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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体验式教学在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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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线上线下体验式教学在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级护理本科两个班

为试验组,应用线上线下体验式课程思政教学;2021级护理本科两个班为对照组,应用传统课程思政教学。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

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课程思政效果及学生对授课模式及提高综合素质的满意度。结果
 

授课结束后,试验组学生理论考核成绩

为(83.83±5.84)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成绩(80.94±5.56)分(P<0.05);试验组对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明显的比例,对授课模

式及提高综合素质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线上线下体验式教学能明显提高课程思政效果,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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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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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was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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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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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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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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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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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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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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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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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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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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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fter
 

the
 

teaching,
 

the
 

written
 

exam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83.83±5.84)
 

points,
 

versus
 

(80.94±5.56)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roportions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rat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as
 

obviou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mode
 

and
 

compre-
hensive

 

quality
 

improvemen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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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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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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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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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是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方法

及元素融入课程理论传授以及实践操作的各个环节,
实现“知识传播”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1-2]。护理

学导论作为医学基础课程与护理专业课程之间的桥

梁,是学生进入护理专业启蒙课程,具有“引路人”的
作用,可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价值观[3],
这与我国目前倡导的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互相契合,两
者互相促进。因此,与其他课程相比,护理学导论在

课程思政建设中具有先天优势,更应发挥“课程思政”
领头军的积极作用。然而目前人文护理类课程还是

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法为主。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

学缺少亲和力和生动性,只能传递知识信息,难以引

起学生情感共鸣,不利于发挥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作

用[4]。因此寻找课程思政有效的教学方法始终是教

师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体验式教学是指教师在

教学中合理创设特定的情景,通过各种有效的教学方

法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自我经历、亲自感知、体验所要

学习的知识,使学生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

知识、发展能力、运用知识的一种多向传递互动教学

模式[5-6]。目前体验式教学已经在各学科教学中得以

应用,并取得显著成效[7]。加之近年来全国高校陆续

开展线上教学模式,线上教学发展取得了有效的成

果,线上教学与线下传统模式教学优势结合的新教学

模式成为一大焦点[8]。如何将体验式教学法与线上

线下教学进行有机融合,起到内化学生情感、提升课

程思政效果的目的,目前尚缺乏相关深入报道。我院

自2016年起以智慧树平台为依托,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与体验式教学法有机结合,开展护理学导论线上线

下联合体验式思政教学模式的探索,教学改革取得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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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成效,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整群抽样法选取2021级护理

本科两个班为对照组、2022级护理本科两个班为试

验组。试验组、对照组学生各80名。两组学生一般

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前期课程成绩

(分,x±s)
对照组 80 13 67 20.20±0.64 75.78±10.17
试验组 80 12 68 20.03±0.60 74.40±10.12
χ2/t 0.261 -1.785 -0.857
P 0.707  0.076  0.393

1.2 教学方法

两组均由同一教学团队任教,教材为李小妹等主

编的第5版《护理学导论》。授课内容包括15个章节

(因11、12章内容与我院开设其他课程重复,故作为

自学,不列入教学计划),总计32学时。对照组按照

章节顺序进行教学,其中第1、3、5、7、10、14章为课堂

授课,每章2学时。第2、4、6、13、15章为线上教学,
 

2、4、6章各2学时,13、15章各1学时。第8、9章第

一节为线上学习2学时,其余小节为课堂讲授4学

时。课堂教学部分以教师讲授为主,未设计学生体验

项目;线上学习部分由学生在教学平台自行观看教学

视频并完成章节测验,课堂上不再重复讲授。由授课

教师在各章节教学中融入思政内容。考核成绩包括

形成性评价和终末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为线上资源

学习情况,占总成绩的40%;终末性评价为期末机考

理论成绩,占总成绩的60%。试验组教学方法如下。
1.2.1 教学设计 ①依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以
及《护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结合护理学

