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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角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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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学生为中心,探索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新路径。方法 通过

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创新思政教学方法、综合评价等对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进行设计,采用自行设计的《护理伦

理学课程思政现状及满意度调查表》对2022级护理学专业158名学生进行调查。课程结束后,通过理论和形

成性考核成绩、调查表评价课程思政改革的教学效果。结果 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教学内容融入课程思政目标、
切入点、元素和内容满意程度为94.93%;运用角色扮演法、启发式教学法、小组辩论式教学法、案例讨论式教学

法、情景体验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满意度为97.47%。结论 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视角,探讨护理伦理学

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及效果,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和护理学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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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指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1]。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中要求:高校要有针对性

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2-3]。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

也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4]。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全

面发展,这与课程思政不谋而合。因此,本研究将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运用到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中,促进

课程思政在护理学专业课程中润物无声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级本科护理学专业158名

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26名,占16.46%;女生

132名,占83.54%。年龄18~20岁,平均(18.69±
1.01)岁。学生干部49名,占31.01%。中共党员2名,
占1.27%;共青团员93名,占58.86%;群众63名,占
39.87%。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护理伦理学

课程思政现状及满意度调查表》对2022级护理学专

业158名学生进行调查。课程结束后,通过理论和形

成性考核成绩、调查表来评价课程思政改革的教学

效果。

1.2.2 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护理伦理学课程思

政建设路径

1.2.2.1 分析和整合护理伦理学教学内容,充分挖

掘思政元素 护理伦理学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护理伦

理学理论基础、规范体系、护理人际关系、临床护理实

践、护理科研工作和护理管理、临终关怀与死亡的伦

理道德等内容。其内容涉及面广,如何深入研究不同

教学内容的特点,深度挖掘和提炼课程内容中所蕴含

的思政元素至关重要。护理伦理学思政目标是强化

对生命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健康观、哲学思想、锐辩思维、良好的人文

素养和职业道德的优秀护理人才。根据思政目标充

分挖掘思政元素,以护理伦理学专业知识为基础,拓
展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温度,从历史到现代再到

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外,增加课程的引领

性和开放性,引导学生自由探索,积极思考。以教研

室为单位通过集体备课、自建团队,共同参与每一章

节的思政内容制定并建立思政案例库。护理伦理学

课程思政元素重点涉及家国情怀、文化传承、理想信

念、求真务实、关爱生命、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团队协

作、反思能力、职业诚信等,如讲授中国传统医护道德

内容时,播放节选《孔子》纪录片,让学生充分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护理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知识

点时,结合钟南山在非典时期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防控期间的感人事迹,在整合教学内容的同时,充
分挖掘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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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运用多元多维教学形式,创新思政教学方

法设计 根据护理伦理学课程理论性强及抽象的特

点,同时也为促进课程思政的有效落地,本研究以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切入点,全面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教学活动运用角色扮演、启发式、小组辩

论、案例讨论式、情景体验[5]、思维导图等多种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积极地思考,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帮

助学生接受、内化并践行所学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

中,学生以寝室为单位成立教学小组,寝室长为小组

组长,所有教学活动及成绩以小组为单位,充分发挥

小组成员的作用,每个案例均设计思政题目,引导学

生充分表达职业理念。学生自觉参与教学活动,不断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意识、自我管理能力和团队合作

意识。
1.2.2.3 构建闭环式评价体系,综合评价课程思政

效果 通过自评、学生评价、课程评价等形式,师生共

同参与,对护理伦理学课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从中

发现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以便调整教学方

案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护理伦理学课程

评价方式主要包括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其中

形成性评价包括课堂表现(课堂学习、线上学习、主题

抢答、课后作业等)20分、思维导图10分、案例讨论

10分、专题活动10分;利用期末考试进行总结性评

价,期末成绩50分,50道选择题,其中体现课程思政

内容的试题不少于5道。同时,学院督导组专家通过

听课、教学资料检查等教学效果评价,课程思政评价

为优秀。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2 结  果

2.1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满意度情况 课程结束

后,采用自行设计的《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现状及满

意度调查表》对2022级护理学专业158名学生进行

调查。该调查表主要包括28个内容,通过问卷星进

行调查,共发放调查表158份,有效回收158份,有效

回收率为100%。见表1。

表1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满意度情况[n(%)]

