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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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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实践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9级三年制高职护理专业3个班的151名学生为

研究对象,实施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模式教学。结果
 

护理学基础课程结束后本组学生的平时成绩、操作成绩、总评成绩均显著高

于同年级其他学生(均P<0.01);思政综合素养评分较实施前显著提高(P<0.01)。结论
 

在护理学基础课程中开展思政教学,有
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和综合素养,同时有利于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思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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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基础是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护理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为后续内科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等课程学习

奠定基础,也是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前提。然而常规

教学中更多的关注专业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医学人文

在职业教育中的引领与规范作用[1],导致学生在进行

护理操作时缺乏人文关怀。因此在专科教学中引入

思政课至关重要。当前在护理学基础思政教学已有

关于混合式教学[2]、“课程思政”方案[3]等方面的报

道,本研究结合当前形势开展课程思政,引起学生共

鸣,达到更好育人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院三年制高职护理专业2019级有9
个班级共448人,随机抽取3个班151名学生为研究

对象,均为普通高考入学,均为女生,年龄16~21
(18.72±2.37)岁。研究对象均已学完正常人体结

构、生物化学、生理学基础、护士人文修养等前续课

程,成绩均合格。
1.2 方法

1.2.1 课程思政模式的构建 课程组以护理学基础

课程为依托,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利用多种网络平台,
收集课程思政相关素材,如新闻事件、论坛、历史故

事、视频、图片、案例等,结合护理教育实践情况,制作

适合护理专业特点的课程思政素材。将专业知识传

授和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融合,构建以“育德育才、仁心

仁术”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命观、护士

职业素养贯穿始终的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该模式主要由教学与评价两部分构成。教学部分分

为6个方面:榜样力量、爱国情感、历史回顾、科学精

粹、传统文化、工匠精神。具体内容见样表1。评价

分为自我评价、他人(同学间)评价、教师评价、行业

(见习医院)评价。护理学基础课程总学时数136,其
中理论课、实训技能操作各68学时,思政元素所融入

的课程内容占总学时的73.9%。
1.2.2 课程思政模式教学实施

  

1.2.2.1 教师统一教学认识 护理学基础由课程组

中的3名教师完成,教师多次开展集体备课统一思想

认识和教学方法,开课前确定教学思路,将课程思政贯

穿教学始终,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注重

培育学生稳定的性格品质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强调先

有医者仁爱之心,再有救死扶伤之术。据此,对原有课

程标准进行修订,注重“术”与“道”的结合[4],将护理学

基础课程的德育目标定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具有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积极的

专业态度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具有高度的爱心、细心、
耐心、同理心;具有严谨慎独、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科

学精神。
1.2.2.2 思政教学实施 按照表1所示课程思政融

入方案,采用专题嵌入、思维拓展、主题讨论、热门分

享、情景体验等方式开展思政教学。①专题嵌入。新

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最突出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在抗击疫情中涌现出大量深入人心的人物、事件,以
此为课程思政素材可以让学生更加感同身受,铭记榜

样精神。借助“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成”和“援鄂

医疗队的事迹”,让学生体会到中国效率、中国力量、
中国速度,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以“方舱医

院出院患者的终末消毒”“疫情时一线护士的防护技

能”和“新冠肺炎患者的咽拭子标本采集”作为切入

点,展示医护人员舍己为人、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品

质,引导学生今后成为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护理

人员,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②思维拓展。在讲授

“体温的评估与护理”“血压的评估与护理”“口服给药

法”“静脉留置针输液法”知识点时,进行思维拓展,让
学生查阅资料,了解体温计、血压计、药片、留置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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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帮助学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同时体会到

医学前辈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
通过讲述“孙思邈与导尿术”“张仲景的猪胆灌肠术”
的历史故事和张伯礼的先进事迹,让学生感受到我国

古代医学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习总书记所说中医药学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意义,增强中医文化自信、文
化自觉[5],树立民族自信心。③主题讨论。在“饮食

