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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课程思政”视域下助产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的现状及其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的关系，分析

关键影响因素，为优化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机制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4年5月
选取某医学院2023级护理专业本科生53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和护生职业认同问卷进行调

查，结合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评估教育效果。运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护理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总分为(60.15 ± 9.53)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社会说服维度得分

最高(3.85 ± 0.82)，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维度得分最低(3.17 ± 0.72)。高考第一志愿(F = 6.401, P < 0.05)、
对专业喜爱程度(F = 25.791, P < 0.001)和毕业后从事意愿(F = 5.614, P < 0.05)是影响其职业认同的主

要因素。结论：课程思政通过强化职业价值观教育、人文关怀实践和职业生涯引导，对提升职业认同感

具有积极作用。建议深化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融合设计，构建“课程思政 + 临床实践”联动机制，优

化学生职业认同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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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midwifery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alyz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collab-
o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ethods: Us-
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53 sophomore nursing undergraduate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were se-
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in May 2024.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for Nursing Students were used for the survey, combined with course ideol-
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practice to evaluat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SPSS 26.0 software was 
used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s, and one-way ANOVA. Results: The tot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ore of nursing students was (60.15 ± 9.53), indicating a medium level. The social persuasion di-
mension scored highest (3.85 ± 0.82), while the retention benefit and turnover risk dimension 
scored lowest (3.17 ± 0.72). First choice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 = 6.401, P < 0.05), degree 
of preference for the major (F = 25.791, P < 0.001), and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the profession after 
graduation (F = 5.614, P < 0.05)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nclu-
sion: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hanc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rough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values education, humanistic care practice, and career guidance. It is 
recommended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design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establish a linkage mechanism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 clinical practice”, and optimiz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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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各高校要结合各个专业

学科特点，分类别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高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1]。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护理学关注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为人类的繁衍与关怀而设

立，蕴含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将思政教育内容与护理专业课程教学相结合，是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必由之路[2]。然而，研究表明当前护理专业思政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师

把握思政元素不够准确、课程思政渗透程度不高、难以贯穿护理人才培养全过程等[3] [4]，影响了思政教

育效果，亟待进一步探索完善。本研究在“课程思政”的视域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有机融入助产专业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职业认同感。

通过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救死扶伤、尊重生命、甘于奉献的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的仁爱之心，强化其“健

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责任意识。同时，本研究探讨了“课程思政”视域下护理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影

响因素，以期为相关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职业认同感是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情感依恋和心理认可程度，对职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助产学生

作为母婴健康服务的后备力量，其职业认同水平不仅关乎个人职业发展，更影响着助产服务质量和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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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国内外学者针对护生职业认同开展了一些研究[5]-[7]，但鲜有文献关注“课程思政”背景下助

产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现状。本研究基于某高校护理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课程嵌入“医者

仁心”案例、增设“生命伦理”等专题研讨，系统分析思政教育对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完

善“专业 + 思政”融合育人模式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24 年 5 月选取汕头大学医学院护理学助产专业和护理专业 2023 级本

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 54 份，筛选后有效问卷 5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15%。纳入

标准：① 年满 18 周岁的全日制助产专业或护理专业本科生；②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 研究期间休

学、退学者；② 外校交换生。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校、年级、政治面貌、籍贯、生源地、是否将护理作为第一

志愿、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毕业后从事护理的意愿、对所学专业的喜爱程度、是否为学生干部等。 

2.2.2.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 
采用郝玉芳[8]编制的护生职业认同问卷，包括职业自我概念、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社会比较与自

我反思、职业选择自主性、社会说服 5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从“很不符合”到

“很符合”依次赋值 1~5 分。第 12 题采用反向计分，问卷总分为 17~85 分。分数越高表明护生的职业认

同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用于评估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感水平，探讨其与患者安全态度和职业素养的

关系，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7。 

2.3.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设计 

2.3.1. 课程内容融合 
在《护理学导论》《助产学导论》中引入“抗疫助产士事迹”等思政案例，强化“责任担当”意识；

在《护理伦理学》中设置“患者权益保护”专题，深化职业道德认知。 

2.3.2. 教学形式创新 
采用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引导学生体验护理职业的社会价值；组织“职业榜样进课堂”活

动，邀请一线护士、助产士分享职业使命感。 

2.3.3. 实践环节强化 
在临床实习中增设“人文关怀日志”，要求学生记录对患者关怀的反思，并由带教教师结合思政目

标进行反馈。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问卷星平台设计发放和回收问卷，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数据采用均值±标准差( x s± )表示，使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检验职业认同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

异，事后多重比较采用 LSD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n (%)]表示，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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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护生职业认同感得分情况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助产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总分为(60.15 ± 9.53)分，处于中等水平。从各维度得分

