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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马孟伟1,王茜1,金莉2,张翮3

摘要:目的
 

构建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为客观评价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质量、指导课程思政教学

开展提供参考。方法
 

设计指标体系初稿,运用德尔菲法对20名专家进行2轮函询,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果
 

2轮函

询专家积极系数均为100%;专家权威系数为0.858;2轮函询后一、二、三级指标专家意见协调系数分别为0.327、0.304、0.311。
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目标定位、师资队伍、课程资源、教学实施、教学效果)、12个二级

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结论
 

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可作为客观评价课程思

政教学质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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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指出,高校要结合各个专业学科特点分类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建设全过

程[1]。护理本科教育承担着为祖国未来医疗事业培

养合格护理人才的重任,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教育,
实现高素质护理人才培养已成为时代要求[2]。由于

目前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还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可靠的评价标准,对专

业课课程思政的开展、实施效果等无法进行及时、有
效的指导和评价。研究显示,评价体系是人才培养质

量的基本保障,具有指导、激励等作用,对推进教育改

革和提升教学效果有重要意义[3-4]。因此,本研究采

用文献分析法、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构建护理本

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客观评

价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质量提供工具。
1 资料与方法

1.1 函询专家 2021年4~7月选取20名专家进行

2轮函询。专家纳入标准:①从事护理专业教学、护
理教学管理、临床护理(三级甲等医院)15年及以上

或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0年及以上;②本科及以

上学历;③中级及以上职称;④知情同意,熟悉本研

究,能够全程配合咨询。20名专家分别来自北京、山
东、安徽、江苏、河南、辽宁、重庆、天津8省市17所高

校和3所三级甲等医院。男5名,女15名;年龄37~
66(47.50±6.60)岁。学历:本科2名,硕士5名,博
士13名。职称:高级5名,副高级10名,中级5名。
工作年限11~35(21.75±6.48)年。专业领域:护理

教育8名,护理教学管理3名,临床护理3名,思政教

育6名。
1.2 方法

1.2.1 拟订评价指标体系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对与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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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探索文献进行分析,梳理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

的核心特征,参考本科护理学专业教育标准[5]及《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整理、归纳形成评

价指标条目池;以教育生态学理论[6]从整体共生、客
观平衡与复杂多样的视角观察和把握教学活动的思

想为依据形成一级指标;二、三级指标的建立以“教导

行为-学习行为-学习与发展的效果”[7]教学评价理

念为指导。初步拟订包括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

指标和44个三级指标的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

学评价指标体系。
1.2.2 专家函询 采用德尔菲专家函询法,对初步

拟订的评价指标体系条目设置是否合理、语言表述是

否清晰准确和各级指标的重要程度等征询专家意见。
正式函询前,选择3名专家进行预函询,根据专家的

反馈意见和建议,设计形成第1轮专家函询问卷。包

括三部分内容:①致专家信。简要介绍研究目的、函
询的主要内容及填写要求等。②问卷正文。征询指

标条目的重要程度和专家的意见、建议,指标的重要

程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判断,从“很不重要”至
“很重要”依次赋1~5分,并设有“修改意见”“需增加

的指标”和“其他建议”栏。③专家基本情况。包括专

家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职称、学历、年龄等一般资料;
对函询内容的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本研究采用微

信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放函询问卷,每轮专家

函询均限定在10
 

d内完成。第1轮专家函询结束

后,根据专家对指标的重要程度评分和修改意见对指

标进行修改、完善,编制形成第2轮专家函询问卷,再
次请专家对指标内容给出意见和评分。指标删除标

准:指标条目重要性赋值均数<4、变异系数>0.25。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2019和SPSS25.0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计算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系

数和协调系数以及指标的重要性均值、变异系数。应

用Yaahp10.3软件完成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8]确定指标权重。
2 结果