护理”章节中,将学生分组成8~10个小组,以小组为

单元编写高血压、肝硬化、急性肾小球肾炎、肺结核、
便秘等疾病饮食护理案例,并根据病情和家乡饮食特

色为患者制订一日食谱;然后组间讨论食谱的合理

性、可行性,最终教师并做出点评总结。由此帮助学

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特色文化,培养学生对家乡的

热爱,增加服务家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意愿。④
热门分享。“课前5

 

min”开展热门分享:学生针对历

史事件、时事热点、行业新闻、最新进展、研究成果等

主题,收集相关资料和信息,于课前以播报、演讲、故
事、小型情景剧等形式进行分享;按学号顺序每次安

排1~2人。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加
强自主思考能力培训[6],同时实现专业思想内化、人
文情怀养成、职业信念建立。⑤情景体验。实训课是

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承载量最大、项目最多、频度最大

的承载体,实训教学中着重思政元素渗透到护理操作

各环节与场景中。要求学生勤学苦练,技术上精益求

精;用物摆放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培养学生一丝不苟

的工匠精神。如进行“特殊患者口腔护理”训练时,通
过角色扮演使学生亲身体会患者的感受;进行“留置

胃管”“留置导尿术”训练时,请标准化病人参与,使学

生体验临床真实情景,增强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通
过沟通学会护理人文关怀和应遵守的伦理道德。

样表1 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融入方案

课程章节(学时) 融入点及思政元素   
绪论(2)

 

榜样力量:江西省第38届南丁格尔获奖者章金媛的事迹,钟南山、张伯礼的先进事迹

医院与住院环境(2) 爱国情感: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成
分级护理(1) 历史回顾:分级护理创始人———“军中南丁格尔”黎秀芳
出院护理(1) 爱国情感:方舱医院出院患者的终末消毒
护士职业防护(2) 爱国情感:抗击疫情一线护士的防护技能
无菌技术(2) 历史回顾:“手卫生之父”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森、塞麦尔维
隔离技术(2) 爱国情感:新冠肺炎隔离病房的三区划分
体温的评估与护理(2) 科学精粹:体温计的发明与发展
血压的评估与护理(2) 科学精粹:听诊器的发明
医院饮食(2) 传统文化:江西特色饮食文化
导尿术(2) 历史回顾:孙思邈与导尿术
灌肠术(2) 历史回顾:张仲景的猪胆灌肠术
口服给药法(2) 科学精粹:药片的来历
静脉留置针输液法(2) 科学精粹:留置针的发明
静脉输血(2) 历史回顾:白求恩医生给战士输血的故事
标本采集(2) 爱国情感:新冠肺炎患者的咽拭子标本采集
急危重症患者的护理(2) 爱国情感: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事迹
临终护理(2) 历史回顾: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实训技能操作(68) 工匠精神:各项操作前的着装规范;操作前后用物摆放整齐划一;药液抽吸和皮试液配制准

确;无菌技术操作、导尿术的一丝不苟等

1.2.2.3 思政考评 改变传统的课程考评方式,纳
入思政品德、人文素质等[7]内容,具体包括思政过程

性评价和阶段性操作考核两部分。过程性评价为4
个层面:①学生自评,写1篇心得体会、1篇反思日记,
根据写作质量评分,权重为20%。②学生评价,以小

组为单位,安排2次任务,根据完成情况评分,权重为

20%。③教师评价,包括平时考勤、课堂参与度、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权重为30%。④见习医院评价,包括