情况来看，社会说服维度条目均分最高，达(3.85 ± 0.82)分；其次是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维度，得分为(3.83 
± 0.65)分；职业自我概念维度得分为(3.64 ± 0.66)分；职业选择自主性维度得分为(3.25 ± 0.48)分；留职获

益与离职风险维度得分最低，仅为(3.17 ± 0.72)分。详细结果见表 1。 
 

Table 1. Scor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表 1. 护生职业认同感得分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职业认同 60.15 ± 9.53 3.54 ± 0.56 

职业自我概念 21.81 ± 3.99 3.64 ± 0.66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12.66 ± 2.89 3.17 ± 0.72 

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 11.49 ± 1.94 3.83 ± 0.65 

职业选择自主性 6.49 ± 0.95 3.25 ± 0.48 

社会说服 7.70 ± 1.65 3.85 ± 0.82 

3.2. 不同特征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总分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表 2)，高考第一志愿(F = 6.401, P = 0.003)、对专业的喜爱程度(F = 25.791, 
P < 0.001)和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意愿(F = 5.614, P = 0.002)是影响助产专业学生职业认同的主要因素。 

进一步的事后多重比较发现，高考第一志愿为护理专业(61.48 ± 9.97)和助产专业(62.47 ± 6.79)的学生

职业认同得分显著高于第一志愿为非护理学专业(49.29 ± 4.61)的学生(均 P < 0.05)；非常喜欢所学专业的

学生(71.71 ± 8.92)职业认同得分显著高于比较喜欢(62.30 ± 6.94)和不确定(51.06 ± 5.46)的学生(均 P < 0.05)；
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护理工作的学生的职业认同得分间也有显著差异(P < 0.05)，但事后检验中由于有一

个组的个案数不足两个，因此无法对职业认同总分执行事后检验。而性别、专业、政治面貌等因素对助

产专业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Table 2. 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ores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表 2. 不同特征本科护生职业认同得分比较 

项目 选项 N (%) 得分 F P LSD 

性别 
女 40 (75.5) 61.33 ± 9.44 

2.551 0.116  
男 13 (24.5) 56.54 ± 9.23 

专业 
护理 24 (45.3) 60.25 ± 11.66 

0.005 0.946  
助产 29 (54.7) 60.07 ± 7.55 

政治面貌 
团员 33 (62.3) 60.00 ± 9.66 

0.022 0.884  
群众 20 (37.7) 60.40 ± 9.54 

宗教信仰 
有 7 (13.2) 56.57 ± 6.08 

1.142 0.290  
无 46 (86.8) 60.70 ±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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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籍贯 
广东 43 (81.1) 59.65 ± 10.25 

0.623 0.434  
非广东 10 (18.9) 62.30 ± 5.23 

第一志愿 

护理 31 (58.5) 61.48 ± 9.97 

6.401* 0.003 ① > ③， 

② > ③ 
助产 15 (28.3) 62.47 ± 6.79 

非护理学 7 (13.2) 49.29 ± 4.61 

选护理原因 

自主自愿 28 (52.8) 62.64 ± 9.80 

2.475 0.094  家人或老师建议 24 (45.3) 57.67 ± 8.61 

其他 1 (1.9) 50.00 ± 0.00 

喜爱程度 

非常喜欢 7 (13.2) 71.71 ± 8.92 

25.791** ＜0.001 ① > ② > ③ 比较喜欢 30 (56.6) 62.30 ± 6.94 

不确定 16 (30.2) 51.06 ± 5.46 

毕业后从事意

愿 

非常愿意 8 (15.1) 68.50 ± 11.07 

5.614* 0.002  
比较愿意 33 (62.3) 60.76 ± 8.16 

不确定 11 (20.8) 53.18 ± 7.24 

较不愿意 1 (1.9) 50.00 ± 0.00 

学生干部 
是 12 (22.6) 56.67 ± 12.12 

2.120 0.152  
否 41 (77.4) 61.17 ± 8.54 

独生子女 
是 9 (17.0) 59.22 ± 10.17 

0.101 0.752  
否 44 (83.0) 60.34 ± 9.50 

兼职经验 
有 20 (37.7) 60.10 ± 10.98 

0.001 0.976  
无 33 (62.3) 60.18 ± 8.71 

家庭经济状况 

比较好 5 (9.4) 55.20 ± 10.64 

1.849 0.168  一般 41 (77.4) 61.49 ± 9.14 

比较差 7 (13.2) 55.86 ± 10.01 

注：*P < 0.05，**P < 0.01。 

4. 讨论 

4.1.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提升助产专业学生职业认同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学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总分为(60.15 ± 9.53)分，处于中等水平，与张辛剑等[9]
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社会说服维度得分最高，达(3.85 ± 0.82)分。这可能与近年来国家对助产专业发