2.1 专家积极系数 专家积极系数用问卷回收率表

示,大于70%表示积极性高[9]。本研究2轮专家函

询,有效回收率均为100%;第1轮有11名(55.0%)
专家提出修改意见,第2轮有3名(15.0%)专家提出

修改意见。
2.2 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权威系数(Cr)由专家判断

依据(Ca)和熟悉程度(Cs)2个因素决定,以Cr≥0.7
为可 接 受 范 围[10]。专 家 Ca、Cs 分 别 为 0.900、
0.815,得出Cr为0.858。
2.3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

Kendall's
 

W 表示。W 取值范围0~1,值越大,说明

专家一致性越高[10-11]。2轮函询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见表1。
2.4 2轮专家函询指标筛选结果 第1轮专家函询

修改3个二级指标:将“课程设计理念”修改为“课程

建设理念”;5名专家认为教学效果应以学生为中心

进行评价,建议将“教学效果”下的二级指标更改为

“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删除2个二级指标:“实践

教学资源”和“课程负责人”。同时增加6个三级指

标、删除1个、修改4个。第2轮专家函询,专家仅对

6个指标的表述进行了修改,意见趋于一致。经过2
轮专家函询,最终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12个

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见表2。
表1 2轮函询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轮次 指标 W χ2 P

第1轮 一级指标 0.280 22.424 <0.01
二级指标 0.271 75.869 <0.01
三级指标 0.226 189.529 <0.01
总体 0.265 328.353 <0.01

第2轮 一级指标 0.327 26.143 <0.01
二级指标 0.304 72.884 <0.01
三级指标 0.311 291.966 <0.01
总体 0.309 401.919 <0.01

3 讨论

3.1 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具

有较好的可靠性 本研究以教育生态学理论为基础,
在参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及大量相

关文献的基础上形成指标体系;严格遵循德尔菲法的

标准进行专家函询。纳入的20名专家,90%具有硕、
博士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者达75%,均有10年以

上的工作经验。年龄37~66岁,既有经验丰富的老

专家,又有思维活跃的中青年专家,能从不同角度为

本课题提出较为全面的意见和建议。由以上情况可

见函询专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为指标体系构建的可

靠性 提 供 了 保 证。2 轮 函 询 问 卷 的 回 收 率 均 为

100%,权威系数为0.858,2轮函询分别有11名和3
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说明专家积极性及权威性较

高。经过2轮函询后,Kendall's
 

W 为0.304~0.327
(均P<0.01),各级指标的变异系数均<0.25,说明

专家意见趋于一致。
3.2 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具

有较好的实用性

专业课课程思政是课程思政这一系统工程中最

为关键和最难解决的部分,而教学效果评价又是其中

的核心问题之一[12]。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包

含目标理念、师资队伍、课程资源、教学实施、教学效

果5个一级指标,从多个角度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评

价。
3.2.1 目标理念 目标理念是权重最高的一级指

标,为0.306,说明专家对此评价关注度较高。科学

合理的教学目标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评价的

导向,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至关重要[13]。该指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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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函询结果

