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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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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思政”格局的建构，“课程思政”势在必行。临床实践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过渡桥梁，是进行德育工

作的重要环节。本文从融入思政教学必要性和目标出发，围绕教学设计与实施展开，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在培养护生临

床实践能力的同时，将人文素质、职业认同感、爱国主义等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中，使专业与思政教学同向同行，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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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

学的宗旨、本质在于立德树人。通过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1]。2020 年 7 月，教育部印发

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要深入推进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2]。护理临床实践作为专业教育

的核心阶段之一，其中蕴含大量鲜活的思政元素，通过挖掘

提炼，将其渗透、贯穿、融合于教学中，在潜移默化中实现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3]。通过临床实践教学，让

课程内容更加深刻的同时，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落

实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节，实现习总书记所说的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4]。

1 护理临床实践进行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育人先育德。“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并行

是高校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关键 [5]。

目前的思政教育大多在专业课堂上尝试性地融入思政元素，

很难与专业实践进行融合，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6,7]。

护理临床实践能力是护理人员将所学知识、技能转化为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所必须具备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8]。护理临床实

践中存在的护患矛盾、职业规划不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源于

人文素养教育的不足。从教育目标来看，高校开展课程思政

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根本目标的需要，也是素质教育的需求
[9]。从专业特点上看，在医学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符

合医学“自然与人文”双重属性的特点。就育人效果而言，

单纯依托“思政课程”育人效果是甚微的，将其有机地融入

课程教学中，可有效激发学生对于生命及人生价值的思考，

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2 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思政育人目标

2.1 爱国奉献的思政融入

爱国学者陶行知曾说过“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

人的本分”，培养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致力于为祖国贡

献自己智慧和力量是每个青年应树立的伟大理想 [10]。在临

床带教讲授医学先进理念与领先技术时，可有意识地向学生

们介绍为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们。有我国

第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在提取

青蒿素过程中历经数百次失败最终研制成功的事例；有一生

专注于消灭脊髓灰质炎，携幼子以身试药，研制出脊灰糖丸

活疫苗，使千百万儿童远离了小儿麻痹症的顾方舟；还有疫

情期间战斗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注射护士柳帆，主动延迟

退休投身于抗疫前线。这一个个爱国前辈们，像一束光，照

亮了生命的长路。

2.2 职业认同感的思政融入

为强化学生对医学专业的认识及理解。在护理临床教

学中，教育者通过岗前培训、教学案例讲解等多个环节，引

入护理行业重要贡献者的事例。有主张恢复和发展高等护理

教育，为祖国护理事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首位中国南丁格

尔奖章获得者王琇瑛；有在战乱中辗转求学，赴美留学后毅

然回国，为护理事业发展倾尽所能的“提灯女神”黄爱廉；

有冲锋在前，不顾个人安危，包揽危重患者，顽强抗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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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遭遇感染后还自我检讨的叶欣。通过讲述鲜明实例，

使护生在真实的情景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培养护生的职业认

同感、责任感及使命感，坚定其继续从事护理事业、为人类

健康服务的信心。

2.3 医学人文关怀的思政融入

人文关怀是医学的最高境界，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

整体护理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疾病的治愈不仅需要

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更需要适当的关怀与照顾 [11]。为贯彻“以

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应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始终，同

时也要注意融合角度，遵循“盐溶于汤”的规律，灵活巧妙

地将思政元素穿插其中。在教学中引入我国首位获得南丁格

尔奖的藏族男护士巴桑邓珠的故事，他关心藏族人民，同理

患者需求，改变了医患沟通难题，从他的事迹中体现的人文

精神值得每个护理工作者学习。同时也要注重在各个细节中

体现人文关怀，做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医务人员。如在操作

前要优先考虑病人的感受，导尿等暴露性操作注意保护患者

隐私，插管时要注意动作轻柔等，亦或是一个微笑，一句问

候，都能带给病人温暖。

2.4 创新精神的思政融入

十九大专题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现代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前人数万步的探索，也离不开创新元

素的注入，坚持创新驱动，培养创新精神是紧跟医学临床发

展的关键。有通过数十年探索，自身挖洞创造伤口并以身

试药，最终被授予国家发明专利的“立奇膏”研制者李琦；

有坚守在岗位上不断思索创新，从患者角度出发，在原始鼻

饲管基础上发明出《分解式鼻饲管》的商敏；有在飞机上自

制吸尿装置，缓解患者急性尿潴留症状，使其转危为安的肖

占祥医生等 [12]。通过讲解此类事迹，激励护生扎根临床、

保持目光延伸、积极思考、善于观察、脚踏实地，为护理事

业发展而不断探索，为服务广大患者而不断奋斗。同时也要

充分利用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等重要育人平台，将思政

元素融入到创新创业类实践之中。加快推进医学教育创新发

展，提高医学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3 教学设计与实施

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依托，临床实践教学

是医学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根据各个阶段的实

践特点与教学目标，以时间轴为方向，统筹规划教学内容，

明确教学重点，科学设计教学体系。依据“岗前培训—下科

实习—护理教学查房比赛”这一实践轨迹，达到检验教学质

量、学习效果的作用。在培养临床操作能力的同时，深度挖

掘，使思政元素似“基因植入”嵌进具体实践中 [13]，达到

双向并行的目的。

2.1 岗前培训 

实习教学管理小组集中组织护生进行岗前培训，主要

包括医疗安全教育、职业价值引导教育、实习纪律教育、实

习轮转安排等。强调医疗安全的重要性，使安全观内化于心，

列举院内护理不良事件，并引导护生分析其发生的因素及

解决方法，锻炼护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护生以慎

独精神对待临床工作；讲解护理专业发展史时，融入对我

国护理事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先进事例”，增强护生的

职业认同感；进行实习纪律教育时，强调实践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使护生们在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在实践中严

