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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健康中国”战略探索“中医护理”课程思政
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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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2. 泰州市中医院，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护理职业教育起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护理专业核心课程“中医护理”教学中开展

课程思政的建设与改革，增强学生对传统中医文化知识的传承与

创新，增强其中医自信、文化自信，提高职业道德素养，为健康

中国战略实施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能兼修的护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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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新冠疫情的爆发，强化了人

们对健康及中医药的重视。职业教育改革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方面要求新时代必须充分发挥“传

统文化自信”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医药

文化的传承提出推广传统中医护理技术，培育发展中医药文化和

中医护理产业。面临这一系列的新要求和新问题，思考和探索中

医护理思政教学改革，这对实现健康中国战略，达成高职院校职

业教育目标意义重大。

一、“健康中国战略”渗入护理专业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

要求，这是健康中国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共的文件中，标志着

健康中国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

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中，也把“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列为主要的目标要求之一。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国家总书记

又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强调要把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

的健康基础。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同月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今后 15 年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确立了行动纲领。中共十九大又就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

出了更为全面的部署。这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由此有了新方向，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少不了护理教育，而仅培养学生护理专业知识、

技能已经无法满足当今需要。

2019 年我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提出实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

防治等 15 项行动，以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在同年 2 月，国务院发

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出：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护理职业

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为各级医疗机构服务，直接面对广大群众，

普及健康知识、协助人民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减少疾病的

发生和复发率，这对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有重要作用。

二、课程思政融入“中医护理”课程的可行性

教育是育人工程，实现的目标是学生自我教育提高的内化过

程，是他育到自育的过程，是国家文化融入国人血脉的过程，将“内

化于心”变为“外化于行”。作为中华文化主脉，传承中医文化

必不可少，是国家使命。（中医文化元素融入护生思政教育的模

式思考）

随着新冠疫情暴发，健康这一话题也上升到了新高度，中医

药自古以来在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长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此次

疫情防治，中医药更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张伯礼院士提出的“治

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可以全疗程、全方位发挥作用。”多项研究

也表明，中医药及中医护理也对疫情防治起到显著疗效。同学们

对中医药的兴趣与需求油然增长。国家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特别是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如何在健康中国

战略背景下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对新时期高校教师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课程思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课程 + 思政”。结合

中医护理专业知识的特点看，中医药文化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与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致的，与

高校思政课程的内容有着相关性。思政课程中的思想、原理与之

可发生共鸣，相得益彰。在教学中不能机械的将思政内容照本宣科，

教师需要结合课程的内容，深挖可以作为课程思政的元素，在教

学设计时巧妙地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在教育教学中发挥主体作用。在“润物细无声”式的施教中，

将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有机融合，使智育和德育相得益彰。

三、“中医护理”课程思政改革实施途径探索

“中医护理”是医学院重要的专业技术课，在以“传授学生

具备服务医疗卫生单位所需的中医基本知识及技能，能运用中医

护理的整体观念对病人进行辨证施护，重视维持阴阳平衡的重要

性，能将所学中医护理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去，

以便更好地为病人的健康服务”为目标的基础上，增加提升学生

中医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热爱发展中医药事业，引导学

生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培养爱岗敬业的职业

精神等作为课程思政改革的目标。本文将从实际教学中教师文化

自信的培养、课程思政资源的建设、教学实施方案的设计、学生

接收效果的反馈四个方面来进行“中医护理”课程思政改革途径

探索：

（一）教师文化自信的培养 -- 学生学习的领路人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医学院护理专业学生对

中医知识知之甚少、兴趣颇多，而中医知识又复杂繁多，教师一

定要用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点燃学生热爱中医的热情，培养坚

定的文化自信。而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以及传授过程的组织者，

是提升学生思政教育质量的关键。使课程思政渗入“中医护理”

教学，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就要求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要不断提高，思政育人理念以及教师自身文化自信的提升是首要

