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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融入美育的效果。方法
 

将2021级144名采用常规教学的护理学本科生作为对照组;将2022
级147名护理学本科生设为观察组,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融入美学教育,包括理论、实训及实践教学,融知识、能力、素养于一体。
比较两组期末理论考核成绩、技能考核成绩,并对观察组教学前后美育素养及职业认同感进行评价。结果

 

观察组基础护理学理

论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教学后美育素养及职业认同感显著高于教学前(均P<0.05)。结论
 

基础护理学

教学中融入美育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美育素养和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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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育是指培养学生认识、爱好和创造真、善、美能

力的教育,最终使其人格健全,是全面发展教育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提升立德树人教育工作实效具有

独特的价值和意义[1-3]。课程美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

要载体,是把美育与专业课程相结合,纳入各专业人

才培养全过程[4]。然而,目前护理专业教师融合美育

理念开展教学的意识较薄弱、学生美育观念淡薄,且
当下学者对于美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育现状调

查[5]、实践路径策略[6]等方面,缺乏将美育融入护理

专业课程中的实证研究。基础护理学作为护理专业

的核心课程,不但与美育有天然的亲缘性,且具有感

性美育、理性美育和人性美育的功能,可融入美育实

践。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本研究尝试将美育

融入基础护理学教学中,以期提升学生的美育素养及

职业认同感,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我校护理学院经

过普通高考录取入学的2021级144名全日制本科学

生及2022级147名全日制本科学生分别作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学制4年,学生年龄18~23岁。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生源地(人)
城镇 农村

独生子女

(人)
对照组  144 30 114 19.39±0.80 46 98 19
观察组  147 27 120 19.42±0.89 40 107 21
χ2/t 0.281 0.262 0.783 0.073
P 0.596 0.793 0.376 0.787

1.2 方法

教材采用李小寒主编的《基础护理学》第7版,共
18个章节,课程学时为144学时,其中理论64学时,
实训80学时。基础护理学在第3、4学期授课。两组

授课教师相同,均运用超星学习通平台辅助教学。对

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方法,理论课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实训课为小组教学法。观察组融入美育教学,即
采用“认识美—爱好美—创造美”为主线的理论、实
训、实践三大模块递进式教学。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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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教学理念 护理专业美育目标的制定应以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本课程的美育目标为助力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整人格,并使其拥

有护理职业热情、践行美的护理执业行为能力。美育

与德育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最终达到完善人格的目

的。课程团队教师树立“美育德育协同一致”的教学

理念,摸索两者协同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打造美育德

育课堂涵养医者仁心,实现以美培德、以德育美。
1.2.2 教学实施

实施“认识美—爱好美—创造美”为主线的递进

式基础护理学教学模式。理论课程中有意识地融入

美育素材,让学生“认识美”;在实训过程中,提升学生

对美的感知力,使学生“爱好美”;实践环节应用学生

对美的认知达到“创造美”,为学生提升审美能力和将

美带到学习和生活中奠定基础。

1.2.2.1 理论教学 根据课程的教学规律及临床

护理工作的特点,围绕学生发展核心能力精心设计

教学内容,在课程内容中通过融入不同的美育素材,
将美育映射点融入其中,从感性美育、理性美育和人

性美育三大功能,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

领。理论教学采用“线下+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
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设计并完善线上资源,如美育

素材、教学内容的动画资源、文献资料、微课视频、章
节题库等。线上教学时,在学习通发布学习要求、小
组任务、主题讨论,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相应任

务。线下教学时,包括章节测验回顾、学习疑问解

答、小组成果汇报、知识梳理拓展、案例讨论分析5
个步骤。6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具体内容和实

施方法见表2。

表2 基础护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美育理论教学方案

教学内容 美育素材及教学方案 美育目标 教学方式

绪论与环境 线上(课前):学生自主完成视频学习和章节测试。线下(3学

时):①知识拓展,展示国际护士节摄影大赛获奖作品《护士的

手》;引入视频《护士的一天》;②热点讨论,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

成背后的故事

展现形象美,启迪职业认同感;
感知环 境 美,培 养 民 族 自 豪 感

(感性美育)

启发式教学;主
题讨论

预防与控制

医院感染

线上(3学时):自主完成视频学习、章节测试、分组完成思维导

图、《消毒供应中心护士岗位胜任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文献分

析及读书报告。线下(3学时):①知识拓展,播放《最美逆行者》
《中国医生》电影中医护人员逆行出征的片段;②身边实事讨论,
我校毕业生驰援抗疫一线的真实事迹

认识职业美,增强职业荣誉感、
责任感与使命感(感性美育)

