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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课程思政教学在护理本科精神科护理学中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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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智慧化课程思政教学在护理本科精神科护理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20级103名护理本科学生作为对照组,
2021级120名护理本科学生作为试验组。在精神科护理教学中,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试验组构建智慧化课程思政方案及

多模态思政资源用于教学。课程结束后进行理论及实践考核,采集课堂实录视频分析学生思政教学参与度,并调查学生对课程思

政教学评价。结果
 

试验组学生理论、实践考核成绩及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试验组学生课堂情

绪以积极为主,对照组以消极为主,试验组学生情绪唤醒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智慧化课程思政教学在精神科护

理学的实施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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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lligen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sychiatric
 

Nursing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Methods
 

A
 

total
 

of
 

103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2020
 

were
 

tre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eaching
 

in
 

Psychiatric
 

Nursing
 

course,
 

while
 

their
 

counterparts
 

enrolled
 

in
 

2021
 

(n=120)
 

were
 

serv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receive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was
 

deve-
loped

 

usi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and
 

multimodal
 

resources.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at
 

comple-
tion

 

of
 

the
 

cours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assessed
 

using
 

videos
 

recorded
 

during
 

the
 

teaching,
 

and
 

students'
 

evaluation
 

with
 

the
 

teaching
 

was
 

also
 

surveyed.Resul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amination
 

scores,
 

as
 

well
 

as
 

the
 

score
 

of
 

evaluation
 

with
 

the
 

teachin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pressed
 

more
 

positive
 

emotion,
 

whil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emon-
strated

 

more
 

negative
 

emotion
 

during
 

the
 

teaching.The
 

emotional
 

arousal
 

degree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Implementing
 

intelligen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sychiatric
 

Nursing
 

course
 

can
 

arouse
 

students'
 

positive
 

emotion
 

and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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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护理学是护理学专业必修课,但由于社会

公众对精神疾病存在“污名化”,导致护理专业学生对

精神疾病患者心存恐惧、抗拒等心理,对精神科护理

执业持消极、回避态度。课程思政可发挥对学生职业

价值观引领、优化职业素养的作用,对精神科护理学

专业教学起着重要的赋能作用[1]。当前精神科护理

学课程思政正逐步融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通过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视频教学等方法强化思政教学与专

业教学的融合,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然而,

课程思政学习资源单一,缺乏沉浸感和互动性,学生

体验感不强等[2-3],仍影响着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

对专业教学的赋能作用。因此,如何将课程思政与专

业学习有机融合,让学生获得积极学习体验,实现课

程思政与专业教学同向同行,是目前精神科护理学课

程思政教学的难点。智慧教学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和人工智能手段,构建个性化、交互式的教学环境,促
进教学过程中的深度参与和互动,优化学习效果的教

学模式[4]。本研究通过构建和应用多模态思政学习

资源及智慧化课程思政方案,将数字化学习资源、智
慧教学工具、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中,并
采用课堂情绪分析系统分析学生课堂学习体验,以促

进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为课程思政的实

施与评价提供新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便利选取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全

国统考录取的四年制全日制护理专业本科学生为研

究对象。将2020级103名学生作为对照组,202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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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名学生作为试验组。学生需要修完护理心理学

课程,具备一定护理心理学知识。两组一般资料及护

理心理学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及护理心理学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生源地(人)

广东 非广东

护理心理学成绩

(分,x±s)
对照组 103 24 79 20.97±0.95 64 39 79.41±5.65
试验组 120 34 86 20.88±0.64 76 44 80.85±6.63
t/χ2    0.729 0.815    0.034 1.749
P    0.393 0.416    0.854 0.082

