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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深入贯彻了“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以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核心，致力于探索如何将课程

思政元素融入到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中。研究团队通过改革设计，构建了一个“点–线–面”相结合的课

程思政育人体系，旨在从不同维度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引导。研究还开发了一系列线上线下融合的教

学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还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研究团队创新了多元化评价机制，以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全面性。通过改革，研究形成了一种“理论 + 
实践”“线上 + 线下”“知识 + 素养”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还

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提升。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教学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增强了他们的职业素养，并显著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此外，该模式还促进了护理学基础课程教

学质量的全面提升，为其他同类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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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eply implements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three pronged education”,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nursing professionals as the core, and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how to integrate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practice of blended learning. The research team has con-
structed a “point line surface” integrate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reform and design, aiming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guidance to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has also developed a seri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ed 
teaching resources, which not only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but als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e research team 
has innovated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evaluation. Through reform, a teaching model of “theory + practice”, “online + offline”, and 
“knowledge + literacy” has been developed. This model not only focuses on impar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skill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ofes-
sional ethic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trengthens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vel. In addition, this model has also promoted the comprehensive im-
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basic nursing courses, providing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ref-
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other simi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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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教育领域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入各学

科课程教学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完美结合[1]。护理学基础作为护理学专业的基石课程，在

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在该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并实施混合式教

学模式，既满足了护理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又顺应了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本研

究立足于项目实践，全面展示了课程思政视角下护理学基础混合式教学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流程[3]。 

2. 护理学基础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的必要性 

2.1. 政策驱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需“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

一体，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护理学作为直接关乎生命健康的学科，其人才培养更需体现“三全育

人”理念。课程思政要求专业教师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价值观教育融入教

学全过程。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资源的灵活性与线下实践的互动性，为思政元素的自然渗透提供了技术

支撑[4]。线上平台可推送南丁格尔精神、抗疫英雄事迹等案例视频，线下课堂通过情景模拟深化学生对

职业使命的理解。这种模式不仅响应了国家政策要求，更实现了思政教育从“单一说教”向“多维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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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必然选择[5]。 

2.2. 学科特性：护理职业的伦理与实践双重需求 

护理工作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要求从业者既需掌握精准的操作技能，又需具备同理心、责任意识

及团队协作能力。传统护理学基础课程多聚焦技术训练，忽视了对职业价值观的引导，导致部分学生进

入临床后出现“技术熟练但缺乏温度”的困境[6]。课程思政的融入能够弥补这一短板。通过讲述护理先

驱的奉献故事(如南丁格尔、抗疫护士)，帮助学生理解护理工作的崇高价值，可以强化护生职业使命感：

在“患者安全”“护理程序”等章节中，结合医疗纠纷案例，引导学生分析伦理冲突，树立“患者至上”

的理念，可以培养学生伦理决策能力；借助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实践环节，让学生体验患者需求，培

养共情能力，提升人文关怀素养[7]。混合式教学通过线上案例库与线下情景化教学的结合，使思政教育

更贴近临床实际，有效契合护理学科的特殊性[8]。 

2.3. 教育困境：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当前护理学基础课程教学面临思政教育形式化、学时分配矛盾、评价体系单一等三大挑战[9]-[11]。
思政教育形式化，部分教师将思政内容简化为“口号式”灌输，脱离专业场景，难以引发学生共鸣；学时

分配矛盾，专业技能训练占用大量课时，人文教育被压缩，导致学生“重技轻德”；评价体系单一，传统

考核以理论笔试和操作评分为主，忽视职业素养、团队合作等软实力的评估。混合式教学的引入为解决

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混合式教学可突破时空限制，线上平台可承载丰富的思政资源(如微课、案例库)，
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缓解课时压力；通过翻转课堂、热点讨论等形式，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

识深度融合。在“医院感染控制”章节中，学生线上学习抗疫案例后，线下开展“如何践行慎独精神”的

辩论；线上记录学习轨迹(如讨论参与度)，线下考核职业行为(如护患沟通)，形成全面的素养评价体系。 

3. 护理学基础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的内涵 

3.1. 搭建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按照“从专业到课程，再到课堂”的育人任务分解流程和“从课堂到课程，再到专业”的育人目标达

成逻辑关系，将框架设计、内容安排、教学实施以及过程性考核有机结合。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确

定思政融入点、章节思政主题和课程思政主题，涵盖理论课、实践操作课等全课型，以及课前、课中、课

后全过程，构建全方位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3.2. 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 

