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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及案例简介: 《基础护理学》是护理专业的基础学科。其教学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医

院护士工作模式，基础护理理论和实践技能，是护理专业和助产专业学生必学课程之一。基

础护理学学习过程中，学生除了掌握必备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之外 ，还应努力提高护士

的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职业道德、责任意识、人文关怀等高尚的护理品德。因

此，本门课程可以很好的承担课程思政的功能。用党和政府的主流观点引领学生培养优秀的

医德医风。

本案例以“静脉注射法”为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掌握静脉注射的目的，部位，

操作的注意事项。熟悉微量泵注射的操作流程和动脉采血的操作流程。了解特殊病人穿刺方

法。教学过程导入“为 350 斤胖小伙穿刺”的视频，促进学生主动探索理论知识，同时提升

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

1.教学与育人目标

1.1 知识传授目标

1）掌握静脉注射的目的、部位，操作的注意事项。

2）熟悉微量泵注射的操作流程和动脉采血的操作流程。

3）了解特殊病人穿刺方法。

1.2 能力培养目标

1）会准确实施静脉注射法。

2）对微量泵仪器的使用方法有所了解。

3）能为特殊病人成功穿刺。

1.3 思政育人目标

1）提升协调、沟通、团结协作、勇于探究意识和环境适应能力。

2）培养学生无菌观念，慎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爱护生命、爱岗敬业和善良的护理品德。

2.教学策略与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1 教学策略



本节课程采用“问题驱动”与“互动教学”的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了线上教学

与实践环节，通过讲授“静脉注射法”使思政铸魂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思政教育从达

情达意到人脑人心。

2.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2.2.1 搜集资料，多屏联动(课前)

课前学生回顾注射时应遵循的注射原则。提出问题：静脉注射时怎么减轻患者的疼痛？

引出知识点①“静脉注射的原则”。

【设计意图】通过回顾注射原则，加强学生的无菌观念，面对患者时严格执行“三查八

对”，强调慎独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如何减轻注射时的疼痛，提升学生勇于探新能

力。

2.2.2 案例讲解，启发引导(课中)

1）播放视频：为 350 斤小伙打针，如何能提高穿刺成功率？引出知识点②“为特殊患

者穿刺的技巧”。

2）讲解临床事件：配药时没仔细核对，给错药物导致患者死亡。转抄医嘱时没有仔细

核对，给药剂量出现误差，导致疗效不佳。引出知识点③“三查八对的重要性”。

3）图片展示：穿刺失败常见的原因，分析处理方式。引出知识点④“穿刺失败常见原

因及处理方法”。

【设计意图】观看视频，解读视频，通过视频分析、思考，发展创新、形象思维能力。

通过真实事件融入护理临床工作谨记慎独精神、肩负的责任，培养学生勤于观察、爱岗敬业

和责任意识。通过真实事件提升学生的批判精神。

2.2.3 翻转课堂，讨论学习

1）翻转课堂:由教师给出动脉血液和静脉血液的图片，让学生根据兴趣分组并自由讨论，

通过对动静脉血液图片的观察找出动脉血液和静脉血液的不同之处，学会分辨动脉血液和静

脉血液，为穿刺成功打好基础。

2)理论总结:知识点⑤静脉血液为暗红色，动脉血液为鲜红色。

【设计意图】通过讲解动脉血液和静脉血液颜色区别，提升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判断能力，

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爱护生命。

2.2.6 协同线上，立体覆盖(课后)

1)智慧职教线上评价，数据呈现:每节课后请学生根据“课程难易度”“知识掌握度”等

要素对本次课堂做出评价，进行线上打分。另外还可以借助数据平台的记录将学生的成长轨

迹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的呈现，以便教师即时调整教学内容。

2)线上答疑，增强互动:教师定期在线上发布课前预习任务以及相关学习资料并通过建

立微信群、智慧职教课堂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联系互动，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其学

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3)线上发布，扩散传播:将理论授课与学生实践相互融合，组织学生进行技能练习，并

定期上传练习视频到智慧职教平台，由老师对学生练习视频进行打分和点评，增强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创造力。

【设计意图】线上教学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 3 个环节，运用新媒体技术不仅能增强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能提高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与反思

3.1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1）价值塑造成效：经过一学期的《基础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无论是教师、还

是学生，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了这门课程，在重视知识技能传授的过程中，盐溶于水地对学

生进行了思想的滋养，使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认同有所升华。为了增加课程学习的生动性、

趣味性，后期可考虑通过案例讨论、小组辩论、拍摄视频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引出思政元

素。

2）知识传授成效:本案例选取了《注射法》中“静脉注射法”一节，进行了课程思政做

教学设计。第一，大量临床注射时的真实案例视频、图片、文字等融入教学过程中，深入浅

出，易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够帮助学生有效掌握知识内容;第二，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

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尤其是具象到抽象的设计思维。另外，结合了线上教学，增强师生互

动，并结合专业特点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学以致用。

3)能力培养成效:通过任务驱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将学生置于真实的环境中实施

操作，有效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人文情怀，团队协作能力，学习效果明显提升。多数学生

能够掌握静脉注射的方法，知道注射的目的，部位，血管如何选择。能够运用穿刺失败的原

因解决各种漏针情况，运用特殊病人穿刺方法为特殊病人成功穿刺。

3.2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1）价值塑造反思：专业课教师在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力度掌握不够，极大地损伤了

“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效果。需要专业课老师结合自己课程特点恰如其分地选择相应的思

政元素，尽可能挖掘和选取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案例，在案例分析中实现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

的有机融合。另外，受制于体制机制不活，课程思政教学部分通常流于形式，这就导致思政

教育体现出较强的主观色彩，不能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有些教师在进行课程教学时，将思

政内容讲解独立出来，导致整个课程出现教学内容分化的现象，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

2）知识传授反思：本案例结合了线上教学与“翻转课堂”的模式，力图构建立体多维

的知识价值体系。但基于当前经验不足，在知识点的迁移与内容的深化上还需要多加挖掘，

虚心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求教，把握好知识的难度阶梯，促进学生进行深人的思考。

3）能力培养反思：专业知识与价值理念的提升离不开实践环节的培养，这是一个系统

的、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但是在讲解为特殊病人执行注射法时，由于我们基于课堂教学，



没有临床真实病人存在，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有理论讲解，没有实战练习，对于为特殊患

者穿刺是否真的掌握到要领不得而知。经过此次课堂之后，在班上选择比较特殊的学生如胖

的、血管很细的、血管杂乱的来充当 SP，让学生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中进行练习。另外一个

问题是微量泵的使用只存在与课本中，下次将微量泵搬到课堂，让学生尝试调节参数，更有

利于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基础护理学课程打造课程思政，我们应该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清晰定位课

程思政特色，精准育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后的内科学课堂更注重培养学生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当:在教

学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二是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无声育人。

教学内容是我们进行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过程中的载体，改革后的内科学课程依

托无锡地方课程，充分挖掘荆州本地优秀医务工作者事迹的思政元素，更好地将价值观导入

课程当中去，从而使学生能够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观的引领，这

样也使得高大上的医学理论原理充满活力。三是加快改革课程思政方式，实践育人。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拓展课程思政的方法和途径，在基础护理学专业课程的实践中

进行思政教育，打破传统课堂单调乏味的刻板印象。依托于临床教学医院等现实社会资源，

开展实习实训。这些活动在验证、实践和巩固课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引导学生弘扬劳动

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从而帮助学生更好适应社会。四是努力打造课程思政品牌，特色

育人。课程思政的课程观要求打破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

应”，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临床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切实回答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