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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基于护理专业药物学基础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探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药物学基础课程中
的实践效果。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２０１９级护理专业１班、２班１０５名学生作为对照组，３班、４班１０８名
学生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结合药物学基础课程的特

点，深入挖掘思政素材，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中。采用过程性评价成绩和期终考试成绩相结合（综合考核成

绩）的方式对两组学生进行评价。结果　观察组学生在课堂效率、学习兴趣、合理安全用药和职业自豪感等方面
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学生的各项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护理专业《药
物学基础》课程思政非常有必要，有助于提高育人效果，践行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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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国家
和社会对医护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把培养学生成为爱岗敬业、诚信友善，具有社会

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教育部对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出要

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点，系统进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切实提

升立德树人的成效。目前医学院校护理专业的思

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思想政治课程，专业课程则强

调护理理论与技能［１］，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

教学之间存在“两张皮”现象。本文基于护理专业

药物学基础课程的内容和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与

专业课教学有机融为一体，在专业知识学习中润物

无声地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２］，让学生

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３］。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样法选取我校 ２０１９级护理专业 １～４

班２１３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１班、２班 １０５名学
生为对照组，３班、４班１０８名学生为观察组，其在
年龄、性别、相关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等方面没有明

显差异性（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两组学生由同一教师对其进行药物学基础课

程的教学，其中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以专业

知识讲授为主。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药物

学基础课程特点，充分挖掘蕴含在专业知识中的思

政素材，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药物学基础课程

教学中。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两组学生对教学模

式的满意度；通过过程性评价成绩与期终考试成绩

相结合（综合考核成绩）的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习效

果。

１．２．１　教学内容设计　以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为
例，介绍教学实施过程。

对照组在教学内容上以教材为依托，重点讲授

常用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作用用途、不良反应和注

意事项。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结合中枢神经系统

药物的特点，深入挖掘蕴含在专业知识中的思政素

材，形成思政素材库。见表１。

表１　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内容与相应的思政素材

专业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内容 思政素材

常用的镇静催眠药

导入：失眠案例

地西泮的不良反

应

职业精神教育

共情意识

失眠患者就医的案例视

频

大量服用地西泮自杀的

案例视频

抗精神失常药

精神分裂症治疗

的发展史

氯丙嗪的作用和

用途

职业理想教育

职业精神教育

从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到

治疗药物氯丙嗪出现的

精神分裂症治疗历程视

频

精神分裂症患者英国画

家路易斯·韦恩的案例

镇痛药

导入案例

吗啡的临床应用

和不良反应

民族精神教育

法制知识教育

虎门销烟事件

健康教育馆的毒品深渊

展项

解热镇痛抗炎药

阿司匹林的用途 职业理想教育 阿司匹林伟大的百年历

程视频

１．２．２　教学实施过程　对照组采用专业知识讲授
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组织教学。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在课中和课后环节

中恰当地引入思政素材，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

识有机融合。以抗精神失常药为例介绍教学实施

过程：

课前，教师在学习平台上传学习资源，包括抗

精神失常药物的课前任务单、课件、微课视频、学案

等。学生根据课前任务单的要求自学相关内容。

教师通过平台的统计功能了解学生课前自学情况，

为课堂有针对性教学奠定基础。

课中，引入精神分裂症治疗的发展历程视频，

引发学生思考，小组讨论、展示，渗透职业理想教

育。教师重点讲授抗精神失常代表药物氯丙嗪的

作用与用途、不良反应与注意事项，学生结合课前

自学的微课内容，完善药物的电子名片卡。随后，

结合历年护考真题进行检测。引入精神分裂症患

者英国画家路易斯·韦恩的案例［４］，提出问题引

导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结合案例开

展讨论和辩论，小组互评、教师评价，渗透职业精神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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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最后，学生分组模拟医院护士发药的情境，

