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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新挑战，高等医学教育效能和护理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不断提高。这决定了护理人

才培养和课程建设必须注重学生价值情怀、创新品格等方面的提升，培养出能适应我国卫生保健事业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需求，能在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护理和预防保健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专

业型人才。实施课程育人，注重学生知识养成的同时，通过三维度协同路径实施思政育人，强化学生价

值塑造，强化课程育人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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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nursing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ursing curric-
ula must focus on enhancing students’ values, innovative character, and other qualities. The goa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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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duce specialized talents who are well-rounded in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and who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China’s health car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
tion. These professionals should be capable of engaging in nursing and preventive health care ser-
vices across various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In implementing curriculum-based education, empha-
sis should be placed not only o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his strengthens students’ value 
shaping and enhances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through curriculum-bas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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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口深度老龄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病谱的复杂多样化等，给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

带来更紧迫、更严峻、更高要求的挑战。这使得医学教育在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护理

事业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中也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社会对专业化护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全

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提出，要推动护理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人民健康需求，努力让人

民群众享有全方位全周期的护理服务[1]。《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护理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

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护理专业本科教育需培养能适应我国卫生保健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求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能在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护理和预防保健工作的专业型人才[2]。因此，护理学科

发展和人才培养必须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围绕立德树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出更多专业精

通、技能娴熟，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护理本科人才，以精准对接人民群众，以及社会日益增长和丰富

的健康需求，实现促进和维护人民健康的目标。 
人才培养不仅是知识获取，还包括价值塑造和能力提升，这正是“全人化理论”的核心思想体现。

全人化人才培养是指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注重其全面发展，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实施全方位、

全过程、全链条协同育人，着重聚焦家国情怀、人文素养的培养，充分挖掘学生个人潜能，体现个性化

全素质成长[3]。推进护理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可依据全人化理论，通过致力于推进学生价值塑造、知

识养成、实践创新协同并举，实现护理教育教学改革路径的进一步升级。基于此，本研究紧紧围绕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于“全人理论”，以《基础护理学》课程为例，探讨课程育人的实践模式。 

2. 指导思想 

本研究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在国家级一流课程《基础护理学》现

有建设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将“全人教育”理念应用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以课程育人。帮助学生知

识养成，强化学生价值塑造，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使学生精准定位自身发展坐标，明确成才目标方向，

实现全人化护理人才培养。 

3. 课程简介 

我校《基础护理学》课程前期已具备非常厚实的课程建设基础。2019 年获批湖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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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2020 年获批首批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2020 年获批校级课程思政先行课程、校级创新课

程；2023 年获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依托本研究团队拍摄、制作上线的慕课及云教材已应用于《基

础护理学》课程开展翻转课堂。同时，已长期上线使用，为课程的进一步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课程育人路径 

4.1. 依托课程，实施三维度协同路径思政育人，强化学生价值塑造 

在各类教学活动中，将思政教育融入护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培养路径探索与信息技术的结

合，具体以“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三维度协同路径实施思政育人。 
(1) 挖掘思政元素，建立动态的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挖掘思政素材：教师团队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宗旨，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4]和《护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5]为指导，结合学校定

位、护理专业培养目标，深度挖掘课程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凝练核心思政元素：“政

治认同、家国情怀、职业素养、科学精神、道德修养、法治素养、文化素养、南丁格尔精神”。 
确立思政目标：围绕思政元素确立本课程的思政目标，即学生能够坚定政治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具有较强的职业素养，能够践行南丁格尔精神和科学精神，拥有较好的道德修养、法治素养和文化素养。 
建设思政资源科库：教师团队通过关注新闻网站、医学类 App、学习强国等党政学习网站，查阅专

业文献等等，从党建思想教育内容、临床案例、时事热点、榜样人物、知识拓展、护理文献、专利等方面

实时收集思政素材，建设相关线上主题讨论集、临床案例库、思政案例库、思政理论考试题库。 
实时更新思政资源：在思政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各类教学活动不断创新思政融入的方法和路径。