主题讨论;榜样

教学

患者入院和出院的

护理

线上(3学时):自主完成视频学习、章节测试、分组完成思维导

图、《老年食管癌放疗患者出院准备度现状及影响因素》文献分析

及读书报告,完成“行动不便老年人入院场景”角色扮演。线下(3
学时):①知识拓展,引入文本资料《分级护理创始者军中南丁格

尔黎秀芳事迹》;②案例讨论,播放《为减少患者焦虑,手术室中专

门运送小孩的玩具小车》视频

感知社会美,培养甘于奉献、服
务社会的精神(感性美育);体验

人文美,培养尊重患者、人文关

怀意识(人性美育)

角色扮演;案例

教学

患者的安全与护士

的职业防护,患者的

清洁卫生

线上(3学时):自主完成视频学习、章节测试、分组完成思维导

图、《信息化技术在老年人压力性损伤管理中的应用进展》文献分

析及读书报告。线下(3学时):①知识拓展,引入文本资料《中国

援非医疗队奔赴西非抗疫前线,医务人员零感染》;引入典籍《礼
记·内则》中有关口腔护理最早的记载;②案例讨论,《天使的微

笑》为乞丐患者皮肤护理视频片段的思考

感知社 会 美,培 养 民 族 自 豪 感

(感性美育);鉴赏艺术美,提升

中华文化自信(理性美育);体悟

人文美,培养尊重患者、人文关

怀意识(人性美育)

启发式教学;主
题讨论

生命体征的评估与

护理

线上(3学时):自主完成视频学习、章节测试、分组完成思维导

图、《经鼻气道内留置吸痰管护理在重症昏迷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分析》文献分析及读书报告,完成“高血压患者血压测量”角色扮

演。线下(3学时):①知识拓展,引入典籍《黄帝内经》中血压升

高最早的记载;引入文本资料《血压计及听诊器的起源》;②案例

讨论,孕妈妈血压的影响因素及孕妈妈有关血压控制图文并茂的

健康宣教方案

鉴赏艺术美,提升中华文化自信

(感性美育);感知科学美,培养

创新思维(理性美育)

角 色 扮 演;VR
体验式教学

休息与活动

冷、热疗法

线上(3学时):自主完成视频学习、章节测试、分组完成思维导

图、《一种脐灸热疗器具的设计与应用》文献分析及读书报告。线

下(2学时):①知识拓展,播放中医五行音乐徵音《汉宫秋月》;引
入文本资料《暖婴转运包的发明》;②案例讨论,视频《因热疗法应

用不当导致出生四天宝宝被截肢》的思考

感知科学美,培养认真、严谨、一
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培养创新思

维(理性美育);鉴赏艺术美,提
升中华文化自信(感性美育)

主题讨论;体验

式教学

1.2.2.2 实训教学 在实训教学中,通过“教师示范

教学+角色扮演及情景模拟教学+案例导向教学”使
学生在实训教学中爱好护理形象美、人文美、职业美、

技术美。4类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见表3。

1.2.2.3 实践教学 在实践教学中,通过“校内技能

竞赛+创新创业训练+社区志愿服务”使学生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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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美、传播美。①校内技能竞赛。举办护士礼仪风采

大赛、护理操作技能大赛、操作流程图设计大赛,强化学

生护理技能,培养学生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提升学生对美的鉴赏和创造能力。②创新创业训练。
通过项目式教学,融入护理前沿知识,拓展学生科研眼

界;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挑战杯等系列创新创业类

比赛和教师科研项目为平台,以赛促创,深入挖掘基础

护理学内容中的创新创业项目,通过实战不断打磨,激
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科学美。如从“患者的安全与

护士的职业防护”内容中孵化了“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

的社区老年人跌倒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人因工程理论

的护士心理负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等创新创业项

目。③社区志愿服务。依托学院晨曦志愿服务团,定期

深入社区、机构进行志愿服务,将血压测量、扣背排痰、
背部按摩、急救操作等便捷、实用的基础护理技术及口

腔健康、睡眠指导、血压控制、饮食管理、排便护理等健

康宣教知识带到基层,服务社会,在有参与感、体验感和

历练感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居民的赞赏与认可,从而推

动校内理论学习与校外实践的相辅相成,增强职业的荣

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创造社会奉献美。
表3 基础护理学美育实训教学方案

实训内容(学时) 美育实施方法和要点 美育目标 教学方式

铺床法,卧有患者更

换床单法(8学时)
教师示范:教师在示范备物、铺单时,在保证节力原则的基础上,
把推车、走路、弯腰等基本动作以优雅的姿态展示出来,同时放

单、展单、包角、叠被的动作也以舒展、敏捷、轻巧的状态展示出

来。美育拓展:课后按照铺床方法进行宿舍铺床练习,拍照上传

至学习通

展现形象美,体现护理操作中的

美感

示范教学;学校

日常训练

生命体征的测量,
乙醇擦浴(8学时)