导论教学内容及性质,确定本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为

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家国情怀、增强法治意识、培育

科学精神、提升职业素养5个方面。②对课程内容

进行全面分析,打破课程原有章节顺序和框架,建构

单元知识体系;同时挖掘各章节蕴含的思政元素并

进行归纳、综合,针对单元内容知识特点匹配与之相

应的思政目标,形成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的有机对

接。③针对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培养目

标,设计恰当的教学体验项目及评分标准,并根据体

验项目的特点,设计混合式教学的方式与学时分配,
具体见表2。

表2 护理学导论体验式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单元 教学单元 思政目标 体验项目
线上

学时

课堂学时

(体验学时)
小计

1 护理学基本概念(1~2章) 坚定理想信念 影片导入:《南丁格尔》《中国护士》片段;重温医学生誓言 2 2(1) 4
2 护理相关理论(3~7章) 提升职业素养 情景模拟:护患矛盾与冲突是怎样产生的 6 8(4) 14
3 护理工作的基本方法(8、10章) 培育科学精神 案例讨论:护理差错事故分享———护士发错药后 2 4(2) 6
4 护理专业理论(9、15章) 激发家国情怀 小组汇报:发展中国特色护理理论———做新时代中国护理接班人 2 2(1) 4
5 护理工作的伦理与法律(13~14章) 增强法治意识 课堂辩论:是否支持癌症患者选择安乐死 2 2(1) 4

1.2.2 教学实施

开课前首先介绍本课程的教学方法,说明学习要

求及考核方式,让学生对学习任务有基本的了解和认

识。教学实施分为3步,包括线上自学、课堂授课及

课后巩固。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将体验式教学的感知、
体验、分享与交流、整合和应用5个步骤融入其中,以
单元2

 

“护理学相关理论”教学过程为例。
1.2.2.1 线上自学 以智慧树网络课程平台为依

托,教师按照教学进度即时发布学习任务。学生按照

教师布置的任务对线上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初步

掌握相关教学内容。
1.2.2.2 课堂授课 ①知识点串讲:教师对本单元

理论内容进行知识点串讲,指出该单元要求掌握的知

识要点(人类基本需要层次论、文化休克及跨文化护

理理论、护患关系及沟通、成长与发展和压力有关的

常用理论),学生认真听讲并对线上自学的内容进行

回忆,这是学生进一步感知的过程。②体验活动:即
教师借助不同体验教学方法,组织学生积极参与预先

设计的体验项目,通常以观察、表达和行动的形式进

行,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情感,亲自感悟、领悟相关

知识。整个课程共设计了5个体验项目,分别为影片

赏析、情景模拟、案例讨论、小组汇报、课堂辩论。本

单元的体验项目是情景模拟,学生自由组队,5人一

组,共16组,各小组自行设计“护患矛盾与冲突”情景

剧。其中剧本的选题与设计是体验的关键环节,学生

要以本单元相关理论内容为基础进行选题。如不同

性别、不同病情发展阶段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患者有何

需求与压力,护士如何与患者和家属进行沟通并缓解

矛盾冲突。③分享、交流与整合:体验活动结束后,各
小组分别进行讨论,同学之间分享体验活动感受,表
达各自内心情感,探讨活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方法。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通过设问点拨激发学生

主动思考,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和认识。
1.2.2.3 课后巩固 课后教师根据体验项目的特

点,布置不同类型的书面作业,包括影片观后感、撰写

人物感言、案例分析报告、未来职业规划以及辩论发

言稿。本单元的课后作业是书写人物感言。学生需

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分析自己扮演人物的经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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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思想过程和情感变化,充分表达个人感受和见解,
完成作业并上传平台。教师对作业进行批改、评价,
督促学生将活动中学到的知识和感悟应用到临床实

