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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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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设与应用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为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方法
 

组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建设

团队,明确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思路,编写和完善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穿插于护理学本

科学生精神科护理学的教学中。结果
 

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包括20个案例。学生对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

例的评分为(89.50±7.44)分。结论
 

建立的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可为精神科护理学

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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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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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eam
 

wa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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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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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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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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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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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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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印发一系列课程思政建设政策文

件,全面推进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如《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指出,必须将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贯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中,贯穿于课堂

授课、教学研讨与实验实训等各环节。将课程思政

贯通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中,有机融入护理专业课程,
为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护士,是高等学

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精神科护理学是

护理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为学生在医疗卫生机构

提供精神护理奠定必要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进
而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护理服务需求[2]。教学

案例是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手段之一。本研究

基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政策要求,结合精神科

护理学教学需求,建设与应用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

政教学案例库,旨在提高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

学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建设团队 精神科护

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团队共6人,其中

教授3人,副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1人;博士3
人,硕士3人。2名教授指导和监督本课程思政教

学案例库的建设,确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1名教授

与1名副教授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

过程等,筛选阿尔茨海默病等常见的精神障碍病例;
1名讲师与1名助教负责挖掘、收集与整理课程思

政素材。
1.1.2 函询专家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10名精神

科护理或课程思政教学领域的专家。纳入标准:硕士

及以上学历;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其中男2人,女8
人;年龄36~59(49.07±15.64)岁;教授5人,副教授

5人;博士3人,硕士7人;精神科护理领域8人,课程

思政教学领域2人。
1.2 方法

1.2.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建设

2023年3-8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建设。
1.2.1.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思路 ①贯彻落实

有关文件[3-4]精神,加强对护理专业学生医者仁心教

育,教育引导学生提高对精神健康的重视,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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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对精神障碍的能力。
②根据《护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5],明确精

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包括坚定理想信念、
激发家国情怀、增强法治意识、培育科学精神与提升

职业素养。③结合《精神科护理学》[6],筛选阿尔茨海

默病、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双相障碍、广泛性焦虑

障碍、惊恐障碍、场所恐惧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创伤

后应激障碍、强迫症、睡眠障碍、进食障碍、智力发育

障碍、孤独症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15种常见的精

神障碍。④通过查阅文献、新闻报道和法律法规等,
明确课程思政元素、案例(包括精神科护理国际事件、
全球热点话题、杰出的精神科护士等)与教学方法。
1.2.1.2 构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框架 查阅护理学

相关教学案例文献,包括《精神科护理教学案例分

析》[7]和《护理管理案例精粹》[8]等书籍,提取教学案

例的内容,总结和概括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

例的构成,包括章节知识点简介、精神障碍临床病例、
临床表现、护理问题、护理措施、课程思政目标、课程

思政案例、教学方法与知识链接共9个模块,形成精

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框架。
1.2.1.3 编写与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精神科护

理学共36学时,其中理论26学时,实践10学时。根

据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结合15种常见的精神障碍,
采用便利抽样法,在河北省、北京市各选择1所三级

甲等精神专科医院,选择老年科、康复科、睡眠医学

科、临床心理科和少儿精神科,由研究者收集精神障

碍临床病例。按照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设计思路和框架,编写相应精神障碍的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如在案例中引用相关文献[9-10]进行阐释),形成

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初稿。采用自

编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专家函询问卷,
通过2轮专家函询,征求10名专家对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库的意见和建议,专家的意见主要包括提高课程

思政案例与授课章节知识点的融合性、教学方法的适

宜性,在此基础上修订和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
形成终稿。
1.2.2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应用

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库的应用。选择承德医学院2021级护理学本科

专业三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穿插于精神科护理学相应章节的教学中。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法与小组讨论相结

合,课前在学习通平台发布学习资料,包括课程思政

教学案例、影视片段和思考题等,学生分组对课程思

政案例进行讨论;课上采用小组汇报的形式展示课程

思政教学案例的学习效果,包括课程思政案例分析的

内容、团队成员的分工与协作、PPT展示等。根据护

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课堂评价表[5],编制精神科

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课程评价表,包括课堂思政目

标、内容、方法与效果,共10个题目,每题满分10分,
总分0~100分,得分越高说明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

政教学案例库应用效果越好。于课程结束时,由学生

填写评价表。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

2 结果

2.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建设结果 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库共20个案例,涉及的章节知识点包括神经认知

