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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EVENT教学模式下融入思政元素的精神科护理教学应用效果。方法
 

将197名2018级本科护生分为思政组(97
人)与对照组(100人)。对照组采用常规EVENT教学方法进行精神科护理课程教学,即通过举例(E)、观看视频(V)、幻听仿真

体验(E)、见习(N)、小组讨论(T)的模式进行教学。思政组在EVENT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内容。结果
 

思政组精神科护理学考

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88.66%护生对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课表示认可。结论
 

课程思政理念用于EVENT模式下

的精神科护理教学,有助于提升护生的学习效果,护生对对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方式认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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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了思政教学的重要性,全国各高校都认识到

各类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导。只有紧密联系时政,践行思政教育理念,才能更

好地推动各类学科的发展。通过联合思政教学,可
充分发挥其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的导向作用,护理

课程亦是如此。通过专业课的讲授及思政教育的贯

穿融合,使得护理教育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这一理

念,并在思政概念的引导下,实现爱国教育及职业教

育、文 化 价 值 观 的 有 机 统 一。目 前,已 有 不 少 研

究[1-4]对于融合课程思政理念在护理教学中的实践

应用进行了探索,但对精神科护理思政教学实践模

式探索尚未报道。对此,本研究基于自行设计的E-
VENT教学模式,即通过举例(Example)、观看视频

(Video)、幻 听 仿 真 体 验(Experience)、见 习(Novi-
ciate)、小组讨论(Team

 

discussion)的模式学习本门

课程来加强护生对精神科护理学知识的体验和理

解,在激发学习能动性的基础上培养实践与知识双

向联动的能力,同时将精神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社会

热点、人文关怀、个人成长融进教学,充分发挥课程

思政在精神科护理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我校2018级197名护理本科生为对

象,均为普通高考入学。由于我校为两班组合制教

学,故随机抽签选取一组为思政组(2个班共计97
人),一组为对照组(2个班共计100人)。思政组男

15名,女82名;年龄19~22(20.45±1.51)岁。对照

组男18名,女82名;年龄19~22(20.41±1.49)岁。

两组护生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227、t=0.187,均P>0.05)。精神科护理学为本

校护理本科生大三上学期的必修专业课。开设此课

程前,本科护生已完成人体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

学、护理学导论、护理学基础等相关课程的学习。
1.2 教学方法

两组均采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

五”规划教材《精神科护理学》[5]作为主要课程内容。
1.2.1 思政组

开展EVENT教学模式下的精神科护理课程思

政教学,具体如下。
1.2.1.1 制定思政教学大纲 精神科护理学的思政

建设教学队伍主要由2名精神科护理学专职教师,2
名临床教师及1名护理研究生组成。专职教师主要

负责课程内容修订,并收集课程案例素材及视频,即
将专业理论知识同思政教育知识有机融合。临床教

师主要负责临床见习带教,帮助护生感受精神科护理

的情景氛围,协同思政元素的专业知识探讨。护理研

究生主要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及论文的撰写。理论课

教学大纲见表1。
1.2.1.2 EVENT教学模式实施方法 ①E(举例)。
借助经典的案例增强护生在巩固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的转化思考能力。例如,通过列举我国政府为收治的

流浪精神病患者免费医疗的事例,使护生感受到我国

经济实力的跃升,社会的和谐,人道主义对待流浪精

神病患者,激发护生的爱国情怀。②V(观看视频)。
课前专职教师剪辑备好时长约为10

 

min的视频片

段,在组织护生观看过后,对于电影情节进行讨论反

馈,以引发护生深思与共鸣,在此基础上,引入本章学

习内容,激发护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如在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护理章节学习中,通过赏析《美丽心灵》的电影

片段,帮助护生走近以主人公纳什为代表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内心世界,从而加深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认识,引发护生的情感共鸣,激发其对专业知识的学

习热忱。同时,也让护生认识到精神病患者的社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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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也非常重要,纳什正是在妻子的理解支持下,带着

症状进行工作、研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③E(幻
听仿真体验)。由专职教师在线搜集制作幻听音频,
时长约8

 

min,主要模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世界。
课中教师组织护生听幻听音频,使护生体验精神病患