为了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团队教师的角色将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引

导者和促进者，而学生则成为学习过程中的主体。通过实训这种方式，鼓励开展互动式的教学活动，让

学生在参与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12]。团队采用“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将虚拟与现实世

界相结合，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方式，进行护理综合技能的训练。这样的训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临床

思维能力，还能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最终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

坚实的基础。 

3.3. 完善《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资源 

为了达成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团队教师专注于融合“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这三个关

键方面。在充分利用现有的慕课等教学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个详实的案例库，

并且制作了微课和微视频。这些措施旨在拓展教学内容和方法，推动教学资源的共享，进而提升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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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能力和对学习的兴趣。 

3.4. 创新《护理学基础》课程评价体系 

构建“二三四五”多元化考评机制，实现考核时间多效化、考核方式多样化。将过程性评价和终末

评价相结合，涵盖课前、课中、课后三环节，由学生、教师、学业导师、辅导员四主体参与评价，从德、

智、体、美、劳五角度全面考察学生，提升学生综合素养[13]。 

3.5. 培养《护理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推进“护教协同”，制定教师培养管理办法。鼓励教师参与医院护理查房、病案讨论等活动，建立

教师遴选与淘汰机制。通过教学培训、授课比赛等活动，发挥“传帮带”作用，打造高素质课程思政教

学团队。 

4. 护理学基础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的教学实践 

4.1. 课前准备阶段 

教师在“学习中心”教学平台发布教学视频、学科前沿进展、德育故事、思政案例和作业等学习资

料。学生通过“学习中心”App 进行课前自主学习、小组讨论并完成作业。学习过程中的数据被后台记

录，教师据此调整教学内容和重点。在“护理程序”章节课前，教师推送临床案例资料，引导学生思考

护理程序的应用，学生在讨论区交流想法，教师根据学生反馈，在课堂教学中更有针对性地讲解重点

和难点。 

4.2. 课堂教学阶段 

理论教学：结合课程思政点展开理论教学，在“绪论”章节，通过介绍中医护理学发展史中的著名

医家、著作，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在“护理安全与职业防护”章节，引入医护人员抗疫事迹，培养学生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师通过讲述思政小故事、引导学生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技能教学：采用情境体验式教学开展技能教学。以“生命体征的观察和护理”实训课为例，课前学

生观看“听诊器的发明”视频领悟科学精神；课堂上以接待高血压患者的情景导入，学生两两互测血压，

体验病人感受，强化职业精神，提升护患沟通能力；课后鼓励学生为长辈测量血压并记录心得，践行传

统美德。 

4.3. 课后巩固阶段 

教师鼓励学生利用“学习中心”平台巩固学习，完成课后作业并参与专题讨论。在学习“危重患者

抢救”章节后，教师引入护士路边抢救心跳骤停路人的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及原因”，

教师总结点评，引导学生体会敬佑生命的精神。同时，教师布置拓展学习任务，如让学生查阅最新的急

救知识和案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4.4. 第二课堂实践 

组织学生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如为居民开展体检和慢性病健康宣教，培养学生团结合作、服务

群众的意识。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志愿者活动中，

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大赛中，学生锻炼创新思维，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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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改革成效 

5.1. 教学团队建设成果显著 

通过开展教研室集体备课、课程思政讨论等活动，教师业务水平和德育能力得到提升。多位教师在

学校、学院思政教学授课比赛中获奖，改变了专业教师“只教书不育德”的现象，形成了一支术德兼备

的教学团队。教师在教学中更加注重思政元素的融入，教学方法也更加多样化和灵活。 

5.2. 学生专业认可度明显提高 

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使学生专业思想状态发生积极变化。调查显示，学生对课程教学方式满意度高，

认为课程提高了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加强了团队协作意识，提升了护患沟通技巧。大部分学生表

示加深了对职业的认同感，有助于自身职业素养的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对护理专业

的发展前景有更清晰的认识。 

5.3. 课程考核成绩显著提升 

对比改革前后学生课程考核情况，2022 级学生期末理论课程考核平均成绩较 2021 级有显著提高，

实践考核中 2022 级学生完成操作总耗时缩短，考核优秀率达到 100%。这表明混合式教学和课程思政的

融入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在知识掌握和实践技能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 

6. 结语 

本项目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对护理学基础混合式教学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实践，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创新了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但在实践

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继续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为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护理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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