不断丰富课程思政的内涵，确保思政素材实时更新、思政元素提炼准确、思政路径适宜恰当、各渠道思

政内容互补、相辅相成。 
(2) 融合《基础护理学》课程知识和思政体系。 
全面梳理课程知识体系，整合《基础护理学》知识点与思政点，细分其教学目标属性(知识目标、能

力目标、思想道德与价值观目标)；构建知识点、思政点及其相互关系，使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形成映射

关系，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点之间紧密融合。 
(3) 构建课程思政育人模块，实施三维度思政育人模式 
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通过“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三维度协同路径，即“线上–云上思

政”、“课堂–学中思政”、“实践–行中思政”3 大模块实施思政育人。 
① “线上–云上思政育人”模块的构建和实施： 
依托慕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学习通等平台构建一批线上课程思政资源，如中国大学慕课《与南

丁格尔获得者面对面》[6]等。通过视频集、主题讨论吧、拓展学习资源库等，以启发式、互动式、讨论

式等形式适时进行价值观引领和塑造。 
运用人工智能思政育人，以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推进“价值活化”。探索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数

字人”南丁格尔，开发“南丁格尔精神”等虚拟仿真课程资源，实现沉浸式教学，通过情景化、戏剧化教

学方法让学生在身临其境地体验中完成思政教育，以情景化、故事化等形式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② “课堂–学中思政育人”模块的构建和实施： 
依托国家级一流课程《基础护理学》，通过线下理论翻转课堂、线下操作翻转课堂、高仿真模拟教

学等多元路径构建以课堂为主体的思政育人模式。① 思政素材：课程团队定期研讨教学内容和知识点

和挖掘思政元素。思政教学素材内容包括时事新闻、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专利文献、行业动态等。② 
路径方法：课程团队通过集体备课与预讲的形式集体讨论每章节的授课内容与思政素材、思政目标、

https://doi.org/10.12677/ns.2025.143051


柯丽 等 
 

 

DOI: 10.12677/ns.2025.143051 375 护理学 
 

融入路径，将所挖掘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让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点紧密融合，构建课堂思

政育人模块。在个人任务、小组汇报、小组讨论、小组作业等课堂活动中，通过启发式(感悟式)、互动

式、讨论式、探索式、案例式教学方法，实现课程知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进而达成育人和育才的统

一。 
③ “实践–行中思政育人”模块的构建和实施： 
以“行走的思政课堂”为切入点，通过本科护生“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两种形式，将“思政小

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实施第二课堂实践育人。专业课教师带领学生结合科技创新项目开

展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简易健康体检、健康知识宣教、急救技能培训、慢性病自我管理指导

等。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实践活动中，学生置身其

中，亲身观察、体验、践行、感悟，通过感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实现价值塑造。 

4.2. 课程育人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通过课程 + 研究型项目实现专业元知识的汲取与研究能力的提升；通过跨学科协同创新打造赛创空

间，激发创新品质(跨学科沟通模拟选修课 + “互联网+”大赛)；通过社区服务学习与实践，将“读万卷

书”与“行万里路”有机结合，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迁移，既有助于能力的提升，也能塑造追求卓越的创新

创业品格。 
(1) 设置能力目标(5 类能力)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提

升学生的评判性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7]。《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护理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作

出了明确规定。基于此，设置课程育人的能力目标，共包含五类能力：学习能力(自主解决、持续学习)、
实践能力(实践操作、主动实施)、创新品格(批判精神、逻辑思维)、团队协作、创新创业。 

(2) 能力培养实施路径(1 种课内模式 + 2 种课外模式) 
① 1 种课内途径：课内任务驱动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 
以五类能力为学生能力目标，专业课主要采取任务驱动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在翻转课堂教

学中，设置丰富的课堂活动：个人任务(抢答、互动等形式回答知识问题，发表个人观点等)、小组汇报(以
小组为单位按照课堂内容完成主题汇报)、小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案例、汇报结果和结论)、小组演

