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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杨　华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300）

摘要：《护理心理学》是高职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评估和干预患者心理状态，还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

可以提高他们职业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本文分析了《护理心理学》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剖析课程思

政视域下《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现状，提出巧妙融入临床护理案例、模拟临床护理情境、传授心理干预知识和增加思政教育评价的策略，

以期全面推进高职《护理心理学》课程思政建设，进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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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不仅要求护士具备扎实的护理技能，还要他们能够

准确评估和干预患者心理状态，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和疏

导，从而帮助患者尽快康复，塑造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和

家属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基于此，高职护理专业教师要积

极推进《护理心理学》课程思政建设，提炼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渗透生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生命，让

他们更加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把思政教育和教学评价衔接起来，

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体系，提高《护理心理学》教学质量。

一、高职《护理心理学》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

（一）科学精神

《护理心理学》教材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介绍了心理学

发展历史、人类心理发展在中国的研究，展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民族精神，为培养学生科学精

神提供了良好素材。例如“人类心理发展史”一节中讲解了孔子、

孟子和老子等对心理发展的论述，展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真理的艰

辛历程，有利于培养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求真务实、严谨认真和开

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二）生命教育

护理与患者康复、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体现了护理人员对患

者的心理干预和疏导工作中。《护理心理学》教材蕴含着丰富的

生命教育素材，例如“病人心理”“心理护理”等章节，可以引

导学生正确看待生死，让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死观、生命观，从而

提高他们心理干预能力。此外，教材中蕴含了生命教育案例，例

如结合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渗透生命教育，帮助学生了解患者常见

心理危机、疏导方式，让他们深刻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三）职业道德

《护理心理学》教材蕴含了丰富的职业道德素养，从护士心

理健康、临床各类病人心理护理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明确了护士

要具备的职业心理素质，例如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和

抗挫折能力，引导护理专业学生坚持为患者服务的职业信念，增

强他们职业认同感。此外，课程还融入了一些优秀护士先进事迹，

例如“最美护士”抢救倒地路人、疫情中的“白衣天使”等，展

现了新时代护理人员风采，为护理专业学生树立了良好职业榜样，

促进《护理心理学》课程思政建设。

（四）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高职护理专业《护理心理学》教材中也有体现，

例如“传统文化陶冶”模块，通过心理应激弘扬中华民族诚实守信、

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等美德，并列举应激的心理社会影响因素，

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教材中列举了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

炎、全国驰援河南水灾等案例，展示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下、重

大自然灾害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华民族“人

定胜天”、万众一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护理心

理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优质素材。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现状

（一）教学目标设计缺乏协同性

目前高职《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目标包括了认知目标、技

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并没有明确思政教育目标，导致思政教育与

护理心理学课程难以融合，不利于学生道德素养提升。部分教师

在教学中仍然以护理技能、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危机干预等知识为

主，忽略了对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价值观进行塑造，导致课程目

标与思政教育目标缺乏协同性，影响了课程思政的推进。

（二）教学内容与思政缺乏关联性

部分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把握好护理心理学知识点和思政教育

之间的关系，融入思政教育的方式比较生硬，盲目穿插思政教育，

导致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处在“两张皮”的状态，影响了课程思

政建设和育人质量。部分教师对教材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只

是简单讲解教材上的“最美护士”先进事迹、护士职业道德素养，

没有挖掘教材中生命教育、科学精神等思政元素，难以发挥课程

思政的价值引领育人功能。

（三）教学过程缺乏创新性和体验性

目前《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主要以讲授式教学为主，很少

开展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教学方式缺乏创新性，导致课堂

缺乏趣味性，缺乏良好的思政育人氛围，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与学生互动比较少，忙于单方面灌输护理

心理学知识点，忽略了引导学生参与到案例分析、临床护理角色

扮演活动中，影响了他们的课堂学习体验感，不利于学生心理素

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提升。

（四）教学效果评价缺乏有效性

《护理心理学》教学评价沿用了传统评价模式，以结果性评

价为主，对教材固定知识点进行考核，对学生护理心理学理论、

临床患者心理护理、心理危机干预能力等职业技能进行评价，评

价维度忽略价值引领与人格素质的考核，与课程思政要求不匹配，

影响了课程思政的有效开展。此外，部分教师在教学评价中只是

对学生爱岗敬业、团队协作精神等进行简单评价，没有对学生科

学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进行评价，无法通过教学评价促

进课程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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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视域下《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的转变

（一）融入临床护理案例，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护理工作不仅包括了基本的临床治疗、日常护理，还包括了

