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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基于多元化教学方法的成人继续教育社区护理学课程思政实践效果。方法:选取北京市某成人高校 2019 级 142 名

（对照组）和 2020 级 138 名（观察组）护理专升本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观察组采用多元化教学并开展课程思政实

践，教学前后比较两组护生的护理职业态度和人文执业能力，并调查观察组的课程思政实践评价。结果:教学后，观察组护生护理职

业态度［（4. 16±0. 53）分］及护理人文执业能力得分［（105. 94±15. 81）分］显著高于对照组［（3. 66±0. 51）分、（97. 38±15. 62）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86. 96%~97. 83% 的观察组护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效果给予较高评价。结论:基
于多元化教学的社区护理课程思政实践能有效提高护生的护理职业态度和人文执业能力，且学生认可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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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教学中，尽可能地挖掘

该课程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及其承载的思政教育

功能，并将其与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方法和教学过程

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之

间的相互渗透，落实“各类课程与思政教育之间的协同

发力和同向同行”的立德树人总目标 [1⁃2]。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养、适应职

业发展需要、具有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 [3]。临床护

理人员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仅有益于护理工作

实践，而且可以有效改善病人的转归 [4]，提升循证思维

能力和自信心 [5]。但一直以来，高等护理继续教育更

关注对学生专业素质和能力的提升，缺乏对人文素养

和道德素质的培育，而后者正是临床护理工作所必备

的 [6]。有研究表明，“课程思政”始终是彰显国家意识

形态育人战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素质的最佳

途径 [7]。基于此，社区护理学教学团队通过深入挖掘

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结合专业课知识点进行了课

程思政设计，并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开展了教学实践，

以期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同时，为思政视域

下成人继续教育社区护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

考与经验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选取北京市某成人

高校 2019 级 142 名和 2020 级 138 名护理专升本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并将 2019 级护生设为对照组，2020 级护

生设为观察组。两组护生前期基础医学课程及专业课

程教学方法一致，且两组性别、年龄、职称、所属医院级

别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 2　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观察组采用基

于多元化教学方法的课程思政教学，两组护生理论教

学均为 36 学时。多元化教学方法的课程思政教学方

法具体如下。

1. 2. 1 提高教师思政育人的能力　通过组织教师学

习《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开展专题研讨

会，就如何将思政课元素融入医学专业课程，为首都医

药卫生行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展开充分交流。定期邀请

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市委党校等的多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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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系列讲座，提高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强化教师立

德树人责任意识。

1. 2. 2 教 学 大 纲 的 修 订 及 各 章 节 思 政 元 素 的 融

入　以李春玉等 [8]主编的《社区护理学》第 4 版为教学

教材，聘请护理学科专家和思政专业课教师作为指导

老师，与其他院校专业教师学习交流，深入挖掘新时代

背景下成人护理本科《社区护理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

切入点，明确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实现课程思政与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有机融合，制订课程思政教学大

纲，开展教学设计并撰写教案。见表 1。
表 1　社区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章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教学内容