1.2 教学方法 
教材采用刘哲宁等[5]主编的《精神科护理学》,课

程共3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20学时,实践教学12学

时,安排在第6学期。试验组和对照组教学内容、授课

学时、理论和实践考核安排等方面均一致,课程主讲教

师共6人(高级职称3人,副高级职称3人;博士1人,
硕士4人,本科1人)。对照组课程思政内容由教师自

行制订,根据教学内容有机融合。试验组课程思政方

案聘请思想政治课程教师指导,挖掘思政元素,构建多

模态课程思政学习资源与数智化课程思政方案,采用

智慧化教学模式实施课程思政。具体如下。
1.2.1 构建智慧化课程思政方案 ①立足我校“仁心

仁术”护理人才培养目标,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制订课程

思政目标,明确育人主线,确定了“培养具有科学脑、人文

心、技能手、艺术嘴、创新魂”的精神科护理人才的育人主

体。②根据课程思政目标与教学内容挖掘思政元素,明
确教育载体,形成6类思政元素(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
化传承、道德法制、科学精神、职业素养),6种思政教育

载体(发展沿革、先进人物、典型事迹、新闻故事、临床案

例、科研成果)。③凝炼思政特色,形成7种教学活动(理
论阐释、影视赏析、案例分析、模拟体验、小组讨论、见习

反思、创新服务)。④开发数字化学习资源,利用智慧化

教学工具与人工智能工具为课程思政赋能。精神科护理

学智慧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案,见表2。

表2 精神科护理学智慧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知识单元 课程思政点(教育载体) 融入方式(教学活动) 育人功能 数智化辅助手段

第一章绪论 1.新闻故事+发展沿革+临床案例:过去精神病患者管理

方式及新闻报道,对比封闭式管理和开放式病房人性化

管理,总结病区管理模式发展沿革

2.典型事迹:我国《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和
《健康中国2030》精神健康促进行动

理论阐释

案例分析

1.强化道德法制意识及精神

健康守护者的使命感

2.激发学生政治认同和爱国

情怀

自主开发课程微信公众号推

送微知识

第二章精神障碍

基本知识

临床案例:介绍精神疾病症状时,让学生体验幻听声音,讨
论交流感受

模拟体验

小组讨论

培养学生理解关怀患者的职

业素养

试听教材+虚拟仿真软件+学

习通在线发布任务,投屏感受

第三章精神科护

理技能

临床案例+典型事迹:介绍精神科沟通技能时嵌入课堂情

境演练———共情情境对话练习与体验;讨论与不同精神障

碍患者沟通的注意事项

模拟体验

小组讨论

培养学生构建和谐护患关系

的道德修养及诚实守信的职

业操守

在线选人演示、投屏建议、词
云分析

第四章神经认知

障碍患者的护理

1.故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护理课堂导入———赏析影视剧

片段《都挺好》;讨论辨析阿尔茨海默病表现

2.科研成果+先进人物:介绍自主科研成果“阿尔茨海默

病早期预警系统”

影视赏析

小组讨论

理论阐释

案例分析

1.培养学生理解关爱患者的

职业道德与修养

2.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的科学

精神

自制微影视集+网络投票、随
堂测试、线上学习平台投屏主

题讨论、词云分析

第五章物质使用

与成瘾行为所致

障碍患者的护理

1.典型事迹:课堂导入视频片段《虎门硝烟》

2.新闻报道+科研成果:介绍新型毒品的种类及危害;介
绍科研新进展“基于正念的成瘾行为干预策略”

影视赏析

理论阐释

案例分析

1.培养学生政治认同及家国

情怀

2.培养学生理想信念及探索

创新的科学精神

自制微影视集+网络投票、投
屏分享

第六章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护理

1.故事:课堂导入电影片段《美丽心灵》;小组讨论主人公

纳什的前驱症状与典型症状;辨析其所患精神分裂症的

类型;总结支持主人公克服疾病困扰,获诺贝尔奖的护

理干预措施

2.临床案例:将思政元素嵌入PBL案例与任务中,设计精

神分裂症的综合护理干预策略;自评互评、辩论评价干

预措施等任务

影视赏析

小组讨论

案例分析

1.培养学生理解关爱患者的

职业道德修养

2.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精益求

精的职业素养及批判开放、
探索的科学精神

自制微影视集+线上学习平

台预习、讨论、网络投票、投屏

分享

第七章和第八章

抑郁障碍及双相

情感障碍患者的

护理

1.新闻故事:课堂导入 WHO科普动画《黑狗》;介绍患抑

郁症名人及新闻报道(案例穿插式)

