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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护理学导论》的教学探索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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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的应用效果。方法 确定课程思政元素，收集思政素

材；选取 2018 级和 2019 级 8 个护理学专业本科班共 336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

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对比两组期末成绩和育人效果。结果 课程结束后，观察组学生

的期末成绩和育人效果与对照组学生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护理学导论课程中开展思政教学，有利

于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和育人效果，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引领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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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and practice of nursing introduction 
course.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and coll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s; A total of 336 students from 8 undergraduate nursing classes of 2018 and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The final scores and 
educational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he course, the final score and educational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nursing introduction course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ducational effect,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imparting knowledge, cultivating ability and leading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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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简介 
护理学导论是我校护理学专业开设的第一门必修

的专业基础课，是学生步入护理专业的启蒙课程，是

一门以提高学生职业道德修养、促进专业发展为培养

目标的专业基础课。课程包含护理学发展史、护理学

相关理论、护患关系、护理程序、文化与护理、护理

与法律等内容，引导学生进入护理领域，树立专业信

念感，培养坚定的职业认同感、崇高的职业道德、人

道主义精神、爱岗敬业和慎独精神等，也为后期学习

其他专业课程和从事护理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交融较多，能够实现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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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内外《护理学导论》课程的发展和问题 
国外单独开设《护理学导论》这门课程的院校较

少，多数院校是将学习内容融入到《基础护理学》课

程中教学的。在 2000 年，为了让学生尽早接触护理学

的理论体系和学习框架，国内专家将此部分内容从《基

础护理学》课程中摘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课程《护

理学导论》，引导学生全面了解护理学的理论体系及

模式，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和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奠定

扎实的理论基础，学生的学习效果可直接影响到临床

护理课程的学习及今后的临床工作[2,4]。 
2 《护理学导论》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护士《护理学导论》作为护理学专业的启蒙课程

和核心课程，集学科性质、护理理论、护理技巧方法

和护理艺术为一体，引导学生树立专业信念，培养职

业认同感，良好职业素养和职业价值观，不仅要掌握

扎实的护理学知识和技能，还要提升思想品德素养[3]。  
3 护理学导论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探究 
3.1 对象与方法 
（1）对象 
选择本校 2018 级和 2019 级护理学本科 8 个班的

学生共 336 名为研究对象，男 42 名，女 294 名，年龄

在 17-20 岁。试验组 172 名（男 21 名，女 151 名），

对照组 164 名（男 20 名，女 144 名）。两组学生在年

龄、性别和高考成绩上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授课教师师资完全相

同。 
（2）课程思政的设计 
概述、护理学相关概念与护患关系、护理理论、

护理学工作方法和护理素养 5 个模块，围绕这 5 个主

题广泛搜集网络平台包括学习强国的医学栏目、名人

事迹、医学护理法律事件等适合护理专业特点的课程

思政元素和素材，帮助学生积累专业正性情感体验，

从而进行专业思政教育引领。把课程思政目标及教学

设计有机结合。围绕 5 个模块的主题，找准德育的切

入点，拟定了相应的 10 个思政元素。 
（3）评价 
在已有考评方式的基础上，增加考核学生思政教

育效果提升程度的目标和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等内

容 
（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采用

两独立样本资料 t 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描述分析，显著

性检验水准为 a=0.05 有统计学意义。 
3.2 结果 
两组学生的期末成绩比较试验组期末考核成绩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1 传统课程组与课程思政组学生期末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总成绩 

课程思政组（2019 级） 172 81.42±4.51 

传统教学组（2018 级） 164 74.70±3.90 

t 8.199 

P 0.000 

 
3.3 讨论 
（1）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和

实现课程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本研究挖掘与护理学导论联系紧密的 10个思政元

素，收集思政案例，融入到护理学导论的课程中，充

分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导向作用，实现传授知识、培

养能力和引领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通过对 2019 级护理

学本科 4 个班实施课程思政教学后 2019 级学生的期末

成绩高于 2018 级。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尝试多种教学

方法促使学生由课堂“配角”变为“主角”，在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实现了知识的融会贯通。用课程思政育人量表进

行调查，两组学生量表中的爱岗敬业、人文关怀、爱

国奉献、敬畏生命、和谐友善、探索精神、恪尽职守、

法治意识的得分有差异，思政教学提高了学生的思政

素养和综合素质。在“上好专业第一课，树立专业信

念感，启迪专业价值观”课程思政教学总目标下，使

学生能够深入认识护理专业的神圣性，树立正确的职

业价值观，尊重生命，热爱护理工作，坚定护生的职

业认同感和从事护理专业的信念、提升学生职业道德

修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团结协作精神、爱国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与患者和弱势群体沟通时更

温和，更有感情，思政教育效果得到了提高[4]。 
（2）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德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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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思政教学前，教研室集体备课，逐步完善教

学理论、教学设计与实施，思政素材选取等。主讲教

师有意识的参加思政专题学习等培训，增强德育意识，

树立课程思政理念，深度探索与专业知识点相契合的

思政脉络，以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为目标，明确课

程的育人要素和责任，使学生真正“亲其师，信其道”；

将传授知识与价值引领深入到位，实现传道与授业的

有机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德育意识得以加强，

德育水平不断提高。 
4 小结 
基于“健康中国”战略价值，根据高等护理教育

发展需求，将思政元素“隐”于护理学专业课程教学，

把思政元素与护理学导论课程有机结合，实现“术”

与“道”的融合。另外，教学团队后续将完善网络学

习平台的思政部分，上传思政相关案例和视频资源等，

使学生时刻都能接触到具有思政特色的教学资源。最

后，从学院和学校的角度出发，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把思政教育工作贯穿护理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全

过程，并制定规范、有效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标准，

从而培养政治上有高度、思想上有温度的优秀高级护

理人才，传承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为“健康中国”

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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