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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美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方法及实施效果。方法
 

在护理本科选修护理美学的47名学生中开展护理美学课程思

政教学。通过加强学院-临床联合的教学团队建设、基于思政元素挖掘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确立和教学内容重组、沉浸创造式教

学活动设计,形成较完善的护理美学课程思政设计并实施教学。课程结束后调查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感知和教学活动的

认可度,了解学生的课程参与体验。结果
 

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感知为83.0%~97.9%,对教学活动的认可为70.2%~91.5%。学

习体验析出三大主题,包括思政素材与专业知识结合自然,教学活动多样且参与感高,对价值塑造起到了积极作用。结论
 

护理美

学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审美修养、职业素养和人文情怀,教学模式受到学生认可。
关键词:护理美学; 课程思政; 教学活动; 审美修养; 职业素养; 护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R47;G424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3.07.071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Nursing
 

Aesthetics Wu
 

Fulei,
 

Wang
 

Anni,
 

Wu
 

Ming,
 

Bai
 

Jiaojiao,
 

Lin
 

Cen.
 

School
 

of
 

Nurs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ign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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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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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ursing
 

Aesthetics.Metho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was
 

carried
 

out
 

among
 

47
 

junior
 

nursing
 

students
 

who
 

selec-
ted

 

the
 

course
 

of
 

Nursing
 

Aesthetics.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mode
 

was
 

developed
 

by
 

building
 

up
 

a
 

teach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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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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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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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mining,
 

and
 

designing
 

immersive
 

and
 

creative
 

teaching
 

activitie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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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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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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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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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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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ir
 

recogni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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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xperience
 

of
 

course
 

participation.Results
 

Overall,
 

83.0%-97.9%
 

students
 

had
 

good
 

percepti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70.2%-91.5%
 

recognize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Three
 

themes
 

were
 

de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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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learning
 

experience:
 

natural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ivers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high
 

level
 

of
 

participa-
tion,

 

and
 

the
 

teaching
 

mode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value
 

shaping.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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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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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of
 

Nursing
 

Aesthetics
 

helps
 

cultiv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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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manities.
 

The
 

teaching
 

mod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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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ed
 

b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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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是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有

机融合,有利于培养学生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

神[1-2]。自2020年6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3]以来,各高校对课程思政建设重

要性的认知不断提升,专业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不

断增强。多门护理专业课已经开展了课程思政教学

的探索和实践,有效提升了护生的民族责任感、专业

自豪感等[4-7]。护理美学是一门以美学基本原理为指

导,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人、环境、健
康、护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护理美的现象、护理审美的

发生、发展及其一般规律的学科[8],蕴含了丰富的课

程思政育人元素。本课程自2018年作为我校首批立

项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以来,通过加强教学团队建

设、资源建设,不断创新设计课程教学模式,逐步形成

美学课程育人的特色,取得一定的成效。本研究将本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施过程与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校护理美学为本科生专业选修

课,于第5学期开设。每周授课3学时,共计36学

时,2学分。教材使用由史瑞芬等[8]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的《护士人文修养》(第2版)及自编讲义。
本研究在我校本科护理和助产专业三年级(2019级)
学生中开展,2021年共47名学生选修本课程,其中

男生8名,女生39名,年龄20~21岁。均为国家高

考统招录取本科生。
1.2 方法

1.2.1 教学团队建设 为促进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

和内化,课程组建了多层次、多学科背景、院-校融合

的教学团队,其中专业课程教师3人(含1位兼职辅

导员),临床专家3人,学工负责人1人。专业课程教

师和临床专家在护理人文教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上有

丰富的经验,负责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课程知识点的

融合以及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的相互支撑;学工负责

人对思政元素的融合进行质量把关,同时与兼职辅导

员共同组织第二课堂活动。教学团队定期组织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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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以修订、更新思政素材库,优化教学活动设计。
1.2.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2.2.1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确立和教学内容重组 
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9],教学团队通过对课