指
 

标 重要性(分,x±s) 变异系数 权重

1目标理念 5.00±0.00 0.00 0.306
 1.1课程目标定位 5.00±0.00 0.00 0.153
  1.1.1与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相一致 5.00±0.00 0.00 0.057
  1.1.2体现护理职业道德要求 4.85±0.37 0.08 0.016
  1.1.3实现护理专业课程思政育人功能 4.90±0.31 0.06 0.022
  1.1.4契合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关要求 4.90±0.31 0.06 0.022
  1.1.5目标多元:思政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职业素养目标、情感目标等 4.95±0.22 0.05 0.036
 1.2课程建设理念 5.00±0.00 0.00 0.153
  1.2.1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课程教学各个环节 4.95±0.22 0.05 0.061
  1.2.2注重育人和育才的协调统一 4.85±0.37 0.08 0.031
  1.2.3营造良好氛围,健全课程思政改革工作长效机制 4.95±0.22 0.05 0.061
2.师资队伍 4.55±0.51 0.11 0.078
 2.1师资队伍构成 4.55±0.51 0.11 0.020
  2.1.1课程负责人课程思政意识强烈、理念先进 5.00±0.00 0.00 0.011
  2.1.2师资数量满足教学需求,人员稳定 4.40±0.50 0.11 0.004
  2.1.3师资队伍年龄、职称、学历等结构合理 4.30±0.57 0.13 0.003
  2.1.4有思政课老师或辅导员参与 4.05±0.60 0.15 0.002
 2.2教师思政素养 4.95±0.22 0.05 0.059
  2.2.1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有坚定的政治信仰 5.00±0.00 0.00 0.029
  2.2.2对党的新思想、新理念及时关注与学习 4.95±0.22 0.05 0.018
  2.2.3善于挖掘、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4.80±0.41 0.09 0.012
3.课程资源 4.65±0.49 0.11 0.104
 3.1课程教材 4.35±0.49 0.11 0.026
  3.1.1选用新版国家规划教材 4.20±0.52 0.12 0.005
  3.1.2教材内容、主要观点符合意识形态相关要求 4.90±0.31 0.06 0.018
  3.1.3以教学实践为基础自编符合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 4.00±0.65 0.16 0.003
 3.2思政素材资源库 4.85±0.37 0.08 0.078
  3.2.1思政素材资源库内容系统、丰富 4.75±0.55 0.12 0.039
  3.2.2思政素材资源库更新及时、使用便捷 4.75±0.44 0.09 0.039
4.教学实施 5.00±0.00 0.00 0.306
 4.1教学安排 4.70±0.47 0.10 0.057
  4.1.1课程理论与实践学时分配合理 4.55±0.60 0.13 0.018
  4.1.2教学进度科学合理、严谨有序 4.65±0.49 0.11 0.032
  4.1.3课上、课下有教师辅导答疑 4.10±0.64 0.16 0.007
 4.2教学内容 4.90±0.45 0.09 0.086
  4.2.1围绕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品德修养和人格养成、科学精神和专业伦理等重点优 4.90±0.31 0.06 0.035
    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4.2.2思政素材比重设置科学合理 4.70±0.66 0.14 0.017
  4.2.3思政素材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 4.85±0.49 0.10 0.017
  4.2.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反映时代思政主题 4.80±0.52 0.11 0.017
 4.3教学方法 4.90±0.31 0.06 0.105
  4.3.1教学方法灵活、恰当,突出学生主体,符合教学内容和学生认知特点 4.95±0.22 0.05 0.055
  4.3.2注重启发学生思维,促进师生、学生间交流互动 4.75±0.44 0.09 0.014
  4.3.3适时、适度运用教具和现代化技术手段,促进理论知识与育人实践紧密结合 4.80±0.41 0.09 0.027
  4.3.4丰富思政内容呈现形式,强化学生体验和感受 4.40±0.41 0.15 0.009
 4.4教学考核 4.85±0.37 0.08 0.058
  4.4.1专业考核和思政素质考核有效结合 4.50±0.69 0.15 0.010
  4.4.2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 4.80±0.41 0.09 0.024
  4.4.3考核主体多元化(教师评价,同伴互评,学生自评等) 4.60±0.50 0.11 0.012
  4.4.4考核形式多样化,切实提升考核信度和效度 4.65±0.49 0.11 0.012
5.教学效果 4.95±0.22 0.05 0.206
 5.1学习行为 4.85±0.37 0.08 0.069
  5.1.1课堂出勤率高 4.60±0.50 0.11 0.015
  5.1.2课上精神面貌或状态良好 4.40±0.60 0.14 0.008
  5.1.3课堂积极参与讨论、踊跃回答问题 4.70±0.47 0.10 0.031
  5.1.4作业按时完成率高 4.60±0.50 0.11 0.015
 5.2学习成果 5.00±0.00 0.00 0.137
  5.2.1熟练掌握和运用所学课程理论知识 4.75±0.44 0.09 0.013
  5.2.2熟练掌握各项护理操作技能 4.80±0.41 0.09 0.020
  5.2.3综合能力得到锻炼和加强,如沟通能力、团结协作能力 4.80±0.41 0.09 0.021
  5.2.4职业素养得到培养和提升,如职业信念、职业认同感 4.90±0.31 0.06 0.033
  5.2.5学习兴趣更加浓厚,学习态度更加积极 4.85±0.37 0.08 0.040
  5.2.6对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较高的认识 4.75±0.55 0.12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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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课程目标定位”和“课程建设理念”2个二级指