1 社区健康与社

区护理

2 公共卫生服务

和社区卫生服务

社区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

以社区为中心的

护理

以家庭为中心的

护理

1 社区儿童保健

护理

2 社区妇女保健

护理

社区老年人群保

健与护理

社区慢性病病人

的护理与管理

社区伤残病人的

康复与护理

流行病学与社区

疾病管理

社区灾害事件应

急管理与护理

思政元素

“健康中国 2030”战略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社区健康教育

国家卫健委关于建设

社区医院的相关政策

互联网+医疗

1 “糖丸之父”顾方舟

的故事

2 “粉红丝带”活动

我国养老相关政策

1 健康生活方式

2 临终关怀

“篮球女孩”钱红艳的故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科学防控

汶川地震、河南洪涝灾

害、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

切入点

促进社区健康及公共卫生服

务建设是实现“健康中国”战

略的重要途径，社区护理在实

现该战略目标中的重要意义

将科学防疫与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相关理论相结合

从社区健康档案的管理拓展

到国家近些年出台的建设社

区医院的相关政策

将  “互联网＋医疗”概念融入

家庭健康护理的方法中

1 在儿童预防接种知识点中

代入顾方舟研发脊髓灰质炎

疫苗的艰辛历程

2 在妇女乳房保健知识点介绍

“粉红丝带”全球乳腺癌防治活动

以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为切入

点阐述我国政府相继出台的各

项养老政策及老年人群保健的

重要意义和内容

1 鼓励护生通过制作宣传海报、

小视频等向家人和社区居民

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及理念

2 通过角色扮演，让护生体会

临终病人感受，了解其需求，

切实理解临终关怀的意义

通过讲述我国女子游泳残疾

人运动员钱红艳的成长历程，

宣传残疾人积极乐观、自强不

息的精神，引出课题主线

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预防

与控制为例讲解传染病的流

行病学管理

以汶川地震、河南洪涝灾害新

闻时事导入课程内容，在知识

讲解中穿插最美逆行者等视

频元素

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

翻转课堂

知识拓展

案例分析

叙事教学  
多媒体视

频播放

知识拓展

课外实践  

情景模拟

叙事教学  
情景导入

案例分析

情景导入

多媒体视

频播放叙

事教学

课程思政目标

明确护生的社会担当，帮助其树立

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职业观

和大局观

提高护生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提升临床思维，同时培养学

生的科学防疫意识及宣传能力

引领护生将职业领域放眼至社区，

为促进分级诊疗及基层卫生事业的

发展贡献力量

激励学生在临床工作中要与时俱

进、勇于创新，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更好地适应飞速发展的医学技术

1 激发社会责任感及为医学事业甘于

奉献的职业精神

2 引导男性护生尊重妇女，女性护生

关注自身健康

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中华美德，

培养学生助老为老的社会责任感

1 提升护生健康素养，引导学生关注

公众健康，培养学生的职业成就感

2 引导护生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帮

助学生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提升人

文关怀能力

帮助护生树立爱伤观念，尊重、关爱

残疾人

帮助护生充分理解“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重要意义

弘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民

族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职

业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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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社区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1.2.3.1 明确思政教学目标，传递价值　根据设计好

的教学方案，在教学导引中明确告知护生本章节的思

政教学目标，帮助他们建立初步思政观的同时，提高学

习兴趣。在知识点讲解中恰当地切入思政元素，再次

明确思政教学目标，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1.2.3.2 教学内容融入真情实感，内化于心　在课程

教学过程中，通过讲述真实案例和楷模故事，触动护生

的内心，促进情感共鸣。如“篮球女孩”钱红艳的成长

故事、顾方舟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艰辛历程，从而达

到教学效果内化于心的效果。

1.2.3.3 多元化、混合式教学方法，丰富体验　在课堂

教学中，运用小组讨论、翻转课堂、叙事教学、课外实

践、案例分析等多元化教学方法来丰富学生的课堂体

验。如开展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背景下，作为一名

社区护士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为主题的小组讨论；采用

翻转课堂让护生选择学过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相关

理论，自行设计新冠肺炎预防健康教育计划并汇报；鼓

励护生通过制作宣传海报、小视频等向家人和社区居

民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及理念来开展课外实践。此外，

护理继续教育学生工学矛盾突出，因此通过混合式教

学，线上教学资源与线下讲授有效结合互补，增加碎片

化学习时间，拓宽多元化学习空间，并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

1.2.3.4 教学评价方法多元，外化于行　为充分体现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观察组通过形成性评价及期末考

核两部分来进行考核。其中，形成性评价由学生在课

堂活动中的表现、课外实践的完成情况、学习平台论坛

发言、思政教学心得体会组成，目的是检验护生是否在

掌握专业知识基础上，将思政元素外化于行，达成教学

目标。

1. 3 评价指标

1. 3. 1 护理职业态度　在教学前后采用护理职业态

度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由 Rossiter 等研制，张帆等 [9]

在 2018 年汉化，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态度和职业意图

3 个维度，共 27 个条目。各条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以及非常同意依次

计 1~5 分），量表各条目平均分为最终得分，总分越高

代表护士的护理职业态度越好。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7，信效度较好。

1. 3. 2 护理人文执业能力　在教学前后采用护理人

文执业能力测评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由颜海萍 [10]研

制，并经多次修改达到较好信效度，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13,内容效度为 0.908。量表包括人文关怀实践

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伦理和法律实践

能力以及心理调适能力 5 个维度，共 26 个条目。各条

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

符合以及非常符合依次计 1~5 分）。所有条目总分相

加即为量表总分，分数越高表明护士的人文执业能力

越高。

1. 3. 3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教学结束后，观察组填写

社区护理学课程思政评价问卷，包括学生对课程思政

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效果评价。

1. 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

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

述，比较采用 t 检验；护生对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采用频

数、百分比（%）描述。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护理职业态度比较（见表 2） 

2.2 两组护生护理人文执业能力比较（见表 3） 

表 2　两组护生教学前后护理职业态度比较（x±s） 单位：分

 时间

教学前

教学后

  ① 与本组教学前比较，P<0.05。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

人数

142
138

142
138

职业认知

3.69±0.54
3.68±0.55

0.875  
0.317  

3.71±0.56
4.34±0.60①

-5.531
<0.001

职业态度

3.92±0.57
3.95±0.57

-0.898  
0.309  

3.95±0.63
4.48±0.63①

-4.859
<0.001

职业意图

3.28±0.50
3.31±0.52

-0.969  
0.257

3.31±0.51
3.67±0.59①

-3.647
0.026

总分

3.63±0.49
3.65±0.48

-0.866  
0.311

3.66±0.51
4.16±0.53①

-4.736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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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观察组护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见表 4） 