对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患者心理危机疏导和人文关怀，对

护理人员心理素质要求比较高。首先，教师要积极搜集临床护理

案例，并播放案例短视频，展示优秀护理人员在治疗过程中对患

者进行心理评估和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让学生了解不同类型患

者常见的心理问题、心理危机干预措施，让他们意识到心理学知

识对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他们对《护理心理学》课程的重视。

例如教师可以播放肿瘤科护士开展患者心理评估与干预的视频，

介绍肿瘤患者常见的悲观、恐惧和厌世等心理问题，详细讲解护

士鼓励患者配合治疗、倾听患者倾诉、给予饮食与康复指导的心

理干预措施，让学生了解肿瘤病人的心理感受，保持同理心，提

高他们心理干预能力。其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临床护理视频

进行分析，让他们归纳出老年患者、儿童和肿瘤患者常见心理问题、

心理危机疏导和干预措施，并鼓励他们设计不同患者心理干预方

案，提高他们心理评估和心理危机干预能力。例如学生可以设计

儿科患者心理护理方案，结合儿童身心发育特点开展心理护理，

站在儿童视角看问题，耐心倾听他们的童言童语，准备一些小玩

具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更加配合治疗，提高自身关爱患者、

以人为本、善于思考、乐于奉献的职业道德素养。

（二）模拟临床护理情境，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教师可以把情境教学和角色扮演教学相结合，模拟临床护理

情境，穿插心理学基本技能相关知识，创设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

两大临床心理护理情境，让学生利用心理学知识解决问题，从而

提高他们心理素质。第一，教师可以创设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情境，

设计患者、护士角色，让学生对“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干预，

鼓励他们利用护理心理学知识解决问题。例如教师可以创设病房

内护士心理干预情境，引导学生根据患者的心理活动规律做好心

理护理工作，让他们分析患者心理需求，让学生给予患者更多鼓励，

增强患者勇敢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他们悲观、消极、厌世等负

面兴趣，培养学生不忘初心、坚定信仰和爱岗敬业的良好职业道

德素养。第二，教师可以创设护患沟通情境，引导学生分角色扮演，

让他们掌握护患沟通技巧，提高他们抗压能力和沟通能力，为他

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例如教师可以创设患者对护理工作提

建议的情境，让学生站在护士视角来解决问题，提高他们护患关

系处理能力。通过情境演绎，学生可以站在患者视角看待问题，

保持同理心，为病人提供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护理服务，耐心解

答患者问题，并处理好患者和家属投诉，提高个人心理抗压能力，

构建良好护患关系。

（三）讲解心理干预知识，引导学生尊重生命

教师要明确《护理心理学》各个章节教学重点，选择与教学

重点相匹配的思政元素，把心理学知识和思政教育融为一体，让

学生在学习心理学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从而提高他们

道德素养。教师在讲解“护士维护与发展心理健康的策略”这一

章时，可以把生命教育融入章节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生死，

培养他们积极的生命态度，让他们掌握心理干预相关知识，让学

生树立正确生死观。例如教师可以讲解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击新

冠疫情的案例，重点介绍全国医护工作者奔赴武汉、坚守抗疫一

线的“逆行精神”，让学生正确认识护士工作，增强他们职业认

同感，让他们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挺身而出，培养他们尊

重生命、珍惜生命、拯救生命的良好品德。此外，教师在讲解“健

康心理，心理应激”这一章节时，也可以渗透生命教育，选取新

冠疫情这一特殊公共卫生应激实践，详细讲解心理应激的理论和

管理技术，帮助学生正确认知和理解应激反应，提高学生心理调

适能力、抗压能力，让他们在繁重的护理工作之余释放压力和负

面情绪，从而提高他们心理抗压能力。总之，教师要积极讲解心

理干预知识，巧妙渗透生命教育，引导学生控制自我情绪、提高

心理调适能力，让他们掌握患者心理干预技能，引导他们树立尊

重生命、热爱生命的价值观，从而提高他们道德素养。

（四）增加思政教育评价，提高思政教育质量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护理专业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融入《护

理心理学》教学评价体系中，对学生团队精神、爱岗敬业、医德

医风、吃苦耐劳、创新能力等进行评价，以此来增强学生对思政

教育的重视，让他们自主约束个人行为，提高他们道德素养。首

先，教师可以根据章节教学内容制定思政教育评价指标，把思政

教育和护理心理学知识点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促进课程思政建设。

例如教师可以根据“临床病人心理护理”这一章节教学内容制定

思政教育评价指标，参照护士职业道德素养制定评价指标，对学

生抗挫折能力、服务意识、团队协作精神、护患沟通能力、人文

关怀和吃苦耐劳精神进行评价，让他们意识到思政教育对职业道

德素养发展的重要性。此外，教师可以邀请医院优秀护士参与教

学评价，让他们观摩护理心理学情景模拟教学、案例教学过程，

让他们对学生患者心理评估、心理危机干预、人文关怀、心理疏

导过程进行评价，并对学生团队配合能力、服务意识、情感关怀、

工匠精神等进行评价，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护理心理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他们心理素质，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综合能力。

总之，教师要在《护理心理学》课程中增加思政教育评价，重点

对学生职业道德素养进行评价，培养他们共情能力以及“医者父

母心”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爱患如亲的职业理念，从而提高护理人

才培养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是高职《护理心理学》课程改革的必然

趋势，也是护理专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有利于

提高护理专业学生心理抗压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和心理干预能力，

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进一步提高《护理心理学》课程

教学和育人质量。教师要巧妙融入临床护理案例，明确护士职业

道德规范，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养；模拟临床护理情境，深入讲

解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知识，提高学生心理素质；讲解心理干预

知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看待生死，培养他们尊重生命、

热爱生活的美好品德。同时，教师还要增加思政教育评价，对学

生团队协作精神、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和人文精神等进行评价，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高《护理心理学》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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