角色扮演:学生分小组进行角色扮演,进行一对一真人演练操作。
美育拓展:课后为家人进行血压测量及针对性完成血压控制的健

康宣教方案,拍照上传至学习通

体验人 文 美,使 学 生 身 临 其 境

“想患者所想、感患者所感”,增
强临床共情能力,感知人文关怀

的重要性

示范教学;角色

扮演

无菌技术,隔离技术

(8学时)
情景模拟:给予视频,模拟隔离病房的情景,进行无菌操作和穿脱

隔离衣、防护服操作。美育拓展:撰写情景模拟实训反思日记,上
传至学习通

认识职业美,让学生切身体会一

线护士所承受的压力,启迪职业

情感

示范教学;情景

模拟教学

口 腔 护 理,皮 肤 护

理,吸氧法,吸 痰 法

(16学时)

案例导向:通过引入昏迷、鼻饲、高热3类患者的口腔护理案例,
引入清醒患者、昏迷牙关紧闭、气管切开3类患者的吸痰案例,让
学生了解不同患者的护理操作技巧。美育拓展:课后为家人完成

1份口腔卫生的健康宣教方案,上传至学习通

感受技术美,努力用扎实的护理

技术为患者创造美的感受

示范教学;案例

教学

1.3 评价方法

1.3.1 期末考核成绩 ①理论考核成绩。两组学生

参加期末统考,试题均从学校专业组试题库中随机抽

取,为闭卷形式,满分为100分。②技能考核成绩。
期末随机抽考1项操作,考核内容包括评估、准备、操
作过程及质量、终末处理,满分为100分。
1.3.2 大学生美育素养 于观察组课程学习前后采

用许翰锐[7]构建的学生技术美学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评价。该体系包含美学审美意识(4个条目)、美
学基本知识(4个条目)、美学审美能力(4个条目)和
美学创造表现能力(4个条目)4个维度共16个条目,
采取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好”到“非常好”依
次赋1~5分,得分越高代表其美育素养水平越高。
本研究测得量表总的Cronbach's

 

ɑ为0.977。本研究

发放回收问卷均为147份,有效回收率100%。
1.3.3 职业认同感 为了解美育的感性美育、理性

美育及人性美育三大功能的实施效果,明确展现形象

美、认识职业美、感受技术美、体验人文美等美育目标

的达成度,通过职业认同感定量评价学生对护理职业

的荣誉感、责任感及使命感。观察组课程学习前后采

用郝玉芳[8]编制的职业认同感量表进行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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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依次赋1~5分,得分越高代表其职业

认同感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s
  

ɑ为0.827。本研

究发放回收问卷均为147份,有效回收率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基础护理学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理论考

核成绩为(81.76±7.43)分,对照组(79.91±7.68)
分,两组比较,t=-2.091,P=0.037。观察组技能考

核成绩为(91.22±3.38)分,对照组(90.48±4.14)
分,两组比较,t=-1.685,P=0.093。
2.2 观察组教学前后美育素养评分比较 见表4。

表4 观察组教学前后美育素养评分比较(n=147)
分,x±s

项目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美学审美意识 15.78±2.84 17.10±3.10 -3.707 <0.001
美学基本知识 15.23±2.93 16.78±3.17 -4.495 <0.001
美学审美能力 15.46±2.95 17.14±3.07 -4.896 <0.001
美学创造表现能力 14.73±3.15 16.53±3.55 -4.841 <0.001
美学素养总分 61.21±10.9167.54±12.08-4.81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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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观察组教学前后职业认同感评分比较 见表5。
表5 观察组教学前后职业认同感评分比较(n=147)

分,x±s
项目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自我概念 21.07±5.07 23.47±5.88 -3.774 <0.001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13.52±3.46 15.50±3.95 -4.606 <0.001
社会比较与反思 11.82±2.07 12.31±2.55 -1.811 0.072
职业选择自主性 7.08±1.55 7.90±1.83 -4.417 <0.001
社会说服 7.88±1.58 8.31±1.65 -2.356 0.020
职业认同感总分 61.37±11.8967.49±14.90-3.990 <0.001

3 讨论

3.1 基础护理学融入美育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期末考核理论成绩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说明美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课

程理论知识,教学效果良好,与钱耀荣等[9]研究结果

一致。研究表明,以立德树人为引领的课程思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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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础护理学课程秉承“美育德育

