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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视角下护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 
卞舒琦  张钰竺  王颖  范凤华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 

摘要：2020 年抗击疫情期间，在护理教育教学中依据医护人员抗击疫先进事迹展现出的抗疫精神，将抗疫思政内容与护理专业
教学紧密结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本文分析了抗疫视角下护理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思政定位，阐述了护理教育融入
“课程思政”的具体做法，呼吁传承抗疫精神，提高护理人才培养质量，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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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高校均在“课程思政”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护理院校作为医学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顺应教育发展需求，抓
好“课程思政”建设，加快改革步伐，将“课程思政”覆盖育人工
作的全方位、全过程，以培养医学强国所需的护理人才为目的，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1]。2020 年初疫情突如其来，医护人员与感
染患者接触最多、相处时间最长的群体，他们的能力水平和专业素
质是生动的医学职业道德课[2] 。抗疫期间，护理课程线上教学开展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教学尝试，将抗疫医务人员涌现的政
治信念、家国情怀、专业素养、职业精神等先进事迹渗透于护理课
程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国情和疫情，提升思政素质。 

1.护理专业课与抗疫“课程思政”内容相结合 
1.1 护理教学的思政定位 
根据护理学科注重人文护理、尊重、关爱、帮助患者等特点，

选择合适教学内容，让课堂教学“活”起来，结合抗疫医护典型事
迹及疫情热点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抓住切入点结合临床护理案例，
以导入式、植入式、归纳式等方法，深入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
政德育元素，引导学生坚定护理职业理想和政治信念，使其逐步懂
得为什么要学医、学习医学的社会价值、今后作为一名护士的职业
责任与使命担当，达到在“知识、情感态度、技能、思想政治”的
教学目标中渗透抗击疫情中医务人员挺身而出、英勇无畏的爱国主
义、民族情怀到课堂教学中的目的，实现外化到内化的过程，实现
护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效应。 

1.2 护理专业理论课与抗疫思政内容相结合 
抗疫一线护理工作细节都可以在医院感染、压疮护理、用药护

理、危重病人护理、护理伦理课中与专业知识融合。护理理论课中
培养爱心及爱伤观念，吃苦耐劳、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外科护理教学中充分利用绪论进行思政教学，发扬南丁格尔的精
神，激发学生治病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内科护理教学中启发引导
学生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人员，培养良好的沟通技巧；儿科护
理教学中结合婴幼儿新冠状病毒易感性帮助学生体会儿科护理中
的仁爱之心；妇产科护理教学中与学生感悟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
激发学生职业认同感，明确作为一名合格护士的自身价值，并在课
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孕产妇在疫情下可能面临的问题，提高学生分析
和解决突发问题的能力；社区护理教学中借助社区防疫工作帮助学
生理解社区的功能，将社区家庭护理管理与疫情防控工作结合，深
刻体会全民上下齐心参与防控的大国力量与人民利益至上的大国
担当；中医护理教学中展示此次疫情中医药发挥的显著疗效，坚定
了学生学好中医护理知识的自信心，继承发扬博大精深的祖国传统
医学。 

1.3 护理专业实训课与抗疫思政内容相结合 
抗疫过程中护理工作每天都离不开大量的技能操作，护理专家

积极应用俯卧位叩背排痰、学习呼吸机专科设备、短时间创新护理
应急管理模式、迅速学习使用新的仪器设备，面对吸痰、雾化吸入
等存在被感染危险的技能操作都体现了护理技术的专业价值和大
爱奉献、救死扶伤的精神。在护理专业实训教学中如吸氧、吸痰、
生活护理、心肺复苏等技能教学可将这些生动的案例视频和文字材
料编入教学设计中，设计角色扮演、情景体验等体验式教学和叙事
教学等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技能的热情，引导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护患沟通水平，以人文护理行动夯实护理技能
整体水平。 

2.传承抗疫精神，培养护理人文精神 
护士们在抗疫一线勇敢、热情、坚毅、充满人文关怀，不喊苦

不喊累，积极乐观的精神是一次生动、鲜活的护理职业精神大课。
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抗疫精神值
得继续在护理教育中传承。护理人文精神是护理的本质和核心，培
养学生的护理人文精神是新时代护理教育的重要使命。培养护理人
文精神，需要筑牢信仰根基，厚植人文情怀，坚持与时俱进，夯实
护理专业技能，发挥教师和学生双主体作用，传承中华护理文化，
培养新时代卓越护理人才。 

3.强化育人意识，全面推进教师思政素质培养 
“课程思政”与专业结合，教师首先应重视学习思想政治理论。

在学习思政知识方面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系统全面、融会贯通，
知行合一、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并与专业知识紧密衔接。“懂”实
前提。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每一
点都领会深、领会透，逐步与专业知识对接，恰当运用于教学中，
写进教案，融入课件，渗透课堂。“通”是贯通。系统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将其贯通。学习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将其贯通。“实 ”是落脚点。结合护理专业特点和教学工
作实际，找准每个护理课程知识点的育人角度，强化思政培育护理
人才导向，专业导向和价值观导向，把患者需求摆进去，把护士工
作职责摆进去，把爱国情操摆进去，从而润物细无声的强化育人意
识。 

4.未来展望与思考 
护理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加强信息技术在护理“课

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是重要载体。抗疫期间护理专业线上教学应
用了学习通平台、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微信公众平台、钉钉、腾讯
会议等一大批丰富的互联网 APP 应用，在这些平台开展医学生思政
教育，信息化教学在抗疫教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将来，护理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应加大力度推广更多的信息化手段和网课形式，
丰富学生第二课堂。应用线上课程随时随地、课上课下灵活完成“课
程思政”内容学习和护理专业与“课程思政”的教学互动。将课程
思政内容纳入专业课程的习题和考评当中，纳入护理专业实训的练
习和考评中，进行多元化、多角度的评价。护生是国家的期望、是
民族的未来、是健康的守护者，此次疫情又一次体现护士是与医生
同等重要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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