者的精神症状,激发护生的同理心。在结束幻听仿真

体验后,询问护生的内心感受,并呼吁护生关爱精神

病患者,培养职业认同感与责任感。④N(见习)。每

学期课中组织1次本地精神病医院见习,每次见习8
学时。见习过程中,带教老师强调人文关怀的重要

性,鼓励护生关爱精神病患者。见习结束后,组织护

生书写见习日记,并对见习内容进行总结回顾,鼓励

护生基于精神病患者的护理发表见解感悟。⑤T(小
组讨论)。在精神科护理技能章节学习期间,课前组

织护生观看《飞跃疯人院》电影,课中以小组形式进行

电影中护理活动以及护患关系的细节讨论。通过回

顾讨论电影中精神病院的非人道治疗及不平等的护

患关系,引导护生尊重关爱精神病患者,以此建立平

等和谐的护患关系,与此同时,通过剖析影中护士长

这一反面人物,对其控制患者、漠视患者的行为进行

批评指责,进而鼓励护生以不歧视的态度关注精神病

患者的内心世界,肯定精神病患者的人生价值及个人

权利,从而成为恪守伦理道德、贯彻人文关怀、践行人

道主义的护理工作者。
表1 精神病护理思政教学大纲

时间 授课内容 教学活动 融入点与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教学时长

第1周 绪论、精神科护理相关的 E+T 结合新冠疫情,设计疫情与应激内容 致敬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逆行者们,培育并践 2
伦理及法律 行扎实工作,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第2周 精神疾病的基本知识 E+V+E* 交流幻听仿真体验感受,培育关爱品质 通过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培养护生关爱精神病 2
患者的职业品德

第3周 精神疾病的基本知识 E+V 举例收治流浪精神病患者,展示我国收治管理流 引导护生关爱流浪患者,乐于奉献的人生价值观 2
浪精神病患者的有序性

第4周 精神科护理技能 V+T 讨论《飞跃疯人院》中护患关系,培养关爱品质 培养护生不歧视精神病患者,对待患者一视同仁 2
的道德品质

第5周 精神科护理技能 E+V 自杀预防中举例霍金珍爱生命 引导护生关爱生命,尊重生命,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2
第6周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 E 图片和视频展示毒品的危害 通过宣传毒品的危害,培养护生审慎,学会拒绝 2

障碍患者的护理 不良诱惑的能力

第7周 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的 E+T+N 观看痴呆视频,关爱老年人,特别是痴呆患者。 利用学科知识,指导护生做相关课题,培养护生 2
护理 展示护生的发明专利(痴呆老人防丢失手表) 创新能力、科研能力

第8周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 V+T+N 讨论《美丽心灵》中纳什通过意志战胜幻觉 引导护生理解尊重患者,以及理解社会支持对患 2
者的重要性

第9周 心境障碍患者的护理 E 心境障碍患者暴力事件视频,讨论精神法立法意 引导护生尊重法律,敬畏法律,懂得用法律保护 2
义 自身安全

第10周 神经症及应激相关障碍 E 展示驰援武汉校友风采和在精神病医院实习同 展示我国疫情期间的医院管理风采,鼓励护生爱 2
患者的护理 学为患者护理的照片 岗敬业,服务人民的高尚品德

第11周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障碍 E+T+N 讨论唐氏筛查的意义,关爱儿童 培养护生关爱儿童,耐心呵护患儿的品质 2
患者的护理

第12周 精神科治疗的观察与护理 E+T 讨论现实生活中症状不明显且正常工作的精神 引导护生关注精神病患者的社区管理,鼓励护生 2
及社区康复及家庭护理 分裂症患者,突出社区防控的重要性 拓宽工作领域,关注家庭及社区的精神病患者

  注:E为举例,E*为幻听仿真体验。

1.2.2 对照组 采用常规EVENT教学模式。E
(举例):如举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命令性幻听支配下

砍伤自己。V(观看视频):观看卫生部视听教材,以
了解常见精神障碍症状。E(幻听仿真体验):同思政

组。N(见习):常规精神病医院见习教学。T(小组讨

论):小组讨论教师提供的具体精神疾病案例,依照护

理程序的方法提供护理。
1.3 评价方法 ①学习成绩。比较两组精神科护理

课程的学习成绩。包括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及期末成

绩,3项满分均为100分,其中,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

的40%,期中及期末考试成绩占60%。平时成绩包

括平时考勤、课堂参与度、课后作业完成情况及医院

见习报告完成情况;期中及期末考试试题由精神病护

理学教研室统一编制,学校统一组织考核,成绩可从

教务系统录入及导出。②护生评价。调查思政组护

生对于思政教学的满意度。评价问卷由专职教师统

一编制,共计11个条目,分为“不认可”“一般认可”

“认可”3个选项。于课程结束后对护生进行调查。
统一指导语,由护生独立填写后提交,共发放97份,
全部有效收回。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行描述性统计分析、χ2 检验及t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精神科护理学学习成绩比较 见表