程专业知识点的深入分析,结合理论研究、文献和时

事,由浅入深确立思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内

容进行重组(见图1),形成了“护理美学概述,美的形

式和范畴,美的基本形态,护士的美学实践”4个起承

转合的递进模块。同时,课程教学团队与学工办协同

积极推进第二课堂活动,包括以社会认同理论[10]和

生涯自我效能理论[11]为指导的基于“最美护士”榜样

引导的结构化学生职业认同思政活动方案和护理人

文关怀教学实践基地参观,二者融入第三和第四模

块,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职业认同、专业自信和科学精

神。

图1 护理美学课程思政整体教学方案

1.2.2.2 沉浸创造式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团队在常

规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形式的基础上,结
合建构主义理论,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要素[12],设
计多种沉浸创造式教学活动,最终实现学生对思政元

素的意义建构。如在“社会美”中的“礼仪美”单元,采
用广受“00后”大学生青睐的Vlog(视频网络日志)形
式,邀请学生4~5人一组围绕“礼仪原则、仪态美、服
饰美、仪容美”的授课内容,以“我在护理学院美美的

一天”为主题进行视频拍摄制作和分享,引导学生发

现个人美、校园美和社会美。在“护理人员的职业人

生美”单元,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教学实践基地专家

库中选择临床护理专家,包括多名上海市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疫情先进个人,以“护士的职业情怀”为主

题进行采访并设计人物专题小报,以真实的职业发展

轨迹促进职业认同和专业信心,以鲜活的临床故事培

养奉献精神。此外,教学团队设计共情沟通情境模拟

角色扮演、“专业技能和人文关怀孰轻孰重”辩论赛等

活动,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加强思政元素的挖掘,促进思政元素的内化。
1.2.3 评价方法 采用量性和质性结合的方法进行

学生视角的教学评价。通过文献回顾和专家咨询,自
行设计课程教学评价表,调查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感知

和对教学活动的认可。问卷含8个条目,均采用“不
赞同”“基本赞同”“赞同”3级评分。问卷在课程结束

后现场发放,现场回收,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
同时,所有学生于课程结束的1周内通过线上课程平

台撰写课程学习体验,分享对课程思政教学的感受和

看法。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比)表示。质性资料通过

NVivo12.0软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学生对课程的教学评价 学生对护理美学课程

思政教学的教学效果感知为83.0%~97.9%,对教

学活动的认可为70.2%~91.5%,见表1。
表1 课程教学效果评价(n=47) 人(%)

内容 赞同 基本赞同

对教学效果的感知

 有助于职业素养和人文情怀提升 46(97.9) 1(2.1)
 有助于培养审美修养和审美能力 43(91.5) 4(8.5)
 有助于护理实践中的审美实施 44(93.6) 3(6.4)
 拓展了知识面,丰富了课余生活 39(83.0) 8(17.0)
对教学活动的认可

 课程教学模式具有教书育人特色 43(91.5) 4(8.5)
 小组参与的形式有助于团结协作 31(70.2) 14(29.8)
 角色扮演有助于理解关怀理念 38(80.9) 9(19.1)
 访谈临床导师能感受其职业情怀 40(85.1) 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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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 本研究中学生的课程

学习体验包含3个方面。①思政素材与专业知识结

合自然。39名学生表达了对思政素材的看法,认为

素材丰富多样,与知识点融合自然。如有学生提到

“老师的授课内容很丰富,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到人体

的结构美,从残疾女孩的绝美舞蹈到身边的抗疫一

线护士老师给我们分享经历,我们通过自身体验和

感悟领会了残缺的美、奉献的美和专业的美。”②教

学活动多样,学生参与感高。46名学生分享了对教

学活动设计的观点,摘录部分观点如下:“老师一直

引导和帮助我们主动学习和思考,相互讨论、交流,
也组织游戏、辩论、访谈、临床观摩等形式,让学习过

程充满趣味性,而不是死板枯燥的填鸭式。”“我第一

次参观了课本里才有的护理门诊,刷新了我对职业

的认识和价值感。”③课程思政教学对价值塑造起到

积极作用。学生对护理美学课程思政教学普遍较为

认可。如“护理美学传递的观念一直印刻在我的脑

海中,提醒我们在护理事业中要主动创造美的护理

环境,展示美的专业技能,用更加敬业的态度丰富和

发展护理事业。”“(课程学习)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
也更坚定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用诚

