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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程思政为导向的泌尿外科护理 

理论教学创新路径与实践成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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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聚焦于课程思政与泌尿外科护理理论教学的融合，探讨其必要性，创新举措与实践结果。通过深入的文献

研究与系统的教学实践，探索课程思政在泌尿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与实施路径。通过以上方法实施不仅提高了学生

的专业成绩，增强思政素养与职业认同感，也为培养兼具扎实专业技能和高尚医德的泌尿外科护理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并且为课程思政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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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健康中国”的战略 [1] 推进，以及医疗卫生

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于护理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护理人员

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良好的职业道德、

人文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泌尿外科的护理作为护理

专业中重要的分支，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专业的知识技能，

也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泌尿

外科护理人才做基底，同时也跟随国家步伐，满足新时代医

疗卫生行业的需求。

1 课程思政融入泌尿外科护理理论教学的必要性

1.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且高校肩负着培养全面

发展社会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在泌尿外科护理理论教学中融

入课程思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从而确保培养的护

理人才技术过硬，正直可靠，品德高尚。

提升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泌尿外科的护

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其疾病复杂且病情变化的迅速 [4]，

护理人员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

由于泌尿外科的手术及操作易引发感染，护理工作的感染风

险高，要求护理人员严格遵守无菌操作的规程，并且在操作中

要特别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部分患者因疾病影响生活质量会

伴随较大的心理压力 [5]，护理人员更需提供心理支持。工作强

度大、专业要求高、护理安全要求高、人文关怀重要性突出、

心理素质高等都是泌尿外科护理工作的显著特点。课程思政

的融入，让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下，提升其人文素养

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并提高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1.2 适应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行业对

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6]。课程思政的融入，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且可以更好地适

应医疗卫生行业在发展中的变化，从而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事

业做出更多贡献。

2 课程思政融合下泌尿外科护理理论教学的创新举措

2.1 创新教学目标

在教学目标设计上，融入思政教育的目标，构建“知识 

- 技能 - 思政”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体系，将思政目标和专

业目标结合；在知识目标方面，学生要掌握泌尿外科护理的

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在能力目标方面：培养学

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护理操作能力和团队沟通协作能力；在

思政目标方面：通过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增

强其责任感、同情心和团队合作精神。例如：在讲解“泌尿

系统结石患者的护理”时，除该类患者的护理要点外，通过

介绍医护人员帮助患者战胜疾病的案例，将培养学生的关爱

意识，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作为教学目标。明

确教学目标，让思政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有清晰的指引方向。

2.2 优化教学内容

深度挖掘思政元素：深入的分析有关泌尿外科护理理

论的教材，挖掘其中所需的思政元素。在介绍泌尿外科的手

术护理时，通过强调无菌操作的重要性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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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态度和规范意识；在讲解尿系统肿瘤患者的护理时，通过

描述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抗击病魔的故事来培养学生

的同理心和奉献精神。引入思政案例：收集和整理相关的思

政案例，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案例分析，包括先进医护人员

的事迹、医疗纠纷案例等，引导学生思考护理工作中所遇到

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提升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职业操守。   

