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2024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优秀典型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视域下《护理伦理学》课程思

政改革创新研究

单位名称：长沙医学院

项目主持人：孙欣

团队成员：王冬华、黎海鸥、龙晴

一、项目研究背景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

会议上强调：高校教育要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就要把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课程思政”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

正是落实这一重要论述的创新，其对象是非思政课程，通过激活或融

入思政元素，优化教学方法，促进专业培养与立德树人相得益彰，实

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效应的教学形式，实现立德树人润物

无声的崭新课程观。护理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改革建设应充分挖

掘蕴含于专业知识中的德育元素，突出培育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社会

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引导其树立“责任、义务、奉献、担当”的



精神信念，助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新的医学技术的不

断涌现，护患关系和护理伦理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使学生更好地适应

医学、社会发展需求，针对目前护理伦理学课时相对偏少、学生重视

度低、学习兴趣低、护理专业人文素养欠缺、伦理决策能力低等问题，

《护理伦理学》课程组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视域下，将思政元素融入课

程，从课程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提出教

学改革方案，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护理道德水平、伦理决策及人

文关怀能力，为护理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一）研究目标

1.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优化《护理伦理学》课程教学目标，凸显德

育目标、德育元素的重要性；

2.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制定《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目标及思政融

入方案，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每一环节；

3.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案，通

过多维度的教学方式将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政素养全面提升充分融合；

4.设计教育实验，验证《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的可行性及教学

效果。

（二）研究任务

1.构建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融合教学方案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基础，本课程团队前期教学改革成果的基



础上对《护理伦理学》课程内容进行重构整合，在文献研究基础上，

通过专家访谈，归纳护理学专业课程中的课程思政模块，借鉴国内外

课程思政改革较为成熟的经验及方法形成本研究中的《护理伦理学》

课程思政融合教学方案。

2.论证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融合教学方案

基于前期对《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框架研究，采用德

尔菲法进行两轮专家函询。第一轮专家咨询问卷内容共三部分，包括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合理性、课程思政融合方案的可行性以及专家的

基本情况调查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专家咨询来对课程思政内容的合

理性、代表性和内容含义描述的准确性的权重进行判定。第二部分在

对课程思政元素提炼的基础上，根据文献回顾和课程组前期研究成

果，初步拟定相《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案要点，请专家

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相关研究提出修改、增加或者删除等见解。第

二轮专家函询，对整理后的教学方案进一步修改。经过两轮德尔菲专

家咨询，整合归纳所有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课程团队讨论商

议后，最终确立了《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融合教学方案。

3.实践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融合教学方案的可行性及教育教学

效果

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案运用于护理学专业本科大一学生。在应

用前后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测量。本研究采用教学组自行设计的护理

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效果调查问卷，共包括 9个条目和 1个开放

性问题。本研究采用课程组自行设计的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效果调查问卷，共包括 9个条目和 1个开放性问题，共发放调查问卷

89份，回收有效问卷 8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护理伦理

学》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基于超星学习

通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全面测评学生的学习效果。形成性

评价成绩占总成绩的 50%，评价内容包括课堂表现（考勤和课堂互

动）、实践作业（主题辩论赛和读书汇报会）、线上课程学习、线上

课后延伸资源应用。终结性评价即期末考核，占总成绩 50%，考核内

容为伦理情境问题分析，知识点覆盖护理道德理论、护理道德规范、

护理道德实践，旨在考核学生的职业态度、思辨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

的能力。

（三）研究主要思路

1.基于专业特点，确定课程思政目标

授课对象为护理学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伦理道德相关知识学习

具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同时，学生辩证思考问题、分

析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部分学生注重技能知识的学习，未意识到人

文素养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关键作用，需要正确引导。

改革后的课程教学以学生交互参与为中心袁重在解决如何培养

人，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制订思政教学目标如下：厚植

职业伦理，提高学生的伦理意识和法治意识；弘扬奉献精神，培育学

生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渗入爱国元素，增强学生家国情怀和文化自

信；强化人文渗透，培养良好职业道德和积极的职业情感。



图 1 《护理伦理学》课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图

2.基于课程特点，挖掘课程元素

结合护理道德理论、护理道德规范、护理道德实践知识点等内容，从 3个环

节挖掘了思政元素。第一，在课程教学环节主要是以讲授知识点去挖掘，如讲授

我国历届南丁格尔奖的优秀事迹，以及他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

突出贡献,启迪学生对于一名优秀的护理人员应具备什么美德的思考,激发他们的

爱国情怀,培养职业的价值感和责任感。第二，在实践教学环节主要是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去挖掘,如学生通过阅读周国平先生的文学作品,以科学的视角去阐明作

品中的伦理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提升其伦理价值判断和辨证性思考问题

的能力。第三，在第二课堂环节中主要是以社会实践的角度去挖掘,如在抗疫的

背景下,学生主动去投身于社会志愿者活动中，并撰写反思日记，坚定学生的职

业理想,引导学生为医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图 2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图 3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融入元素

