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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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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对增强护生生命意义感和职业认同感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1级护理学本科专业2个平行班级学生95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成试验班(n=49)和对照班(n=46)。对照班采用常规课程思

政教学法,试验班实施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在教学前、中、后对两班护生进行生命意义感和职

业认同感调查。结果
 

课程教学后,试验班生命意义感和职业认同感总分显著优于对照班(均P<0.05);且均显著高于教学前(均

P<0.05)。结论
 

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能有效增强护生生命意义感和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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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大背景下,为国家

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是医学院校重要的政治任

务和战略工程[1]。护理专业在培养护理专业学生(下
称“护生”)职业能力的同时,还应帮助其完成职业角

色转换,增强职业认同感。本研究前期的横断面研究

已证实,生命意义感可直接或间接提高护生职业认同

感[2]。研究显示,生命教育在提升护生生命意义感方

面扮演着关键角色[3]。在宏观层面,生命教育有益于

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在微观层面,有
助于学生端正生命态度、清晰自我认知、促进身心健

康、增加社会责任意识[4-5]。在护理学专业课程中融

入以生命教育为主的思政教学内容具有更高的契合

度,在培养护生博学、修身、笃志和守正等坚毅品质的

同时,能增强其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推动

护理领域的发展,亦可解决生命教育在综合性、连贯

性以及持久影响力等教育问题上的实际需求[6-7]。目

前以生命教育为主线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仍未在护

理学专业课程中得到明确的验证。因此,本研究以基

础护理学教学为例,设计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基础

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案,探究此方案对增强护生生

命意义感和职业认同感的应用效果,为护理专业课程

思政和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2-6月,选取湖北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本科专业二年级中2个独立授课的平行班级

护生95人作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通过抓阄

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分成试验班49人,对照班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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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班均已完成正常人体解剖学、心理健康教育、护理

学导论、护理人文修养与沟通等基础课程学习。两班

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班一般资料比较

班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独生子女(人)
是 否

学生干部经历(人)
是 否

第三学期平均

成绩(分,x±s)
对照班 46 9 37 16 30 25 21 81.34±4.94
试验班 49 8 41 20 29 31 18 80.76±5.33
χ2/t 0.169 0.367 0.780 0.546
P 0.681 0.545 0.377 0.587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基础护理学课程分为上、下两个

学期。本研究选取开设在大二下学期的基础护理学

(二)开展教学研究。课程包含8个章节,共100学

时,其中理论课30学时,实训课70学时。试验班和

对照班均使用《基础护理学》[8]第6版教材。两班随

机分配授课教师,授课教师在教龄、教育经验、课程思

政培训经历和前期教学评价结果方面无差异。对照

班思政目标是帮助护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使之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思政教学内

容主要来源于教材。教学方式理论课采用传统课堂

讲授法,实训课采用小组式学习法。试验班实施以生

命教育为切入点的课程思政教学。思政目标在对照

组基础上,还要帮助护生明确人生目标与意义,形成

积极的人生态度。教学内容依据前期横断面研究结

果,基于生命意义建构模型的意义寻求、认知和情感

修正、自我调控、同化调节4个建构维度[2,9],围绕敬

佑生命、认知生命、坚韧不拔、团结协作、自我价值、意
义追寻、爱伤精神、开拓创新的价值内涵,设计“四维

八面”的教学方案。课程组教师基于各网络平台深入

挖掘思政相关素材,如临床案例、视频短片、名人事迹

等,并根据思政素材制定生命教育切入点及路径。再

由课程负责人统筹、修订及审核;经试验班教师3轮

集体备课、修改后定稿。教学方式理论课于课前线上

发布思政学习资源和材料,如视频短片、思政案例、教
学指引等;课中线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或策略辅助强

化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如拼图游戏合作教学法(Jig-
saw

 

Cooperative
 

Learning)、小组式学习、以案例为基

础的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主题摄影、专题

分享等;课后线上发布思政学习资源和活动,如视频

短片、讨论主题等。实训课课前线上发布思政学习资

源和材料,如视频短片、思政案例等;课中线下采用小

组式学习法,并结合“异质分组”和“组长轮流制”教学

策略;课后线上发布讨论主题。两班基础护理学思政

教学内容,见表2。
表2 两班基础护理学思政教学内容

教学章节
对照班

思政目标 思政案例

试验班

生命教育目标 思政案例 思政教学设计 建构维度

饮食与营养 职业认同 知识拓展:肠内营养

的进展与护理技术

敬佑生命

坚韧不拔

①视频:《克罗恩患者自

诉:积 极 应 对 困 难》。②
CBL教学案例:护士展现

充分的人文关怀、运用沟

通技巧,帮助缺乏生命意

志的脑卒中患者重拾信

心,建立积极心态

①课前线上:观看视频(陶冶式教

学)。②课前线上主题讨论:我们

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 如何

帮助患者应对疾病? (启发式教

学)。③课 中 线 下:CBL教 学 法

(启发式与案例式融合)