2.3 创新教学方法 

（1）PBL（问题导向学习）联合翻转课堂：PBL 联合

翻转课堂模式通过提出临床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且分组

讨论。课前教师发布相关的临床问题，学生通过网络资源自

主学习且准备解决方案。课堂上，学生分组讨论，教师进行

引导，让学生深入分析，并结合思政元素进行讨论。该模式

可以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7-8]。

（2）沉浸式情景模拟：为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虚拟培

训实践的一种教学方法 [9]。利用模拟病房或 VR 设备，设置“突

发场景”，设计多种突发情况，如患者病情突然变化，家属

情绪激动等，考验学生的应急能力和沟通技巧。模拟的过程

中，教师实时观察学生的操作和表现，记录关键点和不足。

模拟结束，总结学生的不足。通过该方法，培养学生的同理

心和沟通能力，让学生不仅提升技术操作，更关注人文关怀。

（3）公益服务：组织学生参与泌尿外科相关的公益活

动，分组参与不同的任务，如健康宣教，义诊服务，心理疏

导，科普视频 [10] 等。活动前对学生进行培训，学习相关的

理论知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活动中，学生与患者交流，

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活动后，进行

反思与感悟。通过通过公益服务，学生对患者的主动关怀行

为增加了 30%，职业认同感也提升了 15%”。

（4）反思建构法：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是高

等教育的重要一环 [11]。要求学生撰写反思日记，记录在泌

尿外科护理实践中的所见所闻。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进行写

作指导，让学生明确该日记的写作要求和方法，并引导学生

从多个角度反思。课后推选优秀的反思日记进行展示。并在

分享的过程中，其他学生可提问，讨论，教师进行总结和点

评，引导学生在反思中汲取经验。选取 28 名护生进入一、

二病区 , 对照组 28 名护生进入三、四病区，结果为试验组

护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217.37±10.91）分，高于对照组

（201.06±14.3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该

方法让学生深入思考护理工作中的伦理问题，加强伦理认

识，并在反思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4 构建多元化的思政理论教学评价体系

（1）评价主体多元化：多元化考核评价不仅能评价教

学活动总的结果，而且强调对课程学习过程的评价 [12]。该

方法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真正成为评价活动的参

与者 [13]。学生通过问卷调查或在线评分的方式进行评分。

教师自评与互评，教师定期开展教学观摩活动，互相评价，

总结经验。

（2）评价指标多元化：知识技能占 30%，其中理论考

试成绩、操作技能考核和临床思维能力各占 10%；思政素

养占 30%，包括职业道德观念、人文关怀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各占 10%；创新与实践能力占 25%，其中创新思维能力

占 8%，实践能力提升占 9%，自主学习能力占 8%；教学过

程与方法占 10%，包括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占 3%，教学资源

的利用占 3%，教学过程的反馈与改进占 4%；职业认同感

占 5%，其中专业兴趣与热爱占 2%，职业目标明确性占 2%，

职业归属感占 1%。这些指标全面覆盖了学生的学习成果和

职业发展，体现了课程思政融合教学的全面性和有效性。通

过这些量化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地衡量课程思政融合的教

学效果，为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3 课程思政融合下泌尿外科护理理论教学的实践效果

本研究通过课程思政融入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显著提

升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专业知识

考核的成绩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对泌尿外科的护理知识理解

更加深刻。同时，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得到增强，职业道德

观念和责任感显著提升 [14]，在护理实践中可以主动为患者

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展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此外，通过讲

述泌尿外科领域先进的事迹和优秀的榜样人物，学生的职业

认同感明显提升，对护理专业充满热爱，并立志要成为优秀

的护理人才。

4 实践成效与典型案例

4.1 PBL 翻转课堂在泌尿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在本校《泌尿外科护理学》的课程中，选取护理专业

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PBL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结

果显示，学生在理论考试和成绩显著提高，理论考试平均分

由 70 提升至 80 分，优秀率由 20% 提升至 35%，职业认同

感由总分 3.5（满分为 5 分）提升至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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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沉浸式情景模拟在泌尿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选取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案例，学生分组扮演不同

的角色，共同参与分析患者的护理问题，制定患者的护理计

划，学生多角度体验。通过角色扮演，学生的临床护理能力

考核成绩显著提高，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 使其在参与中增

强认识 , 提升能力 [15]。平均分由 75 分提升至 85 分，且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法得知学生对患者的考虑角度增加至多方面，

由单一的病情的观察增加至患者情绪等方面的变化。

4.3 公益服务在泌尿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在本校《泌尿外科护理学》课程中，学生在参与泌尿

系统疾病知识讲解和初步检查中，有学生表示：“通过这次

义诊，我深刻体会到护理工作的社会价值，这也更加坚定了

我从事护理工作的决心。”通过公益服务，学生对患者的主

动关怀行为增加了 30%，职业认同感也提升了 15%。

反思建构法在泌尿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学生通过每

周的反思日记中深刻反思在护理过程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学

生小李表示：“通过与其他同学的讨论，以及每周的烦死中，

我不仅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还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到很

多，这让我对护理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参与反思讨论会

的学生在后续实习中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分比未参与的

学生高达 20 分。

5 问题与展望

5.1 存在的问题

（1）教师思政能力有待提高：部分教师在上课过程中，

对思政元素的挖掘和应用不够熟练，部分课堂存在“生硬植

入”、“照搬照套”等现象，缺乏有效的教学方法，影响教

学的效果。

（2）思政教学资源有待丰富：目前，泌尿外科护理课

程关于思政教学方面资源相对匮乏，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整合。

（3）教学评价体系有待完善：虽然构建了多元化的教

学评价体系，但是对于思政指标的量化和细化还不充分，评

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有待提高。

5.2 展望

（1）加强教师培训：开展教师课程的思政培训，提高

教师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多参加思政教学的研

讨活动，进行反思式教学，不断追求创新教学 [16]，共同交

流教学经验，提升教学水平。

（2）丰富教学资源：组织教师编写泌尿外科护理课程

的思政教材和案例收集，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开发相

关的在线课程资源，为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     

（3）完善评价体系：进一步细化思政评价指标，建立

科学合理公平的评价标准，从而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同时，加强对教学过中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的策略，

提高教学质量。

6 结论

课程思政融合下的泌尿外科护理理论教学创新与实践，

是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创新教学目标，优

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和完善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方法，

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然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改革

和完善。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也将不断地实践，持续推进课

程思政教学发展，进一步探索思政教育的评价体系与长效化

路径，培养专业技能扎实兼具高尚医德的新时代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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