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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导论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方案的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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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高护理本科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方法
 

构建《护理学导论》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包括融入思政素

材、改革教学考核方法、确立教学内容与目标等,对护理本科第2学期的198名护生实施教学实践。结果
 

本组护生护理学导论课

程考核成绩显著高于上一届306名护生(P<0.05),综合成绩均达到教学大纲要求,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评分显著高于教学

前(均P<0.05)。结论
 

护理学导论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方案融入多类别思政元素,丰富了教学形式,提高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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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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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入专业课程的“第一门”课程,具有“引
路人”的作用,可培养护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价值

观[1]。课程内容涉及医学、护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多领域,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综合性与实践性等特

点[2],教师需在教学中使护生明确护理学基础理论及

学科框架,理解护理学核心价值观及发展趋势,引导护

生树立“责任、义务、奉献、担当”的信念以及坚定的职

业信仰,助力护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目前《护理学

导论》的教学面临授课方式单一、教学缺乏全程性、教
学过程管理缺乏动态性等问题[2]。研究表明,课堂融

入思政教育可提高护生学习效果和人文素养,有助于

护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把握,同时增强教师的思政教

育能力[3]。但目前部分研究纳入的思政元素较为单一

和零散,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本研究在

充分吸纳传统思政元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文学、艺
术等领域的思政元素,同时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积极探

索以思政资源为平台,以专业课程为单元的教学方案,

将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以及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育

人理念浸润式融入专业课教学实践模式,为护理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10月选取山西医科大学护理

学院经过普通高考录取入学的2020级198名四年制

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男22人、女176人;独生子女

25人,非独生子女173人;来自农村89人,城镇109
人。《护理学导论》开课的时间为第2学期。
1.2 方法

1.2.1 教学设计 采用《护理学导论》第4版教

材[4],共40学时。在不改变专业课整体教学规划和

课程学时数的基础上,由教学组成员基于《护理学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纲要》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等内容,
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护理学导论专业

知识与思政内容有机融合[5],教学中所用课件、视频、
案例、医学题材的名画赏析等素材作为线上资源均上

传至学习通,供护生在业余时间自主观看(约10学

时,不占用学时数);小组讨论/热点讨论、读书分享

会、查阅文献资料等均在课堂之外的时间进行(约10
学时,不占课时数);授课内容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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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启发式教学、名画赏析、案例分析、小组讨论、
 

角色

扮演等方式进行。
1.2.2 构建方案 根据教学大纲制订授课计划,按
照授课计划以章为单位提炼思政元素,以章节为单位

提炼知识点,准备教学资源,反复论证方案内容设置

并最终确定课程学时安排及拟定教学方案。在原40
学时的基础上增加20学时的课下任务,原40学时中

有12学时融入思政教学,具体教学方案见表1。
表1 护理学导论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章节(学时) 思政素材 教学方法 课程思政改革学时 思政教学内容与目标

护理学的发展及基

本概念
 

(4)
①南丁格尔的故事;②我国南丁

格尔奖章获得者事迹

课堂讨论 1.5学时(课上1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坚定护理初心;②培养爱国爱岗敬业的价值

观

健康与疾病(2) 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的故事;②身边的抗疫先进

启发式教学 1学时(课上0.5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培养“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业责任和使

命感;②做身心健康的护士

需要与关怀(2) ①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队员的

抗疫日记;②南丁格尔奖获得者

的先进事迹

案例教学 1学时(课上0.5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了解疫情中逆行者的先进事迹;②价值观引

领:大爱无疆、牺牲奉献的职业精神

文化与护理(2) ①世界名画中体现的护理职业

精神;②中国护理发展史

读书分享会(课后) 1学时(课上0.5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医学题材名画赏析;②培养文化自信、职业

自信

护患关系与人际沟

通(2)
①医疗剧中的护患沟通问题(心

术、入殓师、外科风云等);②护

患关系及相关影响因素

案例教学、体验式教

学

2学时(课上1学时,课后1学

时)
①了解患者角色与护士角色;②构建和谐友善

的护患关系

生命历程中的身心

发展(2)
①《人的一生》视频;②生命的意

义

角色扮演 1学时(课上0.5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了解健康中国“2030”战略目标;②做生命周

期的健康促进者

护理理论及模式(8) ①我国护理学者构建本土理论的

案例:②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构

建中国文化特色的护理理论

案例教学 2.5学时(课上2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弘扬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和谐护理理论;②培