自我调控

意义寻求

同化调节

排泄 职业道德 讲授案例:护士因缺

乏责任心,导致留置

尿管患者尿潴留

团结协作

自我价值

CBL教学案例:护士因缺

乏责任心,导致留置尿管

患者尿潴留

①课前线上、课中线下:Jigsaw
教学法(引导式教学)。②课中

线下:CBL教学法(案例分析与

反思)

意义寻求

同化调节

认知和情

感修正

给药 职业操守 ①知识拓展:介绍三

查 七 对 的 发 明 者。

②讲授案例:列举临

床中护士因缺乏“慎
独”精神造成的差错

事故

团结协作

自我价值

认知生命

①知识拓展:介绍三查七

对的发明者。②讲授案

例:青霉素过敏不同抢救

过程对比案例

①课前线上、课中线下:Jigsaw
教学法(引导式教学)。②课中

线下:案例教学法(案例分析与

反思)。③课中主题摄影:要求

护生在实训课中为组员拍摄2
张有意义的照片(启发式教学)

意义寻求

情感修正

静 脉 输 液 与

输血

科学精神

职业品格

①讲授案例:医护人

员无偿献血的先进

个人 事 迹。②知 识

拓展:输液工具的发

展史

团结协作

自我价值

开拓创新

①讲授案例:医护人员无

偿献血的先进个人事迹。

②知识拓展:输液工具的

发展史

①课中线下:案例教学法(案例

分析与反思)。②课前线上、课
中线下:Jigsaw教学法(引导式

教学)。③课中线下主题分享:
要求护生在实训课中分享穿刺

成功的经验(启发式教学)

意义寻求

标本采集 职业品格 讲授案例:新冠疫情

期间医务人员冒生

命危险为患者采集

咽拭子标本

自我价值

意义追寻

视频:《大白车祸后送标

本》
①课后线上:观看视频(陶冶式

教学法)。②课 后 线 上 主 题 讨

论:大白遵循了哪些标本采集原

则? 观看视频后,护生获得了哪

些启示? (启发式教学)

同化调节

意义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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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两班基础护理学思政教学内容

教学章节
对照班

思政目标 思政案例

试验班

生命教育目标 思政案例 思政教学设计 建构维度

疼 痛 患 者 的

护理

职业品格 知识拓展:癌痛患者

用药(三阶梯治疗原

则)

敬佑生命

爱伤精神

①视频:《凉子访谈录———
癌痛患者自诉》。②知识

拓展:癌痛患者用药(三
阶梯治疗原则)

①课前线上:观看视频(陶冶式

教学)。②课中线下:案例教学

法(启发式与案例式融合)

认知和情

感修正

病 情 观 察 及

危 重 症 患 者

的管理

职业品格

职业精神

讲授案例:医护人员

为心脏骤停患者实

施心肺复苏抢救成

功

敬佑生命

爱伤精神

意义追寻

①CBL教学案例:护士进

行院前急救成功的案例。

②视频:医护人员接力抢

救危重患者

①课中线下 CBL教学法(启发

式与案 例 式 融 合)。②课 后 线

上:观看视频(陶冶式教学)。③
课后线 上 主 题 讨 论:生 存 的 价

值、生命的意义(启发式教学)

认知和情

感修正

意义寻求

自我调控

临终护理 职业认同 ① 知 识 拓 展:书 籍

《向死而生:我修的

死亡学分》。②知识

拓展:姑息治疗和安

乐死

敬佑生命

意义追寻

①视 频:纪 录 片 《人 间

世》。②知识拓展:姑息

治疗和安乐死

①课前线上:观看视频(陶冶式

教学)。②课后线下布置作业:
要求学生围绕“既然生命的尽头

是逝去,那么我们活着的意义是

什么?”写1篇反思日记(启发式

教学)