2.科研成果+先进人物:介绍自主科研成果抑郁预测模型

及预警系统、人工智能情绪手环(案例穿插式+隐性渗

透式)

3.临床案例:介绍中医情志调节技术(主题嵌入式)

影视赏析

案例分析

理论阐释

1.培养学生理解患者、敬畏关

爱、守护生命的职业使用感

2.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的科学

精神

3.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

趣与传承意识

自制微影视集、新华网课程资

源赏析、微信公众号体 验 辨

析+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

第九章焦虑与恐

惧、强迫相关障碍

患者的护理

1.临床案例:课堂导入精神障碍临床症状表现视频片段,
讨论辨析焦虑障碍、焦虑状态、恐惧障碍的区别

2.科研成果:课堂活动———体验正念减轻焦虑的作用,讨
论焦虑缓解的因素

案例分析

模拟体验

1.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

2.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的科学

精神

网络投票+自制数字化课程

体验资源、新华网课程资源赏

析

第十三章神经发

育障碍患者的护

理

1.故事:课堂导入视频片段《守护来自星星的你》、世界自

闭症日宣传片,总结孤独症表现,讨论孤独症儿童的关

爱措施

2.科研成果:赏析孤独症儿童绘画,介绍艺术治疗、游戏治

疗在患儿康复中的应用进展

影视赏析

理论阐释

1.培养学生理解关爱患者的

职业素养

2.培养学生探索创新的科学

精神

自制微影视集+网络投票、线
上学习平台投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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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精神科护理学数智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知识单元 课程思政点(教育载体) 融入方式(教学活动) 育人功能 数智化辅助手段

新入院精神障碍

患者的接待(分组

演练)

临床案例:小组情景模拟演示精神障碍患者与家属入院沟

通方案,通过角色扮演体验医护患的感受,自评互评、讨论

方案完善策略

模拟体验

小组讨论

创新服务

培养学生尊重、关爱、理解患

者及家属,用专业技术与患者

建立和谐诚信关系,以及团队

合作的职业道德修养

课程思政知识图谱+线上学

习平台主题讨论、网络投票

精神科暴力风险

评估与处理(分组

演练)