三、主要工作举措

（一）院校融合共塑课程目标，重构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组教师团队基于本课程 6个思政元素，结合教学内容，构建

了思政案例。课程负责人对思政概况、思政目标、思政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与教学过程、思政融入路径和方式进行汇报，组织专家进行评

议，结合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优化完善。最终构建了课程思政资源库，

主要包括伦理情境案例、人物事迹、新闻时事、法律法规、护理伦理

科研成果等。课程团队采用案例小组探究法.视频片段导人法、情境

模拟教学法、主题辩论法，形成本课程的“课程”与“思政"融合方案。

图 4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融合方案



（二）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的教学设计以在线课程为载体，通过线上

课前导学、线下课中信息化教学、线上线下结合的知识巩固，拓展丰

富教学过程。

图 5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图

1.课前导学

教师通过超星学习通学习平台结合 QQ群发布学习任务，学生自

主学习和交流讨论，完成线上的视频学习、主题讨论等。此环节的课

程思政主要是通过分享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的优秀事迹、经典伦理案

例、纪录片等形式将思政元素融人课前教学环节，使学生预习章节知

识点的同时,领悟教学中的思政目标，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正确的护

理职业观。

2.课中教学

通过课堂讲授方式结合启发式教学手段，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升，在此环节，注重发挥师生的交互参与感，将护理伦理学专业知识

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让学生在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同时实现

价值引领的思政目标。通过主题辩论赛、情境模拟教学法、项目学习

教学法、叙事故事分享等形式进行启发式、体验式的师生互动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习的内驱力，学生针对于思政素材



案例进行探究思考，互动反馈发言。以临终关怀伦理道德内容为例，

首先以小游戏《平行时空——我要如何说再见》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

考，再以影视片段教学法导入《人间世》告别中梁金兰老人的案例，

提出学习的起点，引出本堂课的知识、能力、素质目标。接着布置前

测问题：若患者生命已不可逆转应该如何谢幕？在参与式教学环节

中，教师结合案例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启发学生辩证思考临终关怀的

伦理意义，并分享“临终关怀践行者”暮光里的“90”后守护者的优秀事

迹，让学生从护理工作者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反思如何给予患者生命最

后一程的温暖守护。最后进行后测，回归预设问题：通过本堂课学习

后，对于生命已不可逆转的患者如何谢幕及临终关怀的内涵有什么新

认识，结合思维导图再次强化学生对于本堂课知识点的理解与领悟。

思政目标是树立关爱、尊敬临终患者的职业观；强化辩证意识。

图 6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内容构建图

2.3课后拓展

课后采取多形式任务进行知识巩固，开展校内校外相结合的第二课堂活动。

如在传染科护理伦理道德内容中设计“爱护天使、用心抗疫”的主题实践活动，

形式包括手抄报、书法、视频、反思日记，感召学生勇于担当，结合自己的特长

及专业知识，为疫情助力。



图 7 《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实施图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一）理论成绩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理论成果。获长沙医学院教学

创新大赛一等奖，长沙医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一等奖，以《护理伦

理学》为课程视角的《护理本科生情域能力培养实践》入选为湖南省

高校“十大”育人示范案例——“课程育人”（全文收录），在形成项目

改革方案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教改成果发表在《中华护理教育》杂

志（CSCD收录）。

（二）实践成绩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良好的实践成效。学生基于“伦理”视

角成功立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在 CSCD 收录

的高质量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项目主持人指导学生在“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伟大祖国 建设美丽家乡”主题演讲比赛中荣

获一等奖。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主持人先后参与湖南省一流本



科专业及湖南省护理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并以参与者荣获湖南

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五、特色和创新点

（一）创新教学视角，重构课程内容

整合教学内容，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包括：基础知识模块、应

用模块、拓展模块和思政模块。思政模块包括教学融合、延伸拓展。

教学融合部分注重思政素材和教学内容的契合融入。延伸拓展部分即

结合时事、现实等适时切入，随时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

如在传染科护理道德内容中，会融入抗击“新冠”战役中护理人员的优

秀事迹，并课堂互动连线我校优秀抗疫校友进行经验分享，以身边事

激励身边人，鼓励学生热爱专业，提高护理职业认同感，为健康中国

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创新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模式

教学评价以定性结合定量的方式，全过程性考核，设置多个教学

任务，采取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课前教学任务学习情

况，课中伦理情境难题讨论效果，课后任务完成情况均纳入过程性评

价。多主体、全过程评价学生学习效果，强化学生学习积极性。在过

程性评价环节会采取适时教学反馈法，通过词云技术分析全方位了解

学生的思想状态。课程考核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和思政意识的考核

（如法治素养、团队合作、职业担当等），落实立德树人成效。

（三）典型示范案例

在整合后教学模块中，结合专业特点和知识点，挖掘其中的思政



元素，设计典型素材及融入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护理职业

价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家国情怀等。现以“传染科护理道德”

为例进行案例示范。

图 8 典型案例思政融入知识点框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