意义寻求

自我调控

认知和情

感修正

课程总结答疑 职业精神 总 结:回 顾 课 程 内

容、答疑解惑,收 集

教学反馈建议

坚韧不拔 ①视 频:《TED 演 讲:认
知压力》。②总结:回顾

课程内容、答疑解惑,收
集教学反馈建议

①课前线上:观看视频(陶冶式

教学)。②课中线下主题分享:
诉说心理压力(启发式教学)

自我调控

认知和情

感修正

1.2.2 评价方法 两班均于教学前、教学1个月后

和课程教学结束后1周,对生命意义感和职业认同感

进行自评。3次测量问卷均用统一指导语,通过网络

平台向护生发放。①生命意义感量表。该量表由

Steger等[10]编制。王鑫强[11]汉化修订,该量表共10
个条目,包括拥有意义(5个条目)和寻求意义(5个条

目)2个维度,寻求意义维度由第1、3、5、6、10题组成,
其余5道题测量拥有意义维度,其中第2题为反向计

分。采用Likert
 

7级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7(完
全符合)计分,量表总分为10~70分,得分越高表示

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0,本研究测得Cronbach's
 

α系数为0.908。②护

生职业认同感量表。量表由郝玉芳[12]编制,由17个

条目组成,包含职业自我概念(6个条目)、留职获益与

离职风险(4个条目)、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3个条

目)、职业选择的自主性(2个条目)和社会说服(2个

条目)5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1~5分代表

“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其中第12题采用反向计分。
量表得分越高,说明护生职业认同感越强。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827,本研究测得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2。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同时间点组内

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及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若 Mauchly球形度检验的假

设不满足球形假设条件,采用Greenhouse-Geisser校

正。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班不同时间生命意义感评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两班不同时间生命意义感评分比较 分,x±s

班别 人数
生命意义感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拥有意义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寻求意义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对照班 46 50.46±5.53 50.22±6.42 50.09±6.32 24.83±2.57 24.48±3.02 24.63±3.49 25.63±3.31 25.74±4.1725.46±3.65  
试验班 49 51.04±7.29 53.22±8.06  55.04±6.50① 25.24±4.39 26.39±4.39  26.80±3.42① 25.80±3.71 26.84±4.3628.24±3.52①②

t 0.442 2.003 3.764 0.572 2.485 3.052 0.229 1.253 3.793
P 0.659 0.048 <0.001 0.569 0.015 0.003 0.819 0.213 <0.001

F组间 8.933③ 8.136③ 7.047③

F时间 2.173 1.113 2.456
F交互 3.155③ 2.134 3.355③

  注:①与教学前比较,P<0.05;②与教学中比较,P<0.05;③P<0.05。

2.2 两班不同时间职业认同感评分比较 见表4。

3 讨论

3.1 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提

升护生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以生命意义感建构模型

为理论基础,分别从意义寻求、认知和情感修正、自我

调控、同化调节4个建构维度对护生进行以生命教育

为切入点的课程思政教学。通过教学前、后测数据对

比,试验班在教学后拥有意义、寻求意义维度得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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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感总分优于教学前,且显著高于对照班(均
P<0.05)。与尹嫒妮等[13]研究结果相似,表明以生

命教育为切入点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可有效

提高护生生命意义感。与常规单一的认知修正思政

教学方法相比,本教学方案从认知修正和行为感化两

方面入手,更有助于护生深入探索和建构生命意义

感。本研究设计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案秉承内容和形

式并行的实施原则,综合考虑自我投射、个体情绪、人
际关系等生命意义感主要影响因素,从多维度探索实

践生命意义感的形成和发展[9]。在内容上,运用启发

式教学案例和陶冶式的视频短片,通过潜移默化的呈

现方式,引导护生进行情感、认知修正,对生命中的各

种经历和情节重新审视、理解,从而促使其形成积极、
正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4-15]。在形式上,借助多元化