临床案例:情景模拟演示精神科暴力现场处理,角色扮演

体验医护患的感受,自评互评、讨论分析暴力产生的原因

与应对策略

模拟体验

小组讨论

创新服务

强化对暴力患者实施保护性

约束的法律文件的准备,培养

学生遵守医疗法律法规及伦

理规范的职业道德修养

虚拟仿真实验+线上学习平

台主题讨论、网络投票

精神科护理见习 临床案例+发展沿革:见习精神障碍患者入院评估科,防

外走、防暴力、防藏药、防自杀预警及干预系统,体验自主

科研发明专利———保护性约束衣,讨论患者主要问题并制

订相应护理措施,并感恩患者对个人专业学习的贡献

发展沿革

模拟体验

小组讨论

见习反思

创新服务

培养学生用专业知识技术服

务患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及爱

岗敬业的职业素养、勇于探索

的科学精神

随堂测试软件

创新实践第二课

堂

临床案例+科研成果:针对精神科护理实践中的难点问

题,团队合作实施创新项目开发,开展志愿服务,解决患者

临床问题务

小组讨论

创新服务

培养学生开拓创新的科学精

神、用专业知识技术服务患者

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升职业使

命感与专业自豪感

ChatAI、百度文心一言

1.2.2 构建多模态课程思政学习资源 多模态资源

指文本、图像、音频、视频、3D模型、互动媒体以及社

交媒体等多种类型的媒介和表达手段[6]。课程团队

构建多模态课程思政学习资源,调动学生视、听、触、
空间觉多感官体验及行为体验,增强学生思政学习体

验,见表3。
表3 精神科护理学多模态思政学习资源

资源名称/类型 资源内容 融入方式(教学活动) 育人功能

PBL、情 境 模 拟 教

学/文本+图像+视

频资源案例集

精神分裂症患者护理、新入院精

神障碍患者接待与出院指导、自

杀及外走风险评估;工娱治疗、

生活与社交技能康复

教师通过知识图谱将案例任务与相关的课程思政知识

点与学习资源链接,在线推送思政学习资源,引导学生

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如引导学生观看其他学生制作的案

例情景剧,在线“纠错”或“优化”人文关怀策略)

师生同行,编排、演练案例,加深学生对精神障

碍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不同角色的理解,帮助

学生加深对人文关怀、共情能力及职业素养的

理解与应用

虚拟仿真实验及线

下游戏方案/文本+

3D模型+互动动画

走进精神科病房、精神疾病症状

体验、暴力风险评估与处理

课前引导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浏览精神科病房与人性化

布局设施,完成对虚拟暴力患者的风险评估与沟通缓和

等体验及探索任务,总结共情话术等人性化暴力管理策

略。课堂引导学生将虚拟仿真实验中总结的人性化暴

力管理策略应用于线下的情境模拟案例与游戏中,在实

践中思考与优化策略。课后通过知识图谱与虚拟仿真

实验引导学生巩固知识,智能推荐学习资源

1.理解患者暴力先兆及诱因,消除学生对精神

科病房及暴力患者的偏见与恐惧

2.沉浸式练习培养学生非暴力沟通技能及人

文关怀精神,增强学生职业素养

视听教材/视频 精神科常用技术、精神科常见症

状

课前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拍摄一种精神疾病症状视

频,线上交流感悟,并设置相关的课程思政测试题。课

堂采用角色反转教学,学生以教师身份展示自己拍摄的

视频,抛出自己设置的思政测试题,其他学生在线抢答

深刻理解精神症状与患者体验,消除学生对精

神疾病的恐惧与病耻感,树立对待精神疾病与

精神障碍患者的正确态度

微信公众号:精神健

康知信行/多媒体资

源

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问题及反馈的难点,发布护理技

巧、前辈经验与工作感悟、前沿知识与技术等推文、短视

频供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精神疾病知识、精

神科护理技巧,助力专业素养的提升

影视故事/视频资源 《都挺好》《美丽心灵》《飞跃疯人

院》《来自星星的你》

教师课前选取、剪辑影视剧中积极向上的主旋律、正面

典型人物的经历与故事、社会热点问题,制成思政微影

集,学生课堂赏析影视片段,教师在线发布主题讨论,引

导学生投屏分享感悟

通过影视剧中积极向上的主旋律、正面典型人

物的经历与故事、社会热点问题,自然地传播

正能量及正确的价值观,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亲历者绘画作品集/

图像+文本资源

精神障碍患者绘画作品背后的

故事

教师收集精神障碍患者艺术疗愈过程中的绘画作品,制

成作品集。课堂中引导学生赏析作品,向学生讲述作品

投射出的患者情感及心路历程,引导学生解析患者作品

通过赏析患者绘画作品,了解患者的心路历程,

聆听、讲述患者的故事,培养学生对精神疾病及

患者的共情,促进对精神疾病及患者的理解

作品集/文本+图像

资源

精神科护理领 域 优 秀 论 文、获

奖、科研项目、发明专利、社会服

务典型案例

课堂、课外展示学生成果,分享创作过程及从中受到的

启发。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社会服务活动

1.赏析学生获奖作品,激发学生科研创作热情

2.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创作作

品,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社会服务意识

3.培养学生专业自信心和自豪感

新华网课程思政学

习平台/网络平台资

源

思政学习案例 通过超星学习平台链接新华网课程思政学习平台,推送

课程相关思政学习资源,鼓励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同时

将最打动自己的思政元素、思政教学好方法与学习收获

简报发送给教师,获得学习积分,师生同行,教学相长

通过丰富的思政案例视听素材,传递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法治观念,培养学生道德法治修