3 讨论

3.1 课程思政有助于增强护理继续教育学生的职业

认同感  护士的职业认同感能帮助其对自己的职业能

力、兴趣、目标及职业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11]，本研

究用护理职业态度来评价。本研究结果表明，课程思

政教学后观察组护生的职业态度量表得分明显提高，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调

查，97.83% 护生表示思政教育让其充分认识到护理专

业的价值，增强了其职业认同感。这与李玮等 [12]的研

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一是“健康中国 2030”元素的

融入，让护生真切感知到护理专业在实现“健康中国”

战略中的重要价值，作为国家卫生事业的中坚力量，其

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油然而生；二是在课外实践

中，护生向家人和社区居民宣传健康生活方式，能够获

得职业成就感和满足感；三是临床一线护生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亲身经历及身边最美逆行者故事的

讲述，能够增强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 [13]，激发护

生为医学事业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和动力。

3.2 课程思政有助于提升护理继续教育学生的人文

素养  人文素养是护士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临床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为人文执业能力，是护士人

文关怀品质的外在体现 [14]。本研究结果表明，课程思

政教学后观察组护生的人文关怀实践能力、人际沟通

能力均得到提升，且高于对照组（P<0.01）。李小芒

等 [15]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在教学过程中将爱国主

义、爱伤观念、人道主义关怀等人文元素融入专业学

科，通过知识传授过程中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帮助护

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了人文认知，

奠定了其人文关怀实践的基础。而护生多为临床一线

护士，94.20% 表示愿意在日后的工作中将思政目标外

化于行，因此，在临床工作中逐渐发展了人文关怀实践

能力。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多元化的体验式教学都侧

重于护生的切身体会和感悟，鼓励他们将自己所学知

识外化表达，因此，人际沟通能力得到提升。但护生的

自我管理能力、伦理和法律实践能力及心理调适能力

未有明显改变，可能与教学思政目标设计中未涉及这

表 3　两组护生教学前后护理人文执业能力比较（x±s） 单位：分

   时间

教学前

教学后

  ① 与本组教学前比较，P<0.05。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

人数

142
138

142
138

人文关怀实践能力

37.86±5.94
37.73±6.02

0.986  
0.331  

39.45±6.22
43.88±6.31①

-5.532
<0.001

人际沟通能力

21.48±3.15
20.99±3.12

0.973  
0.353

22.86±3.21
25.62±3.36①

-4.453
<0.001

自我管理能力

10.06±1.89
10.11±1.92

-0.626  
0.578

10.94±1.95
11.88±1.83①

-0.612
0.547

伦理和法律实践能力

11.26±1.87
11.44±1.90

-0.695  
0.507

11.65±1.91
11.79±1.93①

-0.603
0.579

心理调适能力

11.43±1.91
11.54±2.07

-0.657  
0.522

12.48±2.15
12.76±2.33①

-0.759
0.312

总分

92.09±14.23
91.81±14.59

0.194  
0.839

97.38±15.62
105.94±15.81①

-2.596
0.024

表 4　观察组护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n=138）

评价项目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条目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具体、明确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课程思政元素能充分结合时事，内涵丰富、深刻

课程思政元素切入时机恰当、自然，能与专业知识充分融合

课程思政元素总量合适、时间安排合理

课程思政教学方式多样、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课程思政教学的融入能够帮助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之间的链接，便于我对知识点的记忆

课程思政教学让我充分认识到护理专业价值，增强了职业认同感

我愿意在日后的工作中将思政目标外化于行

人数

131
129
127
134
125
132
124
120
135
130

是

百分比（%）

94.93
93.48
92.03
97.10
90.58
95.65
89.86
86.96
97.83
94.20

人数

7
9

11
4

13
6

14
18

3
8

否

百分比（%）

5.07
6.52
7.97
2.90
9.42
4.35

10.14
13.04

2.17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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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有关，这也提示应拓宽思政教学的宽度。

3.3 护理继续教育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具

有较高的认同度  调查显示，93.48% 的护生认为本课

程思政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92.03% 的护生认为

课程思政元素能充分结合时事，内涵丰富、深刻；

95.65% 的护生对本课程采取的多种教学方式表示认

可，能够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机。这充分

说明护生对课程思政认同度较高。此外，多元化教学

方式弥补了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的不足，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 [16]。通过课堂上的小

组讨论和观点分享，同步加强课外社会实践，有利于激

发学生深度思考，因此，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较好。

4 小结  
在社区护理教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显著增强

护生的职业认同感，提升人文素养。在课程思政教学

中，学校、教师和学生缺一不可。学校要高度重视思政

教育，加强教师思政教学能力的培养；教师要牢固树立

思政意识，与时俱进，学习医学新知识，了解医学新进

展，掌握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关注教育部、卫健委网站

的时事政策，聚焦社会热点新闻，从而不断积累思政素

材，提高自身思政教学能力；学生也应借助思政教育与

专业知识的融合，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付诸实践，真正

做到将思政目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形成教学体

系的良性循环，实现成人护理继续教育与立德树人总

目标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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