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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课程思政在内科护理学情景模拟实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317名护理本科生按照班级随机分为实验组

180人,对照组137人。对照组按照传统案例情景模拟教学;实验组在情景模拟教学中引入思政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6
次课后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实验组对思政教学效果、案例编制效果、总体认同3个维度的评价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
0.01)。结论

 

课程思政应用于内科护理学情景模拟教学,有利于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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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和思政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为护理课程中融入思

政教育带来新的启示。护理课程思政,是以专业课为

载体,以思政为主概念,在护理课程中实现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的统一[2],将爱国主义教育、职业教育等

有机结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价值引领,最终实

现课堂育人,立德树人。情景模拟教学是以教学目标

和课程内容为导向,由学生参与模拟临床案例中各个

角色,使其身临其境,提高学生护理综合素质的一种

教学方法[3]。内科护理学实训课是教学中的重点环

节,是学生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桥梁。研究表明,
护理实习生职业认同感偏低,可能会导致学生中途退

出护理专业、毕业后改行或消极应对,进入临床后矛

盾会更突出[4]。学生在校期间建立正确的核心价值

观、护理职业价值观,需要思政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同

向同行。如何充分挖掘护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

护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有机结合亟待解决。我们

建立了内科护理学情景模拟思政案例库,并将其应用

于教学中,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9~12月以我校2017级护理本

科生7个班级317人为教学对象。应用抽签法,将7
个班级随机分为实验组4个班,对照组3个班。实验

组180人,男38人,女142人;年龄20~23(21.31±
0.69)岁。对照组137人,男25人,女112人;年龄

20~23(21.29±0.65)岁。学生上课前均已完成生理

学、病理学、护理学导论、基础护理学等相关课程的学

习。两组性别、年龄及前期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思政案例库建设的成员组成 情景模拟思

政案例库建设成员主要由内科护理学专职教师2名、
临床教师2名及护理研究生1名共5人组成。由研

究生和临床教师负责案例收集,专职教师负责案例编

写,研究生负责资料收集整理。2名专职教师均具有

硕士以上学历,职称分别为教授和副教授,且为硕士

生导师,主要承担内科护理学教学工作;临床教师为

副主任护师。
1.2.1.2 制定案例编写要求 充分研读内科护理学

教材,参照教学大纲,要求编制的每个案例均包括课

程重点知识和技能,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使
案例知识与职业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信仰价值

等思政元素相融合,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

育,致力于提高理论知识、临床技能、思想水平、职业

道德等。案例内容包括呼吸、循环、消化、泌尿、内分

泌疾病与神经系统疾病6个系统的疾病。案例结构

包括案例背景、摘要、问题情景、插入真实案例、案例

解读、相关知识6部分。
1.2.1.3 案例的搜集 案例来源于临床实际,在参

考文献研究和护理案例教材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完善。
选择的案例要求具有代表性。制定案例入选规定,规
定案例需体现内科护理学重点知识和实践技能,具有

思政切入点等,使其能最大限度地达到课程设置要

求。
1.2.1.4 案例的编制 内科护理专职教师选择临床

典型内科案例组织编写,对每个案例的思政融入点进

行讨论,对思政融合点是否得当、侧重点是否突出、是
否切合情景模拟实验等方面进行修改,经过不断完

善,完成10个案例的编写,形成内科护理学情景模拟

思政案例库。以呼吸系统中常见多发病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COPD)为例,编制思政案例:王某,女,61岁,
退休教师。患者13年前曾因劳累或受凉后出现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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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咳痰,为白色黏痰,无痰中带血症状,后每年均

持续3~4个月,持续4年。9年前,患者进行性呼吸

困难,前往医院就诊,被诊断为“COPD”,予抗感染、
化痰、吸氧等对症治疗后好转。1

 

h前因病情加重伴

畏寒、发热入院治疗。情景1:王某由门诊诊疗后,前
往呼吸科住院治疗,作为该患者的责任护士,请接诊

患者、进行入院宣教和入院评估。情景2:入院后,患
者的咳嗽、咳痰较前明显加重,痰多、痰液黏稠不易咳

出,呼吸困难明显,夜间咳嗽影响睡眠,患者情绪易

怒、焦虑,不配合。针对患者目前状况,应如何对患者

进行护理? 情景3:经上述处理后,患者病情减轻。
第10天晚上,患者在一次剧烈咳嗽后,突然咯血,大
约400

 

mL。患者口唇、颜面青紫,呼吸困难,两手乱

抓。护士紧急清理呼吸道,抢救患者。另1名深夜下

班准备回家的护士来不及换上工作服,不顾患者的分

泌物,合力抢救患者。请展示操作过程。情景4:经
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住院第16天,患者病情好