养与专业素养

1.2.3 教学实施 以精神科暴力风险评估与处理模

块为例,将虚拟仿真实验等多模态学习资源、智慧教

学工具与课程知识点、思政元素相结合实施智慧化课

程思政教学。①课前“智引”:教师借助超星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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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知识图谱,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测试,以虚拟仿

真交互实验任务引导学生自主探索练习,通过沉浸

式、交互式体验,启发学生自主设计暴力应对方案,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及科学创新精神。
②课堂“智学”:应用智慧化教学工具,采用线下翻转

课堂,通过情境模拟案例任务,引导学生分组进行基

于标准化病人的情景模拟团队演练,在模拟情境下实

践演练课前设计的暴力应对方案,通过“逆向思政”的
方式,让学生将学到的沟通技能、人文关怀、职业素

养、科学精神“输出”,应用到模拟案例中,在实践中检

验真知。教师通过学习通在线投票活动发现争议性

问题,引导学生互评;应用在线选人、抢答打破课堂沉

默,通过主题讨论与投屏引导学生共享演练中的疑

问、难点与感悟,助力学生自评、互评、反馈,反思设计

方案的亮点与不足,实现生生、师生的同频共振。③
课后、课外“智练”“智创”:课后通过知识图谱、虚拟仿

真实验巩固课堂所学知识;课外在临床实践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通过人工智能平台科研选题,赏析优秀

创新项目,自主设计精神科暴力防范工具,申请创新

成果;与精神科护士一起组成精神危机防范志愿小

组,到社康中心参与精神科危机防范培训,将创新成

果应用于临床实践,培养学生科研创新精神与社会服

务意识,增强学生的职业价值感。
1.3 评价方法

1.3.1 理论与实践考核 课程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

行理论与实践考核。理论考核采用闭卷考试,包括选

择题、简答题及案例分析题,总分100分。实践考核

为精神科基本技能情境模拟考核及见习病例报告撰

写,满分均为100分。其中精神科基本技能情境模拟

考核知识点包括精神障碍患者的接触技巧、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症状评估与护理、暴力与自杀风险评估与护

理技能。案例与任务、考核评价表均在《精神科常用

护理技能规范培训手册》[7]中相应单元案例的基础上

改编而成。
1.3.2 学生课堂情绪分析 采集两组学生课堂实录

视频。采用抓阄法随机选取50%的课程内容,然后

从两组教师撰写的教案中抽取所选教学内容中标注

有课程思政的内容,由2名研究助理查看高清摄像头

拍摄的课堂实录,从中截取与教案对应的课程思政视

频,采集试验组视频时长48分39秒(样本量37
 

021
帧),对照组视频时长25分14秒(样本量13

 

380帧)。
采用心奕心Xface人工智能群体面部表情自动识别

与分析系统,通过情绪唤醒度和情绪效价(积极与消

极情绪比值)二维情绪评估模型,分析两组学生的课

堂情绪反应。情绪效价为正值时表示被试对象为积

极情绪主导,情绪效价为负值时表示被试对象为消极

情绪为主导,数值越大表示情绪强度越大。唤醒度表

示被试对象被激活的程度,唤醒度越高说明被试对象

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激活程度越高[8-9]。
1.3.3 课程思政效果评价 采用陈丹丹[10]的课程

思政评价量表调查两组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共16个条目,分为2个维度(课程思政对学习能力的

影响、课程思政对情感态度的影响),采用Likert
 

5分

法计分,1~5依次代表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
确定、基本符合、完全符合,总分16~80分,得分越

