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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护理《成人护理学》课程思政应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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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卫生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600）

摘要：目前，课程思政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在高职院校护理专业，教师应该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人文素养。但是在课

程思政开展的实际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阻碍，如教材渗透的课程思政内容较少、课程思政渗透手段较为僵硬等。这就需要教师完善教育的

各个环节。这不仅可以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可以帮助他们养成吃苦耐劳以及兢兢业业的精神。由此看来，开展课程思政

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以《成人护理学》为例，首先分析课程思政开展的问题，然后谈一谈高职院校护理课程开展思政教育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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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专业的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是以情怀为主，情感工作，

践行仁术。其中，《成人护理学》课程便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

在此课程之中，教师主要培养学生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等职业道德。工作过程中，需要培养他们爱岗敬业、体贴患者

的职业精神。这是《成人护理学》课程的核心，也是课程思政开

展的最终目的。

一、 《成人护理学》课程思政开展的阻碍

从教育的整体局面来看，我国高职院校护理类课程的思政育

人功能尚且没有完全地凸显出来。教师仍然以专业知识讲解为主，

并没有对工匠精神以及人文素养提起高度的重视，教师仍然将讲

授方式的教学作为核心，很少会考虑学生的情感以及他们的个性

化差异，甚至部分教师为了保证紧跟教学进度，通常会自动省略

掉思政教育元素的内容，直接忽略掉了高职护理类课程所具有的

思政育人的作用。

（一）对教材中的思政内容挖掘深入不够

教材是编撰人员智慧的体现。教材中内容呈现的方式大多是

通过专业知识夹杂案例的形式存在，学生们很难主动去挖掘其中

的思政内容，这就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教师需要深

入文本内容，从多方面的角度入手，深入挖掘护理案例、序言以

及专题探讨等内容中的思政内容。很显然教师在这方面仍然存在

着较大的进步空间

（二）教学模式固化导致思政理念渗透不深

在当前立德树人以及素质教育的背景下，不少护理类教师已经

开始了课程思政的尝试。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大多都停留在一个

较为表层的状态下。主要体现为，教师过于依赖语言讲授的方式来

为学生灌输这些内容。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但学习热情

不足，而且也不会对思政教育进行过多的思考，没有与学生的自身

特征相适应，进而给他们的学习与发展埋下诸多不良隐患。

（三）教师对于思政教育的认识不足

通常来讲，教师在接受培训的时候，只会关注到教学内容以

及教学模式的优化，但是对于思政教育涉及到的育人因素关注度

不高。即使学习到有关于思政育人的知识，也不会主动渗透到教

学的各个环节，认为思政教育并不属于自身的本质工作，进而使

思政育人与护理专业课程教学分割开来。这直接反映出教师对于

课程思政的认识尚且比较浅显，仍然需要通过学习来强化自身的

职业能力

（四）课程教学缺乏思政教育氛围

在确定高职护理类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案的时候，教学目标全

部放在知识和能力上，教学内容则是强调护理技能讲授上，很少

会去主动涉及到德育方面的内容，这就导致思政教育始终处于边

缘位置，缺乏思政教育的氛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和教师

应该共同努力，在课程教学环境、校园环境、实习环境等方面加

强思政教育建设，将人文关怀以及爱岗敬业理念渗透到校园各个

方面。

二、《成人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对策

（一）深入剖析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

教材是开展授课的第一要素。在备课阶段，教师应该就使用

的护理类教材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高职院校的《成人护理学》课本大多蕴含了一些较为实用且专业

的护理内容，教材之中渗透的德育元素比较多。例如，在教材之

中的各个章节分别涉及到了不同类型病人的护理，如感染性疾病

病人的护理、休克病人的护理、肿瘤病人的护理等各种内容。在

每一节备课之前，教师都会对本节课的教学方案进行规划，然后

设计教学内容。教师在备课的时候，会涉及到“护理要点”这个

关键的主题。在此主题下，教师引导学生应该采用哪些护理方法，

为什么要采用这些方法。此时，教师还可以加上采用这种护理手

段主要是体现对病人的哪些呵护，如对患者的精神呵护、心理辅导、

肢体病症的关切等。在备课这些内容的时候应该着重做好标记，

可以采用深颜色的笔进行突出，这样，在课堂上，教师一边讲解

专业性的内容，一边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加强学生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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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授课是整个教学环节最为关键的部分，教师在授课的时候，