展的重视和支持有关。随着医养结合、优生优育等服务需求的增长，助产专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相关

政策也为助产专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0]。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学生听从他人建议选择就读助

产专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各界对助产专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不断加强，相关政策为助产事业注入

了新的活力，学生能够从多渠道感受到助产职业的发展前景和社会价值，增强了职业自豪感。然而，学

生职业认同感的培养不能仅依赖外部环境的影响，更需要依托专业教育的内在引领。“课程思政”是高

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创新理念和实践探索[1]。加强助产专业“课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3132


李珏 等 
 

 

DOI: 10.12677/ve.2025.143132 121 职业教育发展 
 

程思政”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等各环节，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四个自信”，对于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而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维度得分最低，仅为(3.17 ± 0.72)分。护理学专业学生尚处于职业生涯初期，

对职业发展缺乏整体规划，对职业利益与成本的权衡认识不足，难以全面衡量离职对个人发展的影响[11]。
在专业教育中，应加强职业生涯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增强职业使命感，提高职业稳定性。

应挖掘并凸显各类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教师应积极发挥育人主体作用，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深刻

领会助产职业的责任与担当、温情与奉献，增强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和荣誉感；通过角色扮演与榜样故事

引发情感共振，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认同”通过情感共鸣提升职业认同。总之，高校应注重

发挥“课程思政”在专业教育中的引领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全过程，帮助学生塑造积

极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 

4.2. 影响护生职业认同的因素 

作为护理行业的新生力量，护生正处于逐步建立职业认同感的重要阶段[5]。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高考第一志愿、对专业的喜爱程度以及毕业后从事意愿是影响护生职业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与邢冬婕等

[6]的研究相一致，选择护理专业是基于对该专业的兴趣和喜好，选择第一志愿报考护理或助产专业的学

生，其职业认同感普遍较高；而对于调剂、职业规划尚不明确的护生而言，其职业认同感较低。对专业

的喜爱程度与思政教育中的“情感共鸣”策略，如榜样故事、价值观讨论显著相关。护理职业认同的形

成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其既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动态互动的结果，也是一个在特定社会历史背

景下，逐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通过系统的在校专业课程学习和临床实践，护生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护

理职业，增强职业信念、明确职业规划，提升职业认同感。 
然而，许多护生在选择专业时，对护理行业缺乏充分了解，尚未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职业认同

感较低，受限于高考志愿填报的结果[7]，而这一决定性选择也影响着其在大学期间的学习并可能对未来

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方向产生长远影响[12]，即使部分护生在选择报考专业前，已对护理职业性质与前景的

初步了解，但在学习过程中对护理行业的认知并未发生较大变化[13]。然而毕业后有意从事护理工作的护

生以及热爱本专业的护生，其职业认同感更为坚定，这与冯美[14]等的研究结果相符。兴趣是学习的强动

力，喜欢所学专业的护生往往更加积极地参与学习、交流与专业活动，并通过与前辈的经验分享，进一

步增强对护理行业的认同感。思政案例与专题教学将抽象的职业价值具象化，“生命守护”理念通过真

实事迹传递，增强学生的使命感。高校教师应鼓励护生根据自身需要和未来护理行业的发展趋势，尽早

制定适宜的护理职业生涯规划，充分挖掘自身潜能；积极组织科研项目和职业发展分享会，邀请护理行

业内有卓有成就的老师做讲座，激发护生对护理工作的主动性与探索欲，从而增强职业认同。加强护生

职业规划意识的培养，帮助其树立合理且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15]，临床早接触加深其对护理工作深层次

的认识和体验，唤起内心的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增强其职业认同感[16]。此外，大学教育应始终贯彻思

想政治教育方针，同时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应局限于党团组织关系。

要充分发挥专业教育、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三位一体”的合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 结论 

课程思政通过价值观引导、情感共鸣与实践强化三重路径，显著提升护理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未来需进一步探索思政教育与临床实践的深度耦合机制，尤其关注职业价值观的内化过程，以培养“技

术精湛、情怀深厚”的新时代助产人才，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通过在护理教学中强化人文关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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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等思政元素，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还能促进其职业认同感的

提升。结合临床实践，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护理职业的内涵，从而增强其职业信念和责任感。为

进一步提升助产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建议高校在课程设置中加大“课程思政”的渗透力度，注重培

养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职业认同，帮助其实现从学生到职业人角色的顺

利转变，为未来护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这也为后续的课程思政改革提供

了有价值的经验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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