示(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护理操作课前练习、课中演示)、小组作业(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课下作业的讨论、解

析)。针对性建设三门选修课程：《跨学科团队沟通与协作》《大学生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和《科研论

文写作》，组建跨学科团队。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启发式、互动式、讨论式、探索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

实现元知识的汲取与学生能力的提升。 
② 2 种课外模式：课外实践模式 + 创新创业模式 
以五类能力为学生能力目标准绳，定期开展主题社区实践活动。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互联网 + 创

新创业大赛、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三类项目，组建大创团队，助力学生科研启蒙；依托大学生挑战杯和互

联网 + 大赛项目，达到以赛促学，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组建暑期社会实践系列特色项目，培养学生

学以致用、服务社会、实践创新能力。依托学院省级品牌志愿服务项目“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建设有

以关爱留守儿童为主题的“关爱流动花朵”实践项目；以关爱老年人为主题的“情暖夕阳”实践项目和

“慢病管家”实践项目；以关爱癌症患者为主题的“彩丝带”实践项目。 

4.3. 建立完善的课程育人评价体系。 

注重知识育人、思政育人、能力培养综合评价，将学生的知识养成、思政育人和能力培养效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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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教学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以评促教、以评促改，促成知识、思政、能力育人目标的达

成，不断完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 
(1) 课程考评。在课程的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中融入思政及能力评价。① 过程性思政评价。在

各种课堂小组任务(小组汇报、小组讨论、小组演示、小组作业)的评分表中融入思政评价、能力评价，实

时把握每次课思政融入与输出的情况，便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② 理论考试。建立了理论考试思政

题库，每次理论考试时抽选，检测思政元素入脑入心的情况。③ 操作考试。将思政内容和学生能力作为

软技能考核内容，评价技能的效果。 
(2) 学生评价。学生在参与课外活动和课程社会实践后，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反思日志，在学习通上提

交收获与体会。 
(3) 督导点评。通过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在学期末由教师向学生发放电子调查问卷，了解课程对学

生思想引领、价值观塑造和成长、能力提升的帮助程度。学校和学院每月至少安排一次专家督导听课，

给予课堂评价意见。 
(4) 动态评价：为每位师生建立个人数据中心，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学生的学习行为、思想动

态和能力发展数据，并进行数据动态跟踪，强化过程性评价，及时提供实时反馈。 

4.4. 课程育人效果评价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积极参与小组和个人活动，在小组环节中，学生协作良好，能很好地分析案例、

视频等资源中涉及的知识点，厘清来龙去脉，也能感悟和体会到其背后蕴含的价值和情怀。在此过程中，

学生的团队协作、沟通交流、学习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理论考试中，学生对涉及的课程思政和综合能力的知识点，均能很好地理解，得分率在 90%以上。

学生在基础护理学操作考试中，能够很好地与患者沟通交流，能做到保护患者隐私，关心爱护患者，体

现了较高的人文关怀和临床思维能力。操作考试软技能评分较好。 
在期中和期末师生座谈会上，学生对基础护理学思政育人和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活动给予了高度认

可。学生均能积极主动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实践，学生在暑期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类活动、挑战杯竞赛

等活动中取得了多项荣誉。学生反思日志中提到课外活动有助于将其所学的课内知识得到应用，锤炼了

创新品格，更加坚定了政治认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家国情怀，使他们的职业素养和职业使命感进一

步得到提升。 
在课程的督导点评中，专家认为本课程思政育人过程中思政元素丰富，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和护理职业

发展需求。思政融入路径合理，方法科学，能够帮助学生入脑入心，达到了思政育人的教学目的。课程延

伸的课外创新和实践活动，能够结合专业知识和学生特点，帮助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品格，效果良好。 

5. 小结 

将全人教育贯穿到护理教育教学全过程，在学生知识养成的基础上，注重其价值塑造和能力提升，

以课程育人，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专业型护理人才具有成效，可进一步推进面向全人化护理人才培养的

教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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