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教

师评价，同时渗透职业精神教育。

课后，利用好第二课堂，通过心理健康节系列

活动、社区志愿服务等，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最后，

完成本节课的满意度调查。

１．２．３　考核评价方式　对照组和观察组均采用过

程性评价成绩（权重：３０％）和期终考试成绩（权

重：７０％）相结合（综合考核成绩）的方式评价学生

学习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

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计量资料以 珋ｘ

±ｓ表示，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观察组学生在提高课堂效率、提高理论联系实

际能力、增加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提高合理

安全用药能力、增强职业自豪感、教学模式更适合

自己等方面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调查（ｎ／％）

组别 ｎ
提高课

堂效率

提高理论

联系实际

能力

增加学

习兴趣

提高学

习主动

性

提高合理

安全用药

能力

增强职

业自豪

感

教学模

式更适

合自己

观察组 １０８ ８６／７９．６３ ９１／８４．２６ ９７／８９．８１ ９５／８７．９６ ９８／９０．７４ １０８／１００．００ ９２／８５．１９

对照组 １０５ ５５／５２．３８ ６０／５７．１４ ５４／５１．４３ ７５／７１．４３ ７５／７１．４３ ９５／９０．４８ ３１／２９．５２

χ２ １７．６７ １８．９７ ３８．０２ ９．０３ １３．０２ １０．７９ ６７．６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项评价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的各项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两组学生各项考核成绩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过程性评价成绩 期终考试成绩 综合考核成绩

观察组 ２６．３±２．９２ ６２．３±２．３１ ８８．６±１．９２

对照组 ２０．５±３．１２ ５６．２±２．０５ ７６．７±２．１５

ｔ值 １４．０１ ２０．４ ４２．６５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护理专业肩负着面向医疗、卫生、康复和保健

机构等培养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和康复保健等

工作具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技能型专业卫生人

才的重要使命［５］。药物学基础是护理专业的一门

重要的核心课程，它承担着正确评价药物疗效，指

导合理、安全用药的重要任务。在药物学基础的学

习中，单纯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不能满足护理专业对

于培养人才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课程教学中

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传统的教学模式更侧重于

学生药物基本知识的掌握和指导用药能力的培养，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较少，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

依赖思想政治课程，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

教学之间“两张皮”的问题。所以，基于药物学基

础课程特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塑造与价值引领同行并重，

对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培养德才兼备的护理人

才［６］具有重要意义。

药物学基础课程的素质目标要求学生具有良

好的法律意识和医疗安全意识，自觉遵守有关医疗

卫生的法律法规，合理、安全用药；热爱护理事业，

爱岗敬业，具有辩证思维能力；学会关心、爱护、尊

重病人，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作

风。本文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

育有机融入药物学基础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考核评价［７］等，全方位思政渗透，

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８］。观察组在教学内容

上，通过深入挖掘思政素材，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

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中，更好地达成了素质目标，

同时调动了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进而促进了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了课堂学

习效率。同时，形成了《药物学基础》课程思政教

学资源库，便于广大教师教学应用。采用多元化教

学方法，通过探究式、案例式、情境化的融合手段，

将思政素材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渗透职业理想教

育、职业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法制知识教育

等，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合理安全

用药能力。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深化思想政治教

育，增强了学生职业自豪感。在考核评价方面，突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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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程性评价［９］，全方位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学

习任务完成的准确度和完整度、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的能力、合作沟通能力、职业素质提升情况［１０］

等，使学生在过程性评价中都能获得成功的体验，

从而提高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发

挥了评价的鉴定功能，还发挥了学习评价的激励功

能和教育功能，教学目标达成情况更为理想，学生

的各项考核成绩均有显著的提高。

综上所述，通过药物学基础课程教学全过程思

政融通，践行立德树人，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业课程教学之间存在“两张皮”的问题。与传统教

学模式相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药物学基础课程有

机融合，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塑造与价值引领同

行并重。因此，护理专业《药物学基础》课程思政

非常有必要，具有推广价值。但是，这对专业课教

师的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

思政的建设和完善还“在路上”，仍然需要我们进

行更深入的探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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