的教学方法与策略,为护生提供具有实践性、合作性、

多元性特点的教学环境,通过行为感化方式,强化同

学间的情感联结、满足内在需求、促进自我反思、激发

内驱力,帮助其体验、感知、明确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

值[16-17]。通过内容和形式相互融通的方式,以满足生

命意义建构维度的交织作用特性,帮助护生通过接

受、认同、重新评估和调整目标或信念,重新建构生命

意义感。此外,由于试验班采用了新的分组方式,护
生在小组学习前期需要与组员适应和磨合,且大部分

的小组学习是在课程教学后期开展,导致寻求意义维

度的显著提升效果体现在教学后期;而陶冶式、启发

式教学主要在教学前1个月实施,使得拥有意义维度

在教学前期的提升较为明显。建议在后期的教学中,
综合考虑不同阶段的教学干预措施,平衡促进护生的

拥有意义维度发展。

表4 两班不同时间职业认同感评分比较 分,x±s

班别 人数
职业认同感*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职业自我概念*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对照班 46 55.02±7.60 57.20±6.64  58.80±7.21① 18.52±4.16 19.00±4.38 20.20±2.89① 12.00±2.76 13.15±2.10① 13.11±2.24 
试验班 49 57.43±8.02 60.80±9.53  63.35±9.76① 19.69±3.39 21.12±4.31 22.16±4.34① 12.57±2.43 13.86±2.53① 14.73±2.75①②

t 1.500 2.147 2.591 1.510 2.378 2.618 1.073 1.472 3.165
P 0.137 0.035 0.011 0.134 0.019 0.011 0.286 0.144 0.002

F组间 9.632③ 11.563③ 8.745③

F时间 10.013③ 7.290③ 12.588③

F交互 0.484 0.441 1.436

班别 人数
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职业选择自主性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社会说服

教学前 教学中 教学后

对照班 46 10.98±1.31 11.35±1.32 11.26±1.74 6.63±0.90 6.50±0.94 6.72±0.91 6.89±1.08 7.20±1.13 7.52±1.30①

试验班 49 11.10±1.72 11.29±1.89 11.43±1.67 6.94±1.14 6.90±1.21 7.27±1.13② 7.12±1.18 7.63±1.33① 7.76±1.60①

t 0.392 -0.186 0.479 1.452 1.782 2.588 0.992 1.719 0.778
P 0.696  0.853 0.633 0.150 0.078 0.011 0.324 0.089 0.439

F组间 0.129 8.890③ 2.737
F时间 1.132 2.237 7.462③

F交互 0.149 0.363 0.254

  注:①与教学前比较,P<0.05;②与教学中比较,P<0.05;③P<0.05。*不满足球形假设。

3.2 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增

强护生职业认同感 生命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护生

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高度的职业道德规范

和职业责任感,践行人道关怀,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6]。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实施以生命教

育为切入点的课程思政教学后,护生职业自我概念、
留职获益与离职奉献、自主选择、社会说服维度和职

业认同感总分显著优于教学前(均P<0.05)。教师

在设计试验班的教学方案时,基于前期横断面研究结

果,即压力知觉、积极应对在护生生命意义感与职业

认同感间存在中介作用[2]。一方面从生命意义角度

切入。通过内容和形式融通的方式,将具有渲染护理

前辈敬佑生命、生命至上思政作用的案例与教学方法

相结合,激发护生在视觉和感官上的共鸣,引发思维

碰撞、产生新的认知突破和转变,使护生更深入地领

悟护理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18],从而提升其职业认同

感[19]。另一方面,从培养护生积极心理品质出发,尤
其重视在改善护生压力应对方面,融入有益于培养护

生积极心理品质的视频和教学方法,如《TED演讲:认
知压力》《克罗恩患者自诉:积极应对困难》和“诉说心

理压力”主题分享活动、小组式学习等,帮助其释放压

力、与同学产生情感联结、获得社会支持、有效管理负

面情绪,形成积极心理品质,从而提升其职业认同

感[20-21]。本研究结果与孟召霞等[22]研究结果一致,从
培养护生积极心理品质出发,可以有效提高其职业认

同感。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班职业认同感总

分和多维度得分在教学中、教学后显著高于对照班

(均P<0.05),且在时间效应和组间效应中存在显著

差异。说明虽然常规的课程思政教学可向护生传递

职业使命感、职业价值感、培养职业道德和伦理观念。
但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课程思政教学更能够从多

层面激发护生对护理职业价值的深层次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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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维度帮助护生塑造职业满足感和自豪感。

4 结论
以生命教育为切入点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思政教

学能够有效通过课程思政案例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的融合教学优势,激发护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提供高参与度和强个性化的学习体验。结果证实

在提高护生生命意义感的同时,其职业认同感也有明

显上升趋势。但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本研

究考评时间较短,无法捕捉长期教学效果和变化趋

势。其二,由于本研究是基于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进

行,研究对象在同一时期还参与了其他课程的学习和

活动,因此无法完全排除混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设计长期的教学计

划,并且控制与生命教育相关的混杂因素,以更准确

地评估生命教育对个体的效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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