养理论自信

护理程序(4) ①南丁格尔《护理札记
 

》和《医

院札记》选读

读书分享会(课后) 2学时(课上1学时,课后1学

时)
①树立严谨、慎独职业精神;②培养创新思维

护理科学思维方法

与决策(2)
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护

士创新性发明;②临床急救案例

体验式教学、小组讨

论(课后)
2学时(课上1学时,课后1学

时)
①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②培养评判

性思维能力

健康教育(2) ①“感动中国”“感动山西”人物

的事迹;②中国校园艾滋病高危

行为干预进展

案例教学 1学时(课上0.5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提升职业素养;②思考未来护士的新角色:

做健康促进的践行者

临终关怀及相关心

理(2)
①安宁疗护的发展;②体验生命

的意义

小组讨论(课后) 1学时(课上0.5学时,课后0.5
学时)

①了解生命的意义;②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

护理伦理(2) ①廉洁行医案 例;②医 疗 行 业

“九不准”(文献)
案例教学、热点讨论 2学时(课上1学时,课后1学

时)
①重温南丁格尔誓言中伦理层面的约束;②强

化职业道德教育

护理专业中的法律

问题(2)
①临床护理差错案例;②《护士

法》的立法推进

案例教学、热点讨论 2学时(课上1学时,课后1学

时)
①提升法制意识;②树立严谨、自律的职业精

神

护理职业生涯规划

(4)
①“90 后 援 鄂 护 士 的 红 区 日

记”;②我国专科护士的培养与

发展

启发式教学 2学时(课上1学时,课后1学

时)
①弘扬牺牲与奉献的南丁格尔精神;②坚定护

理职业信念与使命感

1.2.3 实施教学

1.2.3.1 教学过程 ①构建“线下+线上,课内+课

外”的立体化课程思政模式。设计并完善线上资源,
如思政素材、教学内容的视频和动画、阅读资料、视
频资料、预习题库、虚拟仿真平台超星学习通平台

等,在“护理学的发展及基本概念”“健康与疾病”“需
要与关怀”等章节,以南丁格尔、钟南山、感动中国人

物等影片为思政素材,可使护生更生动地感触到榜

样勤勉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风采,增强“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的职业责任和使命感;在“护理伦理”
“护理专业中的法律问题”等章节,精选正反临床典

型医疗案例作为课前导入素材[6],课前护生可以自

主学习相关素材,观看线上发布的视频,或小组讨论

梳理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以便于课堂中与老

师、同学充分地进行交流讨论。
 

②探索“角色模拟体

验式教学”的课程思政模式。在“生命历程中的身心

发展”“人际关系与沟通”“健康教育”等章节进行角

色扮演,使 护 生 身 临 其 境“想 患 者 所 想、感 患 者 所

感”,增强临床共情能力,做患者的贴心人;在“文化

与护理”章节增加世界名画中的医学题材赏析,教师

讲授与护生体验相结合,将“立德树人”“大医精诚”
“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浸润式融于教学过程中,强
化护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增强护理职

业认同感,实现价值引领作用[7]。③注重“问题导

向+价值引领”的课程思政教学。课程思政的中心

思想是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

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3]。在“护理理论及模式”“护
理科学思维方法与决策”“临终关怀”等章节,将护生

分组,讨论以及分享临床案例,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和

评判性思维能力;在“护理职业生涯规划”“护理伦

理”等章节,护生针对抗疫热点、行业新闻、医疗行业

“九不准”等主题进行分享,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恪守医德做好职业规划。
1.2.3.2 考核方式 在课程成绩考核方式上改变传

统的、单一的课堂成绩与期末考试考核方式,将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贯穿教学过程。将理论测试

成绩标准化(实际得分×40%)后以总成绩100分为满

分,
 

60~70分为合格、71~85分为良好,>85分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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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具体见表2。
表2 护生成绩评价内容及标准

评价形式 测评项目(成绩占比) 考核内容 满分

形成性评价 课前预习(10%) 线上学习 10
课堂成绩(40%) 课堂测试 10

个人作业 15
小组讨论 5
角色扮演 10

 

终结性评价 调查问卷(10%) 自我效能感 5
职业认同感 5

期末考核(40%) 理论测试 100
 

1.2.4 评价方法 ①期末考核成绩。以上一学年

306名本科护生作为对照组,本研究中198名护生为

观察组,比较两组护生的《护理学导论》期末考核成绩。
试卷均为100分。②自我效能感。采用由Schwarzer
等[8]编制并由Zhang等[9]于1995年汉化、修订的一般