信友善的品质服务患者,用爱国敬业的态度对待事

业。”
3 讨论

3.1 美学课程思政育人促进护生职业素养、人文情

怀和审美修养 护理美学是护理领域中重要的人文

科学,凝聚着护理的社会文化、历史和人生的哲理,闪
烁着护理事业为人类健康奉献的智慧之美[8],对其蕴

含的思政价值进行挖掘和外显,形成理论化、结构化

的课程思政目标是成功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关键之

一[13]。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将认知过程维度依

次分为识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与创造[9],这就要

求思政目标与专业知识目标紧密融合,同时随着专业

知识目标的深入而递进,从而在完成高层次教学目标

的同时,达到价值渗透和引领的目的。本研究中,教
学团队遵循认知过程的规律,在思政目标设置上,始
于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落于护理美学在维护人类健康

进程中的社会价值;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始于对美学

的基本介绍,落于护士美学实践。课堂理论讲授围绕

护士职业道德美、情操美、气质美,护理环境美和专业

技能美等内容,以故事、案例的形式嵌入家国情怀、职
业素养、人文关怀等思政元素,完成思政导学;第二课

堂的团体体验和实践基地参观进一步促进思政内化;
对教学活动的任务参与和分享进行思政强化。本研

究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感知的认可度

高,学生的学习体验也证实,护理美学课程思政教学

不仅有助于培养护生的审美修养和能力,促进护理实

践中的审美实施,也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人文情

怀,对价值塑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3.2 多元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参与,丰富美学体验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者需通过一定情境,通过协

作、会话和意义建构获得知识[12]。在这一过程中,学
生是主体,教师承担情境的设计者,协作、会话的参与

者,意义建构的促进者多重辅助角色。有学者指出,
学生参与是衡量课程思政效果的金指标之一[14],这
与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一致。教学情境单一是课程

思政教学的常见问题之一[15]。为此,教学团队将授

课场所由教室拓展到门诊和病房,将临床实践融入课

程教学,在不同情境中进行授课、讨论等,以丰富学生

的认知感知,引导学生形成系列体验和反思。更重要

的是,本研究充分考虑学生作为主体的体验和偏好特

点,通过沉浸创造式教学活动设置情境,鼓励学生将

课堂知识应用于情境的具体任务中,如主题采访、辩
论、视频制作等,引导其深度联系理论知识与自身体

验,理解和建构思政元素,最终达到对思政元素的价

值认同和迁移,同时使课程思政的内容和形式与时俱

进,提升课程思政的亲和力[16]。本研究结果显示,学
生对教学活动的认可基本达到80%,且思政素材与

专业知识的结合自然,教学活动多样、参与感高。但

学生对“小组参与的形式有助于提升团队协作”的认

可度略低(70.2%),可能原因是小组中存在个人能力

和参与度的差异,但未在成绩评价中得以体现,有必

要进一步完善。
4 小结

护理美学课程思政教学基本达到了课程设立的

思政教学目标,学生对其教学效果感知和教学活动认

可度高,同类课程可以此为参考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

设计和实施。但本课程仍存在一定不足:首先,在教

学团队建设上,课程教学团队未纳入专业思政课程教

师对思政元素及其设计进行把关;其次,在研究设计

上,未开展对照研究充分检验教学效果。教学团队将

进一步总结经验,结合实际,不断优化教学模式,如增

加“云见习”等,提升护理美学课程美育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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