践中去,进一步内化学生情感。
1.2.3 考核方式 考核成绩包括形成性评价(占
60%)与终末性评价(占40%),具体见表3。

表3 护理学导论体验式课程思政的考核方式

评价形式 测评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满分

形成性评价 线上自学(10%) 视频学习 线上资源学习情况 10
课堂表现(25%) 体验项目参与 体验项目考核标准 25
课后作业(25%) 影片观后感 态度、思想和感悟的

情况

25
撰写人物感言

案例分析报告

未来职业规划

辩论发言稿

终末性评价 期末考核 理论知识 机考成绩 40

1.3 评价方法

1.3.1 理论考核成绩 两组均于课程结束2周后进

行理论考试。试题难度相当,平均分布于全部授课章

节,总分100分。
1.3.2 课程思政效果评价 课程结束后分别对两组

学生进行思政效果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前期制

定的5个思政目标和对课程思政的总体评价。各条

目程度从“效果非常不明显”到“效果非常明显”赋分

0~10分,得分在6分及以上为效果明显,得分在
 

6
 

分

以下为效果不明显。
1.3.3 对本课程授课模式及提高综合素质的满意度

 课程结束后采用自设问卷分别调查两组学生对授

课模式和综合素质提高情况的满意度。综合素质包

括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人际沟通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共6项。采用

Likert
 

5级计分法进行评定(1分非常不满意;2分不

满意;3分一般;4分满意;5分非常满意),并在问卷末

尾设开放性问题(你对教学模式是否赞同以及相关建

议),学生自由作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计量资料采

用(x±s)形式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考核成绩比较 试验组理论成绩

(83.83±5.84)分,对照组(80.94±5.56)分,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392,P=0.007)。
2.2 两组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明显的人数比较 
见表4。

表4 两组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明显的人数比较 人

组别 人数
坚定理

想信念

提升职

业素养

培育科

学精神

激发家

国情怀

增强法

治意识

总体

评价

对照组 80 64 66 60 64 62 65
试验组 80 76 78 72 79 78 76
χ2 6.914 8.403 6.234 12.900 12.857 5.972
P 0.007 0.003 0.013 <0.001 <0.001 0.013

2.3 两组对授课模式及综合素质提高的满意度评分

比较 见表5。

表5 两组对授课模式及综合素质提高的满意度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授课模式 学习兴趣 自主学习能力 评判性思维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对照组 80 3.91±0.62 3.97±0.59 3.76±0.65 3.52±0.64 3.60±0.64 3.70±0.63
试验组 80 4.30±0.64 4.36±0.66 4.08±0.78 3.85±0.80 4.12±0.86 4.30±0.82

t 4.100 4.143 2.962 3.072 4.552 5.574
P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3 讨论
3.1 体验式教学法的效果分析

3.1.1 符合情感发展变化规律,增强思政教学实效

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课程思政5项指

标及总体思政效果的提升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均
P<0.05)。传统讲授法具有集中高效的特点[9],能
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理论知识,但其形式单一枯燥,
不利于对学生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等思政目标的塑

造和培养。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入体验和

感悟,才能将蕴涵于知识中的情感和精神真正内化,
形成价值认同。体验式教学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引入

或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吻合的场景或氛围,以个体自

我体验为基础,引导学生反复感受、领悟和反思,促
使学生在体验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完善,进而在潜移

默化中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和升华情感[10]。如教学

单元1中,首先在“感知”环节的线上学习和课堂讲

授过程中,使学生初步了解护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南

丁格尔的生平事迹等相关知识。然后在“体验”环节

播放影片《南丁格尔》,使学生了解南丁格尔所处的

历史背景,体会她的人物性格和内心情感,理解其投

身护理事业的决心与毅力,身临其境地感受克里米

亚战争中的护理实践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影响。通过

切身体验塑造学生的感性认知,使抽象的思政观念

得以具体化,真正被学生所感受。在“分享交流、整
合”环节设计蕴含思政色彩的探究性问题并引导学

生参与讨论,将思政元素纳入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
实现态度、思想的转变和重组。如“如果你遇到南丁