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采用1~4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自信心越好,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0.922。
 

③职业认同感。采用郝玉

芳[10]编制的职业认同感量表,该量表包括职业自我概

念(6个条目)、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4个条目)、社会

比较与反思(3个条目)、职业选择自主性(2个条目)、
社会说服(2个条目)5个维度共17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代表护生职业认同越

强。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27。问卷采用统一

指导语及填写要求,由研究组成员采用问卷星于教学

前及教学结束后将问卷通过学习微信群发送给198名

护生,其中151名护生完成2次问卷调查。
       

1.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行描述性分析、两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t检验,
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期末理论考核成绩比较 对照组306人考

核成绩(78.37±2.36)分,观察组198人考核成绩

(82.34±3.71),两组比较,t=14.685,P<0.001。
2.2 观察组综合考核成绩 198人中,47人未完成2
次问卷调查,151人进入综合考核成绩统计,

 

分数为

86.17±3.85。65人(含前述47人)为合格,85人为良

好,48人为优秀。所有护生达到教学大纲要求。
2.3 思政教改前后护生自我效能感及职业认同感评

分比较 见表3。
表3 思政教改前后护生自我效能感及

职业认同感评分比较(n=151) 分,x±s
项目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自我效能感 2.66±0.51 3.51±0.58 -12.975 <0.001
职业认同感 3.56±0.48 3.77±0.56 -9.484 <0.001
 职业自我概念 3.65±0.76 3.89±0.74 -7.216 <0.001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3.56±0.65 3.72±0.65 -5.654 <0.001
 社会比较与反思 3.74±0.62 3.90±0.65 -5.274 <0.001
 职业选择自主性 3.32±0.66 3.33±0.63 -0.343 0.740
 社会说服 3.91±0.84 4.15±0.78 -6.630 <0.001

3 讨论

3.1 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提高课程成绩 研

究表明,以课程思政为引领的教学途径能更有效地发

挥学生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夯实基础理论知识[2]。
本研究探讨了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前后护生理论知识

的掌握情况,结果显示,观察组课程考核成绩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提示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

护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理论知识。
3.2 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 
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更有信心[11]。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学前护生自我效能

感总体均分为(2.66±0.51)分,这与研究者对大学生

一般自我效能感调查得分接近[12-14],教学后护生自我

效能感评分显著提升(P<0.05),且处于中等偏高水

平。本研究采用的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结合体

验式、互动式的隐性教学方法,在护生接触护理专业课

程的早期即逐步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学习生活中,通过

影视作品欣赏、名画赏析、情景模拟等方式,基于“线
上+线下、课内+课外”模式使思政元素逐渐渗透,有
效加深对护理职业精神的领悟,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从而提高护生的自我效能感及职业使命感,从而热爱

护理事业。
3.3 浸润式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提高职业认同感 
《护理学导论》作为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指导性

科目,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职业

教育的特殊性”“护理教育的特殊性”三者有机融合,使
思政元素渗透入护生处理学习问题及临床问题的具体

情境中[15],引导护生拥有积极的职业态度,树立对专

业正确认识,形成良好的职业价值观念。本研究在教

学设计及实施中充分挖掘榜样的影响力,挖掘南丁格

尔奖获得者及疫情防控工作者的先进事迹,邀请援鄂

护士专题讲座,开展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热点讨论等

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有效地提高护生的学习主动性

及课堂参与度,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与职业认同。榜

样力量的渲染,高度引发护生的知识共鸣、情感共鸣、
价值共鸣,使护生真切的感受到成为一名护理工作者

的自豪与荣幸,思考护理职业的责任与使命。结果显

示,教学后护生职业认同感总分及职业自我概念、留职

获益与离职风险、社会比较与反思、社会说服维度得分

显著提升(均P<0.05),与相关研究结果[16]一致。但

职业选择自主性这一维度变化不明显,分析认为与护

理专业的就业方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关。
4 小结

本研究从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以及改革

考核评价三方面着重构建护理学导论浸润式思政教学

方案,并落实到每个章节中,用好每个学时,形成闭环

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获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课题

组下一步将继续完善教育教学路径,深挖专业课程蕴

含的思政教育元素,进一步推动思政育人与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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