医院见习报告及带教教学评价,权重为30%。阶段性

操作考核包括两部分:①人文思政,包括仪容仪表、用
物整理、人文关怀,权重为30%。②技术操作,包括技

术操作熟练度,各环节融入人文关怀、尊重患者、遵守

伦理原则等情况,权重为70%。上述考评均纳入课程

最终成绩中。

1.2.3 评价方法 ①护理学基础考核成绩。包括平

时成绩(包括思政过程性评价得分)、理论成绩(课程

学毕考试成绩)、操作成绩(包括阶段性操作考核得

分),3项 满 分 均 为100分。总 评 成 绩:平 时 成 绩

30%;理论成绩30%;操作成绩40%。②学生综合素

养评分。由研究者在查阅相关文献[8-9]的基础上编制

学生思政综合素养调查表,包括遵纪守法、社会公德、
身心健康、诚信友善、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志愿服务、
社会实践、专业认同、热爱护理、刻苦钻研、创新意识

12个条目。使用数字1~10表示符合的程度,1表示

完成不符合,10表示完全符合,总分12~120分。于

课程开课前与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调查,通过问卷

星现场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语,由学生独立填写后提

交,均发放151份,均有效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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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数据分析,行统计描述分析、t检验,检验水

准α=0.05。

2 结果

2.1 思政教学组学生护理学基础考核成绩及与同年

级学生比较 见表1。
表1 思政教学组学生护理学基础考核成绩及与同年级学生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平时成绩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总评成绩

同年级学生组 297 80.18±4.03 83.05±4.34 89.92±2.96 85.03±2.38
思政教学组 151 85.03±3.71 83.79±4.48 93.75±2.67 88.19±2.06

t -12.341 -1.674 -13.813 -13.831
P  0.000  0.095  0.000  0.000

2.2 思 政 教 学 组 学 生 综 合 素 养 评 分  教 学 前

(99.54±6.93)分,教学后(105.39±6.63)分,教学前

后比较,t=-7.50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课程思政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

合素养 在护理学基础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学
生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时事要闻,能够自觉地践行

公民的义务,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明显增强;同
时对护理专业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专业自我

概念更加积极,职业认同感也明显增加。大多数学生

表示“要学好专业知识,掌握操作技能,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去帮助别人”“决心做一名救死扶伤的、优秀的医

护人员”“在将来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等。有研究表

明,在教学中应用思政案例,学生潜移默化地在专业

课程中接受思政教育,使护理知识教育与思政元素相

互融合,可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10]。医院带教老师评

价学生在与患者交流时更有感情、更有温度,具有较

高的综合素养。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上述论点,学生

的综合素养较教学前有显著提升(P<0.01)。同时,
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主动性增加。教师发现在

课堂中,学生的积极性和活跃度较其他班学生显著增

高,课程思政教学组的平时成绩、操作成绩、总评成绩

均高于同年级学生(均P<0.01)。
3.2 课程思政教学有利于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思

政意识 课程思政教学对于教师意味着要更新教学

理念和角色,从“专业课程的承担者”到“课程育人的

实施者”[11]。课程组教师改变了“专业课只需教授专

业知识”的观念,认识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播同等重

要,提升了思想政治觉悟。多次开展集体备课和讨

论,梳理现有的专业知识,精心组织设计每个知识点,
把握好恰当的切入点,运用适合的切入方式,将思政

元素与专业知识一一配对;并且立足新时代护理学生

的思想行为特点,从“微元素、小篇幅”着手,将思政元

素融入专业课程教育中,做细做小做实[12],通过不断

地打磨,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明显增加。教学督导听课

反馈,“课程思政”设计合理,融入策略可行,评价方式

得当,教师教学实施能力和组织能力有所提高,课程

氛围活跃,实现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教书

与育人相统一的目的。因此,本课程在我校课程思政

教学比赛中获奖。
4 小结

在护理学基础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促进

了专业教育与德育教育地有机衔接,致力于培养政治

上有高度、思想上有温度、知识上有深度、能力上有强

度的综合性护理人才。课程组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对

成果经验进行总结分析,不断完善此模式,在下一个

教学周期进行巩固成效、实践检验、改进优化,促进护

理专业课程思政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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