障碍及相关疾病患者的护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
抑郁障碍患者的护理共10章,涉及的临床病例包括阿

尔茨海默病等15种。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对应的教学

案例数目:坚定理想信念2个,激发家国情怀5个,增
强法治意识6个,培育科学精神3个,提升职业素养4
个。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节选见表1。
2.2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应用结果 本研究发放问

卷530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520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8.11%。520名 学 生 中 男28名,女492名;年 龄

18~24(19.21±1.07)岁。学生对精神科护理学课程

思政案例库教学评分(89.50±7.44)分。

3 讨论

3.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建设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

评价案例研究的重要方面,可通过研究设计、资料收

集与资 料 分 析 等 研 究 环 节 评 价 案 例 研 究 的 科 学

性[11-13]。本研究分析课程思政建设政策文件,根据

《护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5],形成精神科护

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思路,提升研究方案的科

学性;研究团队根据研究方向和基础进行任务分工,
提升团队分工的科学性,进而提高了精神科护理学课

程思政教学案例研究设计的科学性。结合文献分析

和专家函询,构建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框

架,归纳和整理课程思政目标、案例与教学方法,在此

基础上编写和完善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提高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的科学性。有关研究亦通

过组建案例库建设团队,采用专家函询修订课程思政

案例库[14],与本研究方法一致。
3.2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适用性分析 本研究结

果显示,学生对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案例库教学评

分为(89.50±7.44)分,表明该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

具有较高的适用性。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

例主要包括精神障碍临床病例、临床表现、护理问题、
护理措施、课程思政目标和课程思政案例等部分,其
中精神障碍临床病例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

和抑郁障碍等常见的精神障碍,有利于学生熟悉这些

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护理问题和护理措施。同时,
将思政元素融入这些精神障碍教学中,有利于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

机统一[15]。课程思政目标及案例落实教育部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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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政策要求,践行我国健康中国战略,聚焦世界

著名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融合学生亲身经历,有利

于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提高对人民群众精神健康的

重视,提升思想素质和护理职业价值水平。
表1 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节选)

章节知识点 精神障碍临床病例 思政目标 思政案例 教学方法

第4章神经认知障

碍及相关疾病患者

的护理

阿尔茨海默病 提升职业素养:通过知名的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加深学生对疾病的认识和了

解,培养学生敬佑生命的精神,提高护

理服务能力

罗纳 德 · 威 尔 逊 · 里 根 (Ronald
 

Wilson
 

Reagan)是第40任美国总统,于1994年公开发

表声明,宣布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时年84
岁,这一消息引发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病广泛的

关注。研究显示,2021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及

其他痴呆患病人数达16
 

990
 

827例,约占全球

患病人数的29.8%[9]。引导学生关注阿尔茨

海默病,掌握其临床表现和护理措施,提高对

该疾病的护理服务能力

案例教学法

理论讲授

图片导入法

第6章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护理

精神分裂症 增强法制意识: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对护

士实施暴力的危险,与幻听等精神症状

有关。因此,加强学生对精神科护理相

关伦理及法律的了解,维护护士和患者

的权利

学习《护士条例》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了
解精神科护理相关伦理及法律,维护护士的

权利。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自伤、实
施暴力等常见的护理问题及其特点,掌握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身体约束的基本要求,
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维护患者的权利

案例教学法

角色扮演

演示法

第7章抑郁障碍患

者的护理

抑郁障碍 坚定理想信念:我国抑郁障碍的发病率

较高,且有升高的趋势,主要以预防为

主。因此,加强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大卫生、
大健康和预防为主的理念

了解世界预防自杀日,自2003年开始,世界

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将每年9月

10日确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预防自杀

行为。引导学生参与预防自杀活动,通过预

防自杀教育主题班会等,促进居民精神健康

案例教学法

理论讲授

影视片段导

入法

第9章焦虑与恐惧

相关障碍患者的护

理

焦虑障碍 激发家国情怀:强化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培育学生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的意识和行为

了解政策文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指出加强对焦虑障碍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

群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承德医学院

护理学院推动省级科普示范基地“生命全周

期健康促进科普示范基地”的建设,开展焦

虑障碍健康科普教育工作,精神科护理学主

讲教师录制焦虑障碍微视频

案例教学法

理论讲授

实践法

第10章应激相关障

碍患者的护理

创伤 后 应 激 障

碍

提升职业素养:地震、火灾、交通事故或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易引起创伤

后应激障碍。培养学生救死扶伤与大

爱无疆的精神,提高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精神护理服务能力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护理专业人

