个部分.转录应尽可能地保留受

访者的个性特征,准确地呈现访谈内容.校对不仅包

括访谈者的核对,还需确保予以受访者对文本内容保

留或删除的权利.此外,相关学者建议为口述史项目

构建系统的索引,并制作访谈文档,为研究者提供查

阅相关内容的快捷通道.(４)口述史资料的保存和传

播.口述史强调来自社会并回归社会.项目负责人

有义务将整理好的口述史料以不同的形式反馈给受

访团体乃至整个社会,推动口述史料的传播,最大程

度地促进其公共化.

３　口述史在国内外护理领域的应用现状

３．１　护理教育　口述史不仅能够保留“过去的声

音”,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历史见证人的“现时感

受”[１５].口述史是收集资料与研究历史的重要方

法,同时也是一种生动的教学手段,更是一种能走进

历史现场的实践教学方式,能够破除师生之间、代际

之间、课堂与外部之间的障碍[１６].口述史在护理教

育中的应用包括以下方面:(１)课堂教学.刘芃汐

等[１７]将口述史方法应用于护理本科生的老年社会

学课程中,不仅丰富了人文护理教育的教学方法,还
增加了学生对老年人群和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认知,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吴森棋等[１８]在临床

伦理学课程中,让学生以口述史访谈做为照护学习

课程的一部分,记录台湾某大学附属医院安宁病房

历史.结果显示,口述史技能融合临床伦理思维的

学习体验,有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提高

学生的人文反思能力,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人生观,
并激发其对于生命的爱与关怀.(２)榜样教育.国

内外学者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访谈在特殊地区从事照

护工作的退休护士[１９]、经验丰富的护理领导者[２０]、
终身从事助产专业的临床护士[２１]等老一辈护理行

业领路人,倾听护理耆老临床征程中的奋斗故事,记
录不同时代烙印下他们的精彩职业生涯,并挖掘他

们在推动护理事业发展中的贡献,并把这些宝贵经

验提炼、汇总后记录成文加以传播.这不仅为新生

代护士提供了动态、具体且鲜活的了解护理专业发

展脉络与护理前辈职业生涯的文本,有助于发挥榜

样的引领力量和代际传承作用,还给更多的后来者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梦想伟力,形成良性教育循

环.(３)史学教育.国内外许多研究还采用口述史

的方式探索和记录护理事业的发展历史,探寻护理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从而启迪并指引护

理未来发展的方向.Hoon等[２２]通过口述史方式呈

现了新加坡护理专业的独特发展轨迹,在对历史的

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Doyle等[２３]则采

用口述史等方式回顾了英国和爱尔兰过去３０年来

智障疾病护理的发展史,吸取既往经验教训,对患者

当前和未来的多元化需求做出回应,促进智障患者

护理的发展.

３．２　护理管理　口述史有助于深入了解护理管理

领域的发展历程,记录并传承护理管理者的经验和

实践智慧,启发和激励当前和未来的护理管理者,从
而更好地指导护理实践和决策.Hughes等[２４]采用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军事护理领导者的个

人故事、管理策略以及卓越贡献等,不仅为护理管理

者提供了管理实践的具体指导和借鉴,还通过剖析

军事护理领导者的成功实践及奉献精神,进一步证

实了护理专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有助于树立护理

专业的声誉和地位,让更多人认识和尊重护理专业

的价值,不断促进护理专业的发展和进步.蔡淑凤

等[２５]通过口述史法,以受访护理管理者为主体,倾
听台湾第一个立案护理之家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期间

的经营管理史,了解早期护理之家管理者的经验观

点,挖掘其在创业过程中呈现的专业特质和开拓精

神,系统分析长期照护机构经营的本土化实践经验,
形成可推广的长期照护机构经营与管理模式,为护

理人员的创业与管理提供参考,并为我国长期照护

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３．３　护理实践　口述史还被广泛应用于助产护理

和老年护理等临床护理实践中.(１)助产护理.

Thrower[２６]通过收集相关书籍、档案、照片等历史材

料,及对美国乔治亚州的１４名助产士进行口述史访

谈,了解助产士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间临床实践的发展

历程及具体经验,明确影响助产专业发展的相关因

素,真实地还原了该时期乔治亚州助产专业化的历

史,更好地指引未来助产护理事业的发展.Santos
等[２７]采用口述史方法探讨了１３名产科护士参与家

庭分娩计划的轨迹,揭示了产科护士对分娩护理中

自主权和主导权的追求,为改善产科护理实践提供

了有价值的见解.(２)老年护理.Ritchie[２８]指出,
老年人可以从记录他们的口述历史中获得医疗价

值.在口述史访谈中,访谈者鼓励老人积极表达自

我,分享人生经验,强调老人的终生成就.这不仅可

以提升老年人的自尊,还能帮助其增强与社会的联

结,释放痛苦、沮丧等负性情绪.许金惠等[２９]采用

口述史法对退化性关节炎中老年女性进行访谈,将
妇女的叙事整合到其生命脉络中,从病患观点的疾

病叙事中来理解病患如何归因与应对病痛,以更好

地协助护士对患者提供整体的、符合其文化偏好的

照护,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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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结

护理口述史为研究护理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开

辟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为丰富护理专业内涵提供了

新的史料,更为推动护理学及护理专业的发展进步

贡献了力量.通过口述史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

护理专业的起源和演变,系统探讨护理的历史背景

和发展轨迹,并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和教训,将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为护理事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同时,护理口述史也能够传承护理传统

和文化,践行护理专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提
高护理专业认可度,并为未来的护理实践提供了启

示和指导.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搭建跨学科研究的

桥梁,促进护理学与历史学的交融互鉴,继续关注护

理口述史的挖掘和应用,在护理中倾听“人”的声音,
彰显“人”的价值,记录护理实践活动中患者和护理

人员的经历与感受,以叙事手法呈现人的思想、观
念、行为等对护理专业的影响.此外,未来还应不断

推动护理口述史的纵深发展,构建系统全面、脉络清

晰的护理史,深入阐释护理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理
论品格、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充分发挥榜样教育和

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强护理专业的地位和影响力,不
断促进护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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