高,说明课程思政学习对专业学习的帮助越大,课程

思政 学 习 效 果 越 好。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 数

0.97。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两独立

样本t检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实践考核成绩及对课程思政教学评

价得分比较 见表4。
表4 两组理论、实践考核成绩及对课程思政

教学评价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情境模拟 见习病例报告 课程思政评价

对照组 103 74.69±6.42 85.00±4.15 88.67±4.93 59.20±5.66
试验组 120 78.51±7.34 89.11±3.94 89.96±3.64 67.07±10.57

t 4.103 7.577 2.190 6.768
P <0.001 <0.001 0.030 <0.001

2.2 两组学生课堂情绪分析结果 试验组情绪效价

为1.71,说明试验组学生的情绪以积极情绪为主;对
照组情绪效价为-11.11,说明对照组学生的情绪以

消极为主。试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课堂情绪唤醒度分

别为70.71±19.32、66.62±14.09,试验组情绪唤醒

度显著高于对照(t=22.427,P<0.001)。

3 讨论

3.1 智慧化课程思政教学能激发学生积极情绪体

验,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情绪唤醒度和情绪效价

(积极性/消极性)形成的情绪评估模型能评估学习者

的情绪状态[8-9,11-14]。通过该模型,本研究发现试验组

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更高的情绪唤醒度和积极情绪

倾向,说明智慧化课程思政学习能带给学生更加积极

的情绪体验。而积极的情绪意味着积极的学习效

果[15]。这可能与基于多模态数智化思政学习资源用

于课程思政教学,能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体验,增强思

政学习趣味性和互动性有关。已有研究表明,融合多

模态资源的智慧教学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16-18]。
自我决定理论也认为,满足学习者自主感、胜任感、归
属感等心理需求,可激发学习者积极情绪体验,从而

提高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19]。本研究中,多样化的

数字化思政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了多种自主学习选

择,满足了学生的自主感;虚拟仿真及智慧教学工具

等通过即时反馈提升了学生的胜任感,创造了师生、
生生互动氛围,这些因素共同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情绪

体验和思政学习动机,从而强化了课程思政学习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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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慧化课程思政教学有利于思政元素与专业知

识融合,促进专业知识学习 本研究显示,试验组学

生的理论、实践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
表明与传统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相比,智慧化课程思政

教学更能有效促进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

的提升。可能与智慧化课程思政学习增加了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提供了学习情境和社会互动有关。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主动学习、真实的学习情境和社

会互动有利于知识体系的构建[20-22]。首先,多模态课

程思政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学习选择和沉

浸式的思政学习环境,将思政学习潜移默化入自主学

习中,让学生的思政学习更加主动。人工智能技术则

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链接形成课程思政知识图

谱,实现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为学生

提供了个性化的思政自主学习路径,精准推荐与其专

业学习相适应的思政学习资源,在这种学习过程中,
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同时,将专业知识置于思政元素映

射出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道德的临床与社会情境

中加以考量。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促使学生重新

审视和整合已有的知识结构,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现实

情境中更加灵活地应用专业知识,从而全面提升综合

能力,不仅增强了学生学习思政内容的主动性,也深

化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此外,智慧教学工具

辅助下的课程思政增加了思政学习的趣味性,使师生

主动投入到时时互动、反馈与评价中,形成师生学习

共同体,为学生提供了社会化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批

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的发展,培养了职业道德和社会

责任感,实现了知识与价值观的同步建构,在价值观

塑造的同时,提升专业知识素养。

4 结论
本研究显示,精神科护理学智慧化课程思政教

学,强化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能激发学生的

积极情绪体验,增强课程思政对专业学习的赋能效

果。未来可探索更多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智慧化

创新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探索课程思政的

自适应学习方法,并开展纵向研究,跟踪学生的思想

变化与职业发展轨迹,评价课程思政远期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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