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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 
白东梅 

(河西学院  甘肃  734000) 

摘要：目的：建设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案例库，为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方法：组建团队，修订课程大纲，确定六大核
心思政元素，收集素材案例，邀请专家审核修订思政案例。结果 形成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案例 24 个，核心价值观 4 个，四个自信
3 个，中国精神 2 个，科学素养 3 个，职业素养 5 个，专业素养 4 个，法律法规 3 个。结论 老年护理学思政案例库的建设可将思政
元素更好地融入教学，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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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纲要中指出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1]。护理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是在“大
思政”格局下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助力价值引
领与 综合能力并进，为社会培养卓越的护理人才[2]。 

老年护理学是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现代护
理观的指导下，研究在医院、社区、家庭等环境中维护老年人
身心健康、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对老年人实施整体护理的一
门重要的护理课程。目前该课程内容多、学时少、重理论轻实
践、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大多数学生对养老护理工作存在
认识上的误区，对尊老爱老的职业认同感不强性，学生对本门
课程不感兴趣；由此护生毕业后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意愿非常
低。黄笑燕[3]等研究表明我国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方向的护生老
年护理从业意愿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而根据我国 2020 年底进
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4]。这些数据证明充分中国已进入了快速老龄化时代，
老化虽然不是临床疾病，但随着年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健康问
题、功能下降，老年人的照护需求不断增加。老年护理是一个
奉献性和服务性较强的专业，因此，在“老年护理学”课程教
学中注重融入思政元素，有助于提高护生对老年人生理和心理
变化的关注度和认同度，有助于培养学生敬老爱老的博爱精神
和职业素养。 

1 资料与方法 
1.1 思政案例库团队组建 
老年护理学思政案例库建设成员校内教师 5 人，临床教师

1 人；教授 1 人，主任护师 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1 人。建
设团队主要进行课程大纲修订、思政元素确定和思政案例的收
集、编制、完善及更新；临床教师主要负责收集与老年课程思
政相关的案例。 

1.2 修订课程大纲 
根据新修订的护理学专业培养方案，对老年护理学大纲进

行修订，将原有的情感目标修改为思政目标，各章节中均增加
了具体化的思政目标。最终培养出基础强、技能精、人文厚的
养老服务人员。 

1.3 确立思政元素 
结合修订后的大纲，参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中对医学教育的指导意见，确定符合老年护理教育的六大
思政元素：家国情怀、职业素养、科技强国、四个自信、核心
价值观、专业素养，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章节的思政案例将思政
元素具体呈现。 

1.4 编写思政案例 
思政案例要以思政元素为核心，通过媒体报道、文献查阅、

网络收集等方式，选取与六大思政元素相关的感动中国人物事
迹、名人事迹、传统文化故事、临床案例、老年法律纠纷等与
老年护理教学相关的素材，坚持政治方向正确、数据真实的编
写原则完成案例库建设。 

1.5 审核修订思政案例库 
首先积极邀请高校专家组成审核团队。审核团队主要是对

编写的思政案例进行审核。审核思政案例是否科学严谨、是否
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是否与确定的思政元素保持一致[5]。与此
同时，思政案例库团队教师将初步编写的案例用于课堂教学，
发放思政案例教学效果评价问卷，整理统计学生的反馈意见。
最后根据专家团队的审核意见和学生的反馈，思政案例库团队
教师再次讨论、规范统一后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1.6 更新思政案例库 
随之关注社会媒体关于老年人的相关报道，留意网络视频、

公众号、医学护理重大事件和老年护理法律纠纷等案例，作为
案例库的更新素材。团队成员定期将自己收集的素材共享，团
队负责人进行整合归类，精简凝练后形成更新案例，更新完成
后将案例发给审核团队专家组审核，根据审核意见再次修订完
善，每年一次。 

2 结果 
目前，我校的《老年护理学》课程为 16 学时，讲授八章内

容。根据课时量，平均 1 课时为 1-2 个思政案例，初步完成思
政案例共 26 个，经专家审核修订完善最终确定 24 个，六大思
政元素对应的思政案例数:核心价值观 4 个，四个自信 3 个，中
国精神 2 个，科学素养 3 个，职业素养 5 个，专业素养 4 个，
法律法规 3 个，其中大部分案例涉及的不仅仅某种思政元素，
同一案例中往往涵盖了多个思政元素。老年护理学课程思政部
分案例见表 1。 

