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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医学模式和医患关系的转变，在未来的护理教育工作中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加优秀的护理人才引发护理教育教学相关专家的思考。

护理学基础作为护理理论教学中重要的主干课程，为促使学生专业能力与道德素养同步发展，紧靠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突破点和有力抓手，

是目前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教育研究重点。本文就护理学基础教学过程中思政育人实践与探索进行阐述，以期为提高护理人才培养质量和

丰富课程思政研究体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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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

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这就要求要在专业课程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内涵与价

值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与提炼，将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无形地传递给学生，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

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因此医学院校应将基础课程与思政教育相结

合，探寻出切实可行的护理基础课程思政育人新路径。 

一、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育人的必要性 

护理学基础课程是临床护理学生在接触专业技能课程之前必

备的理论课程，通过护理学基础这一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从书本

中获取专业知识与理论，以及接受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人文素养教

育。护理学基础课程设置之中所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实践性较强，

教学任务较重，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后续课程的学习和岗位要

求，本课程的教学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侧重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传授，对“德育”方面的培养不够重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2018 年颁布《关于促进护理服务业改

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应切实加强护理人文教育和职业

素质教育。”可见护理专业学生是未来护理队伍建设的主力军，因

此在高等院校护理教育当中应完善学生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

稳固其理想信念，针对课程教学内容予以积极指导，形成良好品格，

这也要求高等医学院校对于护理学生教育应改变重专业轻思想的

传统教育模式，探寻基础课程中的思政育人意义，提升护理学生的

价值观念和专业素养[1]。鉴于此，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加强思政教

育，将护理学基础课程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内涵进一步凝练，在知识

传授的基础上加强价值引领，在专业技能掌握的同时促使思政德育

的内化，对于高素质、高水平护理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二、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育人的实践探索 

探寻护理学基础课程的思政育人，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护理学

基础课程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政课程与护理学基础教育体系进行有

机融合。需要学校和老师丰富教学内容，提炼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改革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多种教育教学方法。 

1 提炼护理学基础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护理学生作为未来的护理事业的希望，是未来医疗护理行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在护理学生接受专业临床教育之前，首要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接受良好的思政教育。教师可以在护理学基础

课程开展时带领学生回顾中国现代护理事业的发展历程，感受中国

护理的发展和速度。让学生深切体会到这一切都是基于党和国家的

正确领导才得以实现，加深学生对祖国、对党的热爱之情，教育学

生要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实现个人价值，立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和护理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努力学习。 

许多报考护理专业的学生由于踏上工作岗位后，理想与现实的

巨大差距，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往往将负面情绪带入工作中，采

取消极应对的方式[2]。因此，在校学习阶段应该加强护理专业学生

对护理专业的认识，引导其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念，使学生了解

护理专业的特点，提高自身对护理的认识水平，让学生感受她们不

畏艰险、恪尽职守、甘于奉献的精神，培养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

想。护理的服务对象是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意味着在护理工作中

有任何的失误或疏忽都可能给患者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在临床工

作中护士除了要具备扎实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外，更要掌握正确科学

的临床思维方法才能应对患者复杂多变的病情，为患者制定合理的

护理方案，提升护理质量。利用叙事教学法、情境演绎法层层剖析，

巩固学生对基本技能的理解与掌握，提高其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素质的全面提升。 

 2 加强高校教师育人队伍建设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护理学基础课程之中，仅限于简短的几

节课程，难以达到持续育人的目的。因此高校在课程实施中应统筹

管理，全面协调思政课程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促进思政课程在各

学科、专业、院系之间和谐发展，使学生长时间身处于思政教育的

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引导学生发展正常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学生思想品格和个人行为产生影响，除了制

定科学全面的评价标准外，还要求专业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同时教师作为思政育人的主体，对学生有着

言传身教的作用。高校应加强教师思政育人水平，专业课教师应在

不断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学术水平的同时，加强对“课程思政”

理念学习。这也要求教师在课下时常与学生沟通，注意观察学生日

常行为习惯、职业态度、学习主动性等多方面的转变，听取学生对

于课堂内容的意见与想法，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不断改进教学设

计。 

三、讨论 

伴随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

健康意识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也要求医疗工作者有着更高的人文

素养和专业技能，目前的医疗环境也对护理人员的专业人文素养有

了更高的需求。护理学基础这门课程将社会与人文进行有机融合，

深刻挖掘护理学基础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传递给学生积极的价值观

念。同时采用新颖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树立正确的思维观念。同时针对实践过程中的

问题进行总结，不断反思与改进，推进课程思政的长久发展，提高

护理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白蔡.全媒体时代下高职护生基础护理技术课程思政教学的

创新[J].现代职业教育，2021(38):232-233. 

[2]张淑萍，陈曼.高等医学院校护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改革探

索[J].卫生职业教育，2021，39(16):63-65. 

作者简介： 

卞舒琦（1986—），女，硕士，讲师，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

校教师，研究方向：护理教育、护理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