格遵循；带教管理小组可在了解护生需求的基础上，加强

沟通交流，有利于建立和谐的护护人际关系，使其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临床中。

2.2 下科轮转 

科室轮转共 10 个月，约 10 个科室，各科室实习早期

进行专科理论强化，中期进行实践培训，后期进行临床考核

及知识总结。通过专科护理精讲，带教老师结合各科的主要

教学内容，指导护生掌握各项专科护理技能的同时，可适当

引入教学思政元素，以达到教学思政目标（见表 1）。具体

教学中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见表 2），以产科实

践为例，教学时着重于分娩机制及异常分娩等情况的学习。

线上发布学习内容（观看课件、虚拟仿真实验练习，收集护

生疑惑点等），护生通过移动端操作，查看学习进度。线下

通过理论讲授，强化知识理解；通过产房观摩，学习孕产妇

妊娠过程、新生儿的护理技术等。最后通过线上雨课堂平台，

以小组为单位，共享学习资料、上传课后作业，检验学习效

果。通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提高护生学习的自觉性、

主动性，在实践中强化人文素养。



国际护理医学 :2024 年 6 卷 5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72

表 1 专科精讲教学内容与思政育人元素

教学内容 教学思政元素 教学思政目标

泌尿外科 导尿术 为异性患者提供护理服务时护士自身角色与
性别的认知

1. 职业素养，以人为本
2. 注意尊重、保护患者隐私

肝胆外科 胆囊切除术后的护理 肝胆疾病之间的联系 事物普遍联系，相互影响

脊柱外科 骨折患者的功能锻炼 功能锻炼时应遵循何种原则及注意事项
1. 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2. 循序渐进的原则
3. 安全意识

妇产科 1. 人工流产术的护理
2. 孕检等相关检查

1. 未成年意外怀孕患者心理护理及价值观教
育

2. 定期产检，识别意外情况

1. 珍视生命，爱情观教育，医学伦理：隐私权
2. 以人为本，防范未然

急诊科 1. 现场急救
2. 多发伤患者的快速分诊

1. 为患者行心肺复苏
2. 快速识别，抢救患者

1. 人道主义精神，医学职责，人文关怀
2. 辩证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心内科 体外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的护理 如何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科研意识，创新意识，主观能
动性

呼吸内科 呼吸系统感染患者护理评估及辅助检
查 临床数据与疾病发生、发展程度之间联系 辩证：事物普遍联系、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

消化内科 门脉高压患者的护理 胃肠减压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度原则

儿科 药物过敏患儿的护理 过敏原检测，减少再发次数 个体差异性，矛盾的特殊性

手术室 术中器械的传递 传递器械，物品清点及核对，确保手术顺利
进行 团队合作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

表 2  混合教学内容与思政育人元素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思政育人元素 思政育人目标

线上 观看学习资源 自学 3D 分娩视频，新生儿科复苏技术 自我学习能力、医学人文关怀

线下 理论讲授，强化知识理解 借助模型进行分娩机制精讲 爱的教育：母爱的伟大、事物发展的曲折性

线下 常规药物使用 缩宫素适应征、禁忌征、注意事项 辩证思维（毒性反应与药物药效之间的关系）

线上 成果检验及知识衍生 分组上传学习成果，学习产科发展史，重要贡献者事
迹的学习—林巧稚、张丽珠

爱国主义、团队荣誉感、职业使命感、民族自豪感、乐于
奉献的精神

2.3 护理教学查房比赛 以护理教学查房为依托，选择

典型病例，通过比赛的方式，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过程

中，在检验临床带教教学质量的同时，夯实护生所学知识，

锻炼其综合分析能力、语言沟通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见表 3）

表 3  实践教学内容与思政育人元素

教学活动流程 思政育人元素 思政育人目标

选择病例
分析病例 分组选择、分析病例的诱发因素、临床表现、检查结果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整体观

角色扮演 分组进行排练（模仿患者及护士）、PPT 制作 沟通交流能力、人文关怀、关爱病人

自导自演 进行角色扮演 、台上汇演 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意识、竞争意识

评价与提问 根据比赛内容进行评价、提问相关专业知识 专业医学知识、随机应变能力

4 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针对临床护理实践课程思政教学

进行了初步探索，在护理临床实践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有其

必然性和重要性，同时也是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立德树人思想

的必然要求。通过对临床实践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从爱国奉

献精神、创新精神、医学人文、职业认同感等多角度寻找切

入点，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课程教学中，通过岗前培训、

下科实习、护理教学查房比赛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全程、全方

位、全员的课程思政教育，利用临床实践这一渠道，将专业

知识学习与思政价值引领并重。为培养有责任感、有担当的

高素质人才打下基础。当然，护理临床实践中的思政元素远

不止于此，教学时应找准切入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不



国际护理医学 :2024 年 6 卷 5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73    

断探索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的有效方法。还可结合隐形教育，

将思政元素和人文元素的有效融合，为实现立德树人目标持

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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