除了立足于护理方法、病症分析的知识传授外，还应该从精神、

心理压力排解、肢体病痛缓解、情绪乐观引导等层面入手。在讲

解护理方法的时候，教师很容易会涉及到具体案例，仅仅去剖析

案例中使用的护理技能和效果，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剖析案

例中，主人公体现了哪些优秀的品质，进而将课程思政理念渗透

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例如，在讲解“感染性疾病病人的护理”这一篇专业内容的

时候，教师引用了一个案例。感染疾病的患者是一个小女孩。在

病人隔离期间，护理人员除了照顾好孩子的一日三餐之外，还会

给孩子买一些玩具、课外读物，让孩子在无聊的时候可以通过这

些玩具来消磨时间。当护理人员的工作任务不是很重的时候，他

们还会来到隔离病房，和孩子一起唱歌、一起做游戏、跟她讲故事。

在这里，病房就好像家，护理人员就好像她的亲人。教师为学生

讲解这种案例，除了剖析护理手段，还可以看出护理人员关爱患者、

体贴患者的职业素养。

针对高职院校，教师还可以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融入到教学

课堂之中，如社会之中经常发生很多医患鱼水情的大爱故事。这

些故事和案例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认知。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为

学生播放整个社会热点事件，然后让学生分享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这不仅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还可以为学生日后的就业、

工作、生活积累相应的经验。正是因为护理课程融入了课程思政

理念，才有机会让学生接触到更多课本之外的事情，拓宽了他们

的视野。

（三）在考评体系中融入思政元素

在当下的高职护理类教学评价体系中，课程思政内容所占比

例很少，甚至有的高职院校护理类课程评价体系中并没有将课程

思政的内容融入进来。这就导致学生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忽

略了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培养。针对这一问题，教师需要保证思

政元素与护理课程考核融为一体，从思想层面帮助学生提起足够

的重视程度，进而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更加用心地学习课程思政

的相关内容，进而逐步为学生培养出良好的道德水平和高尚的人

格，让他们在之后的人生发展中始终能凭借在护理课程学习中培

养出来的政治修养得以平稳发展，能够在职业生涯发展中一次又

一次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时坚守本心，抵制住各种外界的诱惑。

例如，学生们在高职院校的学习中普遍较为注重期末考试的

成绩分数，因为期末考试的分数不仅决定了这门课程是否通过从

而顺利获得学分，在班内的成绩排名还和他们参加各种评奖评优

活动息息相关。基于此，教师便可以针对学生的这种心理，在平

时的护理类学习内容中加入一些课程思政的内容，之后在期末考

试的时候以书面的形式考查学生的掌握情况，以此督促他们认真

学习课程思政的相关内容，改善高职院校学生之中只注重专业技

能学习的风气。

（四）加强课程思政培训，提升护理课程教师的思政教育能

力

从当前的教育情况来看，大部分学校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

教育分割开来，这就导致大部分教师在各自领域存在着较强的专

业教学能力，但是二者结合的能力相对薄弱。针对这种问题，学

校应该重点培养双师型教师，帮助专业课程掌握思政教育方法。

学校可以定期安排课程思政教育方面的专家入校给专业教师进行

培训，帮助他们了解课程思政开展的手段。当教师课程思政手段

足够丰富的时候，学校可以尝试让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进行合作

交流，并就其中的学生和案例进行共同分析，从而提高教师的专

业水平。当然，学校还可以积极借助网络的社交便利条件，搭建

不同院校、相同专业教师深入交流的渠道和平台。当教师有问题

的时候，可以其他教师寻求解决方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三、结语

通过对上述文本的阐述、分析以及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将思

政教育与护理课程专业教育是一件可行的教育手段。但是在实际

的工作工作过程中，因为学校、教师、学生等多方面的因素，思

政与专业课程教育往往是分割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

二者的统一便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将思政与专业课程教

育结合在一起，不仅仅能够对整个高校建设有着相应的帮助，还

对整个社会产生正确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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