转,准备出院。患者家属由于上次对患者窒息抢救及

时,由衷感谢,准备了红包送给护士。对于家属送红

包的行为,你应该如何应对? 如何对患者进行出院指

导和送患者出院? 情景插入:在飞机上肖占祥医生和

张红医生对急性尿潴留患者自制吸尿装置,用嘴吸尿

救治老人,使患者转危为安。其中下班护士参与抢

救、患者送红包及情景插入为思政融入点。讨论内

容:通过上述情景模拟和此案例的插入,你是如何看

待医德、奉献精神和爱伤观念的? 如果你遇到以上情

况会如何应对?
1.2.1.5 教学实施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

安排,从编制好的案例库中选择合适的案例,提前2
周将案例分发给学生,对照组案例中不包括思政融入

点,实验组中包括思政融入点。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分

析,编写情景模拟脚本,开展课前模拟练习。对照组

采用传统情景模拟案例,未涉及引导学生思政教育和

价值观的形成。实验组采用课程思政情景模拟案例,
在实训课上进行各情景的模拟,每个情景结束后,教
师根据案例思政素材引导学生思考,学生发表观点,
进行深入讨论,再由教师进行指导总结,在此教学模

式下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政教育和护理职

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课后小组

完善脚本,录制视频思政案例库。
1.2.2 评价方法 采用由专职教师编制的问卷对教

学效果进行评价。共25个条目,分为案例库思政教

学效果(6个条目)、编制效果(6个条目)、情景模拟教

学效果(12个条目)、总体认同(1个条目)4个维度。
每个条目Likert

 

5级评分法,设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个选项,分别计1~5分,总分

25~125分。得分越高,表明学生认同度越高。问卷

编制完成后,由5名专家进行修订,问卷Cronbach's
 

α值为0.94。课程教学实施4个月,两组各参与6个

情景模拟案例后,按照学生学号进行编号,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抽取实验组100人、对照组75人进行调查,
问卷回收率10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t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思政教学效果 案例编制效果 情景模拟教学效果 总体认同 总分

对照组 75 24.72±2.95 25.29±2.96 51.36±5.82 4.28±0.65 105.65±11.07
实验组 100 26.62±2.92 26.84±2.64 52.64±4.90 4.51±0.56 110.61±9.89

t 4.237 3.640 1.576 2.513 3.117
P 0.000 0.000 0.117 0.013 0.002

3 讨论

3.1 课程思政应用于内科护理学情景模拟教学中有

利于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实施情景模拟教

学法可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知识运用、临床应对能

力、沟通能力[5]。实验组在情景模拟案例内容中渗透

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元素,融合了思政教育、护理职业

道德教育等精神。充分挖掘了内科护理学课程的思

政元素,以德育人,在情景模拟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

进行了思政教育、护理职业道德教育等,有利于学生

思政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促进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与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教育有

机结合[6]。例如在COPD患者护理中,护士不畏职业

损伤危险,下班期间仍全力参与抢救患者;家属为表

感激之情,给护士送红包,护士委婉拒绝红包;插入肖

占祥医生和张红医生在飞机上利用自制吸尿装置为

患者吸尿等真实案例,使角色更鲜活生动,紧贴临床。
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职业道德观。实施护理

课程思政,发掘护理课程思政教育资源,可使思政课

程教育与护理专业教育变得协调同步、相得益彰[7]。
3.2 内科护理学课程思政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在学生参与情景模拟教学下,教师不仅

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教学经验和专业技能,还要紧

跟临床的发展,将临床信息融入教学中,要求教师及

时更新临床知识,提高自身素质[8-9]。护理课程思政

的开展,对教师的人文素质提出了挑战,编制优秀案

例要求教师提升人文素养,增强开展护理课程思政的

意识和能力。对于教师来说,意味着要更新教学理念

和角色,从“专业课程的承担者”到“课程育人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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