表 1  老年护理学思政案例库部分案例 
教学
内容 

思政元
素 

思政案例 切入点 思政目标 

绪论 

核心价
值观：
爱国情

怀 
责任担

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 

通过展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让学
生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有正确的认

识，关注和重视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引起
责任担当的共鸣。 

引导学生树立尊
老爱老价值观，弘
扬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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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人的
健康
保健
与养
老照

顾 

科学素
养： 

科学创
新 

 

南宁市探索建立的“12349”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以养老
爱心积分为纽带，构建起一个养老服务业联盟，推动公

益养老由“输血”变“造血”。 

切入点一： 
通过学习“12349”智慧养老模式运营成功
案例，启发学生学会变通，学会由“输血”

转变为“造血”即学会创新。 
切入点二： 

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不断探索
智慧养老模式。 

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培养学生的

创新理念。 

老年
人的
心理
卫生
与精
神护

理 

专业素
养： 

关爱、
同理心 
评判性

思维 
中国精

神： 
自强不

息 
奋斗拼

搏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 1994 年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在
这 10 年间，借助媒体，全世界的人都“目睹”了里根病
情发展的全过程。患病起初，里根每天还花好几个小时
锻炼。里根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就向社会公开
了自己的病情，以自己的知名度唤醒全世界对这种病的

关注。 

切入点一： 
通过分享里根患老年痴呆后的生活状况，
鼓励学生学习里根总统自强不息，勇于与

疾病做斗争的精神。 
切入点二： 

里根总统作为名人，能够正视疾病，并在
第一时间能公布于众，唤醒全球对疾病的
关注，提高了公众对疾病的认知，引导学
生学习总统的大局意识及面对困难时不逃
避，保持勇于直面积极应对的良好心态。 

培养学生自强不
息、拼搏奋斗、吃
苦耐劳的中国精

神；帮助学生建立
临床评判性思维。

老年
人虐
待问
题与
权益
保障 

法律法
规： 

学法、
懂法 

知法、
守法 

职业素
养： 

尊老爱
老 

助老博
爱 

小王的母亲患有脑血管疾病，生活能力几乎丧失，小王
请了保姆许婷照顾母亲。徐婷在照顾中多次殴打老人，

小王通过监控了解真相后选择了报警。 

切入点： 
通过保姆虐待老人的恶性事件，引导学生
学会用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树立学法、

懂法、知法、用法的法制理念。 

培养学生知法、懂
法、用法，理解依
法治国和法制社

会的重要性，弘扬
法治精神。 

3 讨论 
本研究积极探索，深度挖掘，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并凝练思

政案例，从中提取思政元素，最终纳入24个案例（不包括交叉
案例）作为《老年护理学》的教学素材，其中核心价值观、四
个自信和中国精神共纳入9个案例，重点凸显爱国情怀、文化自
信、制度自信和自强不息、奋斗拼搏的思政元素；职业素养纳
入了5个，主要从数据报道、名人事迹及临床案例着手，呈现无
私奉献、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貌，无形中提高学生的职业认
同，培养学生恪守职业道德，对工作兢兢业业，具有奉献情怀
的职业素养；专业素养为3个，通过分享神话故事、名人事迹和
临床案例等方式帮助学生建立临床评判性思维，培养学生一分
为二的辩证思维，让学生认识到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在实践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帮助学生养成严谨细致、勤学多思的工作习
惯。科学素养有3个，主要是从智慧养老案例入手，让学生深刻
领悟科技创新的力量，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法律法规包括3个案例，通过典型生活案件展示，引导学生学会
用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 

4 小结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护理人员短缺，该课

程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对护生而言，要结合社会需求，转变择
业观念，提高自我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护理服务的主体意识，
注重知行合一，为满足当今社会老年护理工作需求贡献力量[6]。
对培养者而言则需要完善护生人才培养方案，帮助护生改变对
老年人的态度，提高职业认同，基于此本研究紧扣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对大纲进行了初
步修订，新的大纲中增加了课程思政目标，并对章节内容中的
教学目标也做了调整，分别从知识层面、能力层面和价值观层

面进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通过思政案例库的建设，为课程教
学提供了思政素材和切入点，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价值引领、
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四位一体”的教书育人理念，
在认知领域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知识技能，在技能
领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索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情感领域，培养学生厚重的人文素养，使之成为应用型创新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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