标和8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权重相同(0.153)。三

级指标“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课程教学各个环

节”和“营造良好氛围,健全课程思政改革工作长效机

制”,权重最高(0.061)。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

树人,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融入思政内容,促使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是课程

思政的首要目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工

程,只有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下,才能够保证专业课课

程思政的长远、深入发展。“与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相一致”权重较高(0.057),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作为具有一定权

威性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指出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取

向,课程目标定位应与其要求保持一致,才能有效保

证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3.2.2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权重为0.078,该指

标下包括2个二级指标和7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

“教师思政素养”权重最高(0.059),其三级指标“坚持

正确 的 政 治 立 场,有 坚 定 的 政 治 信 仰”权 重 最 高

(0.029),其次是“对党的新思想、新理念及时关注与

学习”(0.018)。说明专家一致认为教师的思政素养

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护理

教育者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文化素养、强化育人

意识、把握护理职业教育规律,才能更好地承担为祖

国医疗事业培养人才的重任。相关研究指出,开展课

程思政的教师应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正确的政治

立场、高尚的道德素质和较高的责任意识等[14-15]。因

此,师资队伍的思政素养列入重要考察维度。
3.2.3 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权重为0.104,该指

标下包括2个二级指标和5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

“思政素材资源库”权重最高(0.078),其三级指标“思
政素材资源库内容系统、丰富”和“思政素材资源库更

新及时、使用便捷”权重相同(0.039)。专家对这一指

标的关注度充分说明建立完善的思政素材资源库对

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性。有研

究表明,建立内容充实、使用便捷的思政素材资源,不
仅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对 开 展 专 业 课 课 程 思 政 教 学 具 有 促 进 作

用[16-17]。
3.2.4 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与“目标理念”权重相

同(0.306),说明“教学实施”也是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该指标下包括4个二级指标

和15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教学方法”权重最高

(0.105),其三级指标“教学方法灵活、恰当,突出学生

主体,符 合 教 学 内 容 和 学 生 认 知 特 点”权 重 最 高

(0.055),充分体现了教师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活动的

组织者和主持者,其教学方法的运用对课程思政的教

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与姜安丽[18]提出应积极

开展以提高学生主体性和核心能力的教学方法改革

理念相一致。因此,对教师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

考察和监督,是评价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重要

环节。
3.2.5 教学效果 课堂教学效果是教学有效运行的

重要表现,也是评估教学质量的根本标准[19]。该一

级指标权重为0.206,指标下包括2个二级指标和10
个三 级 指 标,二 级 指 标 中“学 习 成 果”权 重 最 高

(0.137),说明专家认为学生的学习成果是有效评价

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王岳喜[20]提出,对学生层面

课程思政的评价应重点考虑课程思政实施前后学生

的变化和成长,这与美国高校通识教育课程质量评估

非常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的评价理念相同。其三级

指标“学习兴趣更加浓厚,学习态度更加积极”权重最

高(0.040),学生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取得怎样的学习

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兴趣的激发、态度的转变

和能力的提升等方面[3]。其次“职业素养得到培养和

提升”权重也较高(0.033),说明专家对课程思政在职

业素养提升方面的评价较为关注,护理本科生在临床

工作中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受其道德的指导和规范。
因此,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有利于护生在今后的临床

工作中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实现自身价值[21]。
4 小结

本研究以教育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采用德尔菲专

家函询法,最终构建涵盖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

标、45个三级指标的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

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各级指标权重。下一步拟将指

标体系应用于教学实践,进一步验证各指标的实用性

及可操作性,不断完善该指标体系,从而为评价课程

思政教学质量提供可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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