项目 非常满意 较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你对护理伦理学教学内容中融入课程思政目标、切入点、元素和内容满意程度 63(39.87) 48(30.38) 39(24.68) 8(5.06)

授课过程中教学方法和策略是否深度结合思政内容,凸显润物无声满意程度 71(44.94) 47(29.75) 36(22.78) 4(2.53)

课堂上教师讲授国家大政方针,弘扬爱国主旋律,促使你对塑造国家情怀,强化社会

责任方面满意程度
69(43.67) 45(28.48) 38(24.05) 6(3.80)

课程思政的融入对专业知识学习帮助你的满意程度 71(44.94) 59(37.34) 25(15.82) 3(1.90)

你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渗透的满意程度 86(54.43) 48(30.38) 23(14.56) 1(0.63)

2.2 护理伦理学期末成绩情况 护理伦理学课程期

末成绩包括形成性评价50分(课堂表现20分、思维

导图10分、案例讨论10分、专题活动10分)和期末

考试成绩50分两部分。经过统计,期末成绩在90分

以上19 人,占 12.03%;80~ <90 分 134 人,占
 

84.81%;70~<80分5人,占3.16%;<70分0人。

3 讨  论

3.1 强化思想引领,促进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

融合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

要抓手,树立课程思政引领课程建设发展的理念,是
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路径[6]。
精炼教学目标,设计有温度的学习任务,协同育人,注
重培养学生的医者仁心[7-8]。充分挖掘思政元素,收
集思政素材,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是一门

专业课程思政成败的关键。本研究中,学生对护理伦

理学教学内容中融入课程思政目标、切入点、元素和

内容满意程度为94.93%,课程思政的融入对专业知

识学习帮助较大。在健康中国和现代医学模式转变

的大背景下,对护理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职业素

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护理伦理学课程中融入课程思

政教育能更好地实现课程思政与人文素质教育的互

相促进,提升其职业素养。

3.2 深化内涵建设,助力创新多元教学方法 教学

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多种教学方法的应

用可以让课堂教学活起来[9]。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

互动式教学模式,通过角色扮演法、启发式教学法、小
组辩论式教学法、案例讨论式教学法、情景体验等多

种教学方法将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中,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进而实现专业与思政的

有效衔接,从而改变学生的价值观。本研究表明,授
课过程中教学方法和策略深度结合思政内容凸显润

物无声,学生的满意度为97.47%。将思政教育作为

抓手融入课堂中,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护理学生对课程

思政内涵的理解,进而促进其思想觉悟的升华,最终

在行动上付诸实践。
综上所述,在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影响下不断将

思政教育融入专业知识体系中,内化课堂教学的隐性

内容,增加护理课程人文情怀,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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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积极性,外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提

升立德树人成效[10-12]。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效果评价中,仅进行学生、课程整体设计等方面的

评价,今后将邀请其他同类院校教师、第三方机构等

共同参与课程改革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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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肿瘤差异化表现为导向的PBL教学法在肿瘤科专业型
研究生临床思维培养中的应用*

易守会,谢文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中心,重庆
 

400010)

  [摘 要] 肿瘤科涉及的疾病广泛、病情复杂多变、肿瘤相关知识更新快,这些特征对临床实践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及更大的挑战。因此,在肿瘤教学工作中,培养缜密的临床思维对于肿瘤专业研究生胜任临床肿瘤工

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BL)目前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然而,如何在PBL教学中

培养肿瘤专业学生良好的临床思维值得探索。考虑不同肿瘤、不同个体导致患者的诊治存在本质性差别,因

此,该文将从器官功能和形态的差异化表现、肿瘤进程时间节点的临床差异化表现、肿瘤患者治疗方式差异化

表现、肿瘤患者合并基础疾病的差异化表现4个方面,探讨以肿瘤差异化表现为导向的PBL教学法在肿瘤科专

业型研究生临床思维培养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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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恶性肿瘤的发

病也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目前肿瘤学无论是基础还

是临床,知识更新快。鉴于肿瘤患者具有病情复杂、

变化模式不定、受累器官多等特点,对医生的肿瘤临

床思维要求较高,需要从复杂的病情中快速理清诊疗

思路,认清疾病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让患者最大

·9312·现代医药卫生2023年6月第39卷第12期 J
 

Mod
 

Med
 

Health,June
 

2023,Vol.39,No.12

* 基金项目:重庆市科卫联合医学科研项目(2020FYYX143)。
△ 通信作者,E-mail:11596284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