格尔初到克里米亚战场遇到的重重困难,你能想到

哪些解决办法?”“你选择护理专业的初衷?”以启发

学生对自身进行审视,加深其对南丁格尔精神的理

解,坚定从事护理事业的信念。最后通过“应用”环
节的线上作业和教师点评,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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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和反思,完成对思政情感的内化和应用。
3.1.2 “压力+动力”的双重组合,促进理论知识掌

握 本研究中,试验组学生线下学时中课堂讲授仅为

9个学时,其余为体验学时。课程结束后两组理论考

核结果显示,虽然试验组教师讲授时间缩短,但该组

理论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近年来,
我国护理事业发展迅速,护理专业招生人数逐年增

加,但相对于其他临床医学专业,护理专业学生调剂

录取的比例较高,即使首选护理专业的学生,也多出

于对就业等因素的考虑,而非真正热爱护理专业。同

时由于学生多数具有理科背景,更加重视自然学科,
存在“重专业、轻人文”的心理。护理学导论作为典型

的人文类专业课程,经常被学生潜意识地边缘化。因

此在传统讲授式授课形式下,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动

力严重不足。体验式教学中学生要想顺利完成体验

项目,必须提前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并高度概括理论

内容,让知识概念化、系统化、综合化,给学生造成一

定程度的“压力”,不仅改变了“线上刷课”“考前突击”
的无效学习现状,而且使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

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延长学生的实际学习时间并提高

了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在设计和参与体验项目时,学
生要发挥创新精神,通过分析推理进行恰当的选择判

断,表达自身观点与情感,并和其他同学进行分享交

流,这些过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形成学

习动力。在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使教学以“教”
为中心变为以“学”为中心,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师发

挥积极引导、适时点拨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理念,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显
著提高教学效果。
3.1.3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促进综合素质提升

 本研究结果显示,线上线下体验式教学法受到学生

的一致好评,试验组学生对此授课模式满意度明显优

于对照组;同时试验组学生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评判

性思维、人际沟通、团队协作5个方面的能力提升显

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本研究在线上线下体

验式教学过程中,针对课程内容特点,灵活融入了多

种教学方式。将体验式教学的可操作行为与体验意

义转化的内隐因素有机结合,使学生在开发自身潜能

的同时,将其迁延外化为适应复杂现实的各种能力,
促进了学生的个人发展与自我完善。调查中绝大多

数学生表示,形式多样的体验项目能增加学习兴趣;
参与体验项目要提前学习相关内容,为课堂体验做准

备工作,课后需查阅文献完成作业,提升了自主学习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临床案例分析和课堂辩论的

过程中,需要运用已有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对问题进

行分析推理和判断,锻炼了评判性思维能力,为今后

的临床护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体验项目过程

中均需要同学之间互相交流、通力合作,故对人际沟

通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提高也有所帮助。
3.2 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本教学设计更适用

于小规模授课,授课人数过多则不利于课堂组织,影
响课堂体验效果;且人员较多时用时较长,可能无法

按时完成教学进度。其次,由于学生知识、性格及能

力等存在个体差异性,每名学生的体验与感受并非完

全相同,导致学习效果存在一定差异。第三,本教学

方法虽然讲授学时缩短,但是体验式教学过程需要教

师提前准备、精心设计,体验过程中把控全局、适时引

导,课后批改作业、针对性反馈,不仅对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能力以及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实际

增加了教学工作量。

4 结论
线上线下体验式教学法以学生的自我体验为主

要学习方式,使学生在亲历亲为过程中不断体验、反
思、整合、内化,在合作与互助中寻找答案,在争论与

冲突中明辨是非,在分享与交流中创新思维。这种

教学方式更加契合护理学导论这类人文课程的教学

内容及教学特点,更有利于对学生精神层面的教育,
能明显提高课程思政的效果。但本次研究仅进行了

学生调研,且对课程思政效果的评价形式过于单一,
未来应注意加强评价主体、评价形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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