才是抗击疫情的主力军,用行动诠释了“不
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
精神。患者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应受

到关注,特别是创伤后应激障碍[10],加强对

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护理评估与干预,提
高患者心理健康水平

案例教学法

理论讲授

小组讨论

4 结论
本研究在分析课程思政政策文件的基础上,根据

有关指南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结合精神科护理学

常见的精神障碍,采用文献分析和专家函询等相结合

的方法,形成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并
应用于精神科护理学教学中,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本次教学未进行对照试验,教学效果有待进一

步论证。未来研究可继续探讨精神科护理学课程思

政教学案例库应用对学生的长远影响,进一步完善精

神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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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好奇心量表的汉化及在护理本科生中的信效度检验

杨甜甜1,2,王颖1,
  

黄子菁1,
  

郭晓贝1,张昕悦1,2,
 

郭月1,彭梦婷1,2,
  

崔梦影1

摘要:目的
 

汉化医学好奇心量表并检验其在护理本科生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根据Brislin模型,通过翻译、回译、专家咨询和预

调查对医学好奇心量表进行汉化与文化调适,形成中文版医学好奇心量表。2024年4-6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湖北省7所高

校就读的525名护理本科生进行调查,评估中文版医学好奇心量表的信效度。结果
 

中文版医学好奇心量表包括智力好奇心和社

会好奇心2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量表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833~1.000,平均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33。探索

性因子分析提取2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210%;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2/df=2.933,CFI=0.978,RMSEA=0.078。

量表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35,折半信度和重测信度分别为0.819和0.921。结论
 

中文版医学好奇心量表信效度良好,可
用于对护理本科学生医学好奇心的评估工具。

关键词:护理本科生; 医学好奇心; 量表; 求知欲; 信度; 效度;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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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Medical
 

Curiosity
 

Scale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Yang
 

Tiantian,
 

Wang
 

Ying,
 

Huang
 

Zijing,
 

Guo
 

Xiaobei,
 

Zhang
 

Xinyue,
 

Guo
 

Yue,
 

Peng
 

Mengting,
 

Cui
 

Mengying.Department
 

of
 

Nursing,
 

T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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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3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translate
 

the
 

Medical
 

Curiosity
 

Scale
 

(MCS)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and
 

to
 

test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Based
 

on
 

Brislin's
 

translation
 

model,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CS
 

was
 

deve-
loped

 

through
 

translation,
 

back-translation,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pre-survey.
 

From
 

April
 

to
 

June
 

2024,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525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seve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Hubei
 

Province
 

and
 

were
 

survey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CS.
 

Resul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CS
 

consists
 

of
 

two
 

dimen-
sions

 

with
 

a
 

total
 

of
 

ten
 

items: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social
 

curiosity.The
 

item-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ranged
 

from
 

0.833
 

to
 

1.000,
 

and
 

the
 

scale-level
 

CVI/average
 

agreement
 

was
 

0.93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xtracted
 

two
 

factors
 

with
 

a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of
 

75.210%.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ed
 

a
 

good
 

fit
 

of
 

the
 

two-factor
 

model
 

(χ2/df=
2.933,

 

CFI=0.978,
 

and
 

RMSEA=0.078).
 

The
 

overall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was
 

0.935,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was
 

0.819,
 

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921.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CS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t
 

can
 

be
 

used
 

to
 

assess
 

medical
 

curiosity
 

i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Keywords: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dical
 

curiosity; scale; curiosity; reliability; validity; nurs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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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专业,医学生面临着更

高的学习强度、繁重的学习任务以及巨大的学习压

力,其学业倦怠和抑郁率高于其他专业学生[1-2],而不

良情绪会严重消磨医学生的好奇心[2-5]。好奇心可以

激发人的求知欲望,推动人的成长、学习和创新。好

奇心可分为求知欲和社会好奇心两类。其中,求知欲

也称为认识论或智力好奇心,是指个人继续深造和扩

展知识的愿望[6];社会好奇心又称人际好奇心,描述

了学习有关人类行为新信息的动机[7]。医学好奇心

是由好奇心衍生而来,指医学生对医学相关知识的渴

望。好奇心降低会产生多方面不利影响,如个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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