任务。

首先，要求教师定期通过“学习强国”app、文献平台学习国

家的新政策、新要求，中医护理研究进展，时刻关注中医药文化

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思想理论水平，加强自我中医



56 Vol. 5 No. 19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课程与教学

自信、文化自信；其次，在职工会议集体学习时，集中学习国家

总书记对教育的重要论述，共同交流学习心得，提高立德树人的

思想认识；再次，每周召开课程组教学研讨会，探讨如何更好的

将课程思政融入“中医护理”的教学中。

（二）课程思政资源的建设 -- 学生学习的百宝库

传统医学中自古医护一家，随着时代发展，中医护理在现代

护理中显现出重要作用，其发展与医护人员的奋斗与奉献密不可

分，课程组搜集相关思政元素资源，包括各种新闻报道、事迹案

例等资源，制作中医护理学思政资源库。备课时结合教学内容，

与思政融合点结合进行组课。比如讲授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时与

“古有著名医家张仲景、孙思邈等医家探索护病求本的艰辛道路，

最终获取成功事例；今有护理人员危难面前不轻言放弃成功救护

重症新冠患者的临床案例”，培养学生在今后药树立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科学探索、求真精神；以人为本护理理念。让同学分享

在社区做新冠防控志愿者的种种经历、让学姐学长分享在医院救

治患者后收获手写感谢信的种种感动，这些正能量能带给了学生

希望，让他们在今下医患关系紧张的环境中仍旧相信，只要全心

全意为患者着想，一定会赢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坚守学医的初

心，坚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信念。除了制作网络课程平台资源库，

我们还把相关名医名家事迹以及自身经历编写成 《中医护理学思

政案例集锦》活页教材，便于学生随时灵活学习。

（三）教学实施方案的设计 -- 学生畅学的助力器

笔者发现中医护理课程思政重点在于，较难掌握哪些思政元

素会被学生所重视并内化为自身素养，因此对健康中国战略背景

下的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有利教学的思想因素，在教

学中充分利用；发现不利教学的思想因素，在教学中尽量克服。

设计一套适合此背景下，中医护理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及方法，如

下图。

授课内容 课程思政材料 授课形式与活动方式 德育目标

中医护理发展概况 领先的观念与技术，如整体护理起源于中医

的整体观念、张仲景首创灌肠法、华佗首创

麻沸散、孙思邈首创葱管导尿术等，增强学

生对中医自豪感；中医药成功救护重症新冠

患者的临床案例

课堂讲述体验式教学（学生

PPT 汇报）

课堂讲述

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中医自信、

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科学探索、求真精神；

以人为本护理理念

中医护理基本特点 中西医疗效对比案例，疫情期间中西医治疗

疗效

课堂讲述

案例讨论

树立正确中医整体观念、辨证施护

中医护理基础理论 “正气寸内”“天人合一”“致病求本”“因

病因人施异”、

课堂讲述云课堂云见习

健康知识讲座、竞赛

中医基本护理强调应用百姓易于理解、易

于接受的中医护理知识，为本国本土的人

民健康服务，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

中医护理基本知识 “医乃仁术”“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等

中医护理人文文化渗透

课堂讲述

案例讨论

第二课堂

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常用中医护理技术 阐述中医药在保障人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并逐渐被世界所关注

体验式教学

课堂讲述（学生分组练习展示）

课后志愿服务（寒暑假）

树立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医护理事业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结课不停学，达到“润物细无声”

式的施教，将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有机融合，使智育和德育相得

益彰。

（四）学生接收效果的反馈 -- 学生乐学的内动力

课程思政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怎样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传授给学生

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从学生反馈评价看出，学生渴望从

心灵层面找到人生的方向、学习的动力、坚持的能力，课程组在

课上鼓励学生展示学习成果，增加了学生的“课堂主人翁”精神，

适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方向。在课后让学生对于学习中

触动心灵的内容发表感悟发表在平台讨论区，引发同学们的思考。

结课不停学，依旧有中医护理方面的志愿服务：进社区、养老院、

福利院，推广中医护理方法与技术，同学们在参与、体验、历练

实践活动过程中，知识理论得到内化，思想意识得到提升，文化

自觉与自信树立起来了，在得到大众的赞赏与认可后，职业的荣

誉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得到了增强，还在这个过程中更好地传播、

发扬、继承、创新中医护理知识，一举多得。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是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它的实施

需要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医务人员的参与。作为培养护理专业

人才的医学院，为祖国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责任

重大。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特别是要‘用好课

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这是国家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强调的。在“中医护理”中开展思政教育，与思政课形成

合力，在潜移默化之中引导教育学生们，最终实现“立德树人”

的教育目标，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人才后盾。课程思政

的改革任重而道远，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定会越来越

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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