2。
表2 两组护生精神科护理学学习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平时成绩 期中成绩 期末成绩 总评成绩

对照组 100 95.95±0.77 91.4±10.98 66.10±10.19 77.13±6.59
思政组 97 96.40±1.16 94.41±9.27 68.40±8.61 79.20±5.93

t -3.230 -2.074 -1.706 -2.315
P 0.001 0.039 0.090 0.022

2.2 思政组护生对精神科护理学课程的评价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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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3 思政组护生对精神科护理学课程的评价(n=97)

人(%)

项
 

目 认可 一般认可 不认可

对在专业课程中加入思政内容的 86(88.66) 11(11.34) 0(0)  
授课方式是否认可

思政教育能增强学习的自主性 92(94.85) 5(5.15) 0(0)  
思政讨论可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 90(92.78) 6(6.19) 1(1.03)
思政教育可提高职业道德 89(91.75) 8(8.25) 0(0)  
思政教育能增强职业责任感 91(93.81) 6(6.19) 0(0)  
思政教育使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 93(95.88) 4(4.12) 0(0)  
会的时事要闻

思政教育能提升人文关怀能力 90(92.78) 7(7.22) 0(0)  
思政教育能激发科研思维 85(87.63) 11(11.34) 1(1.03)
思政教育能激发学习动力 87(89.69) 10(10.31) 0(0)  
思政教育能提升整体素质 89(91.75) 8(8.25) 0(0)  

3 讨论

3.1 EVENT模式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精神科护

理教学有助于提高护生的学习成绩 本研究结果显

示,除期末成绩外,思政组的平时、期中、总评成绩显

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说明EVENT模式下融

入课程思政元素能提高护生学习成绩。通过课堂举

例、观看视频的方式,在解析案例、梳理重点的过程中

引发护生对具体内容的思考与讨论。在此期间加上

思政元素的融合教学,在鼓励护生积极研讨专业知识

的基础上伴随对思政内容潜移默化的学习与深思,使
其成为兼具坚实专业技能及高尚品德的护理从业者。
通过讨论,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护人员作

为守护生命逆行者的壮举,激发了护生的职业使命

感。EVENT模式下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的教学模式

能使抽象的精神科知识,正常人不能理解的精神科患

者的怪异思维和行为,变得形象具体,使护生能理解

接受;护生在教师引导下逐步增强学习积极性,有利

于融会贯通专业知识学习,通过耦合思政教学,使得

专业课学习紧贴时政要闻,密切联系实践,突破原有

传统教学的束缚,鼓励护生活学活用,从而在临床见

习、案例分析等学习过程中辨证思考,最终使得学习

兴趣不断提升,正向反馈于护生的学业成绩。
3.2 护生对EVENT模式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精

神科护理教学认可度较高 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发

现,思 政 组 对 课 程 教 学 模 式 各 方 面 的 认 可 度 为

87.63%~95.88%,表明护生对EVENT模式下融入

课程思政理念的精神科护理教学认可度较高。E-
VENT模式下融入课程思政内容能加深护生对精神

障碍患者的认识,引发护生的情感共鸣,激发其对专

业知识的学习热情。通过视频教学、幻听仿真体验等

途径,能够延伸和拓展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时

空,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单一性,使得护理专业教师

的媒介素养同步于时代的发展,在专业理论教学的过

程中创新性地融入思想政治元素,从而利用碎片化的

视频资源更新并加深护生对于专业知识兼有思政内

容的理解和思考,拓宽思政教学与专业知识融合授课

的方法途径[6]。EVENT模式下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的精神科护理教学发挥了其对未来护生的职业发展

进行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的引导作用[7],实现了显性

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8],使得护生在增进学习热情

的基础上掌握专业知识,提高整体素质,最终在启发

护生思考和行动,激发其探究新知识的渴望[9]的同时

增进实际获益,从而收获护生的认可。思政元素的加

入也使得护生在内化吸收专业知识的同时塑造了良

好的道德品质,有利于发挥思政育人功效[10]。
4 小结

EVENT模式下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精神科护

理教学,可有效激发护生主动学习专业课的热忱。在

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丰富了理论教学的内容形式,
思政元素的加入亦能提升护生的学习效果,便于在护

生认可的基础上推广应用,为今后护理课程更好融入

思政教学提供了参考。在评价结果上,问卷条目数量

设置有限,未能完全了解护生对于进一步完善课程思

政教学的合理建议。建议今后研究可以护生偏好为

导向,不断更新丰富护理课程结合思政元素的教学模

式,以此提高护生的专业素养及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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