协同一致”的教学理念,打造美育德育课堂,摸索两者

协同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打造美育德育课堂涵养医者

仁心,实现以美培德、以德育美。一方面让学生明白

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学校考试,而是为了切实掌

握护理学科的知识技能,为将来在临床岗位救死扶

伤、减轻病患痛苦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美育使

学生长时间浸润在美育情境中,在参与、交流与表达

中逐步锻炼审美能力,增加对护理职业的感性认识,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逐步学会认识美、感受美、爱
好美,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主动性,提升

课程知识掌握度及教学效果[11]。但本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在技能考核成绩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这
可能由于现有技能考核评分标准针对人文关怀、人际

沟通等软指标较少,导致美育效果在技能考核成绩上

无明显差异。因此,今后需继续探讨美育和专业课程

的最佳结合形式,实现优势互补,引导优化学生学习

行为,提高学习效果;同时,在技能考核标准中增加人

文关怀、语言沟通、团队协作等软性评价指标,进一步

挖掘美育在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中的作用机制。
3.2 基础护理学融入美育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美育素

养 美育素养是在审美活动和美育过程中,形成的关

于美的知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现有研究中美育

素养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审美意识、美学基本知识、
审美能力及美学创造表现能力维度[12]。本研究将美

育渗透于观察组教学活动各个层面,将知识、技能的

学习与培育学生的美育素养有机结合,成效较好。本

研究结果显示,课程学习前观察组学生美育素养4个

维度中审美意识维度平均得分最高,而美学基本知识

和美学创造表现能力维度平均得分较低,表明大部分

学生具备正确的审美意识与一定的审美能力。而课

程结束时,学生美育素养较教学前增效显著,且实施

课程美育前后学生审美意识、美学基本知识、审美能

力及美学创造表现能力维度有显著改变(均 P<
0.05),这与高维杰等[11]、杨西惠等[13]研究中提到的

“学校可通过明确培养目标、挖掘美育元素、丰富美育

方法、推进第二课堂建设4个方面提升学生美育素

养”相一致。与此同时,通过以上举措也帮助学生在

其中发现自我,促进身心健康成长,促进五育融合。
本研究基于本校教学实际、章节内容特点及学生学习

习惯,以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整人格,
并使其拥有护理职业热情、践行美的护理执业行为能

力作为美育目标,围绕学生发展核心能力,充分挖掘

感性美育、理性美育及人性美育的美育元素,基于理

论教学、实训教学、实践教学三大模块实施“认识美—
爱好美—创造美”为主线的递进式教学模式,积极推

进“校内技能竞赛+创新创业训练+社区志愿服务”
美育第二课堂建设。通过一系列方法强化学生人文

素养、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丰富护理美学内涵,提升学

生的美育素养。今后可考虑虚拟仿真技术、5G+、人

工智能等教学背景下学生美育的形式,充分利用现代

化美育手段及智慧化美育教学资源开展相应的实证

研究。
3.3 基础护理学融入美育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认

同感 基础护理学作为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

专业核心课程,除向学生传授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外,还需使立德树人目标渗入学生处理学习问题及临

床问题的具体情境中,引导学生拥有积极的职业态

度,塑造护理职业信念及认同感[14-15]。研究表明,护
理美学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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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专业课程的美育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修养

和审美能力,更有助于提升学生职业情感和人文素

养,对价值塑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16]。本研究结果显

示,基础护理学的美育可提升观察组学生的职业认同

总分以及自我概念、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职业选择

自主性和社会说服维度得分,与刘瑶等[17]研究结果一

致。究其原因,一方面,本研究在课堂教学设计及实

施中充分利用美育知识面广的特点,深入挖掘医院环

境、护患关系、护理操作等多个领域的美育元素,通过

开展角色扮演、案例分析、主题讨论、榜样教学等丰富

多样的教学活动,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课堂

参与度,加深学生对护理专业的认知和理解,提高审

美能力、创新能力,增强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

方面,通过“校内技能竞赛+创新创业训练+社区志

愿服务”的美育实践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护理专业,通过有参与感、体验感和历练感的

实践活动,推动校内理论学习与校外实践的相辅相

成,高度引发学生的知识共鸣、情感共鸣、价值共鸣,
使学生真切感受到成为一名护理工作者的自豪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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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从而提升护理职业认同感[18]。

4 结论
本研究将美育融入基础护理学的教学中,通过理

论教学、实训教学、实践教学三大模块实施“认识美-爱
好美-创造美”为主线的递进式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

效果,增强了学生的美育素养及职业认同感,可为本

科院校美育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实践提供参考。本

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美育的内容、范围和深度不够,课
题组今后将继续完善美育教学路径,充分利用和挖掘

专业课程蕴含的优质美育资源,力求教学策略、教学

方法的丰富多样,注重潜移默化,将美育由形式美育

最终走向实质美育,使美育进一步升华,从而推动美

育育人与专业建设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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