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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理照护学»“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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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护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模式新方法,为国内同类课程建设提供参考.方法　以国家首批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精神心理照护学»为例,通过具体案例探讨“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结果　“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的“四式”分为:思政载体(专业知识点);思政素材(人文精神、家国情怀、职业精神、志愿服务等);思政融入方式(教学方法);思
政价值.课程通过开展“四式同堂”模式,将知识传授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达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

学目的.结论　“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促进了课程建设改革、教学团队成长,思政育人效果显著,可为相关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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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new modeandmethod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
nursingcourses,an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constructionofsimilarcoursesinChina．Methods　“MenＧ
talandPsychologicalCare”,thefirstbatchofnationalideologicalandpoliticaldemonstrationcoursewas
takenasanexample,and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modelwith“fourpillarsunderoneroof”was
discussedthroughspecificcases．Results　The“fourpillars”ofthis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mode
wer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arrier(professionalknowledge);Ideologicalandpoliticalmaterials(humanＧ
isticspirit,patriotism,professionalspirit,volunteerservice,etc．);Ideologicalandpoliticalintegration
(teachingmethod);Ideologicalandpoliticalvalues．Bycarryingoutthe“fourpillarsunderoneroof”mode,the
courseintegratedknowledgeteachingwith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achievedtheteachingpurposeof
knowledgeteaching,abilitytrainingandvalueshaping．Conclusions　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modeof
“fourpillarsunderoneroof”promotesthereformofcurriculumconstructionandthegrowthofteachingteam,and
theeffec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sremarkable．Itcanprovidereferencefor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constructionofrelevantprofessional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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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１],要坚

持价值引领,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

代高校“三全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既往研究[２]表明,护
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仍有发展空间.目前高校

专业课程中存在着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教学

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度不高、思政教育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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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教育割裂等问题.现以护理学类国家首批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精神心理照护学»为例,详细阐述

本课程“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模式及育人成效,为专

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课程概述与思政设计

１．１　课程概述　«精神心理照护学»是护理学专业

核心必修课程,由两门护理专业必修课程«护理心理

学»«精神科护理学»优化整合而成,课程减少重复内

容,增强教学连贯性,不断优化教学质量.课程获评

国家首批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国家首批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国家首批“拓金”计划示范课程.
课程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３],结合«护理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坚
持“护理的本质是关怀”核心育人理念,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通过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将其与专业知识和技能有机融合,达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１．２　“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精神心理照

护学»全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传统课堂与

信息化课堂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

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服务相结合[４],率先提出

“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从思政载体、思政融

入方式、思政素材和思政价值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

细设计(示例见表１),实现对护生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价值塑造并重的育人目标.

１．２．１　“一式”:思政载体　即思政承载点,是各章节

专业知识点.如本课程包含心理学基础、精神病概

述及其症状学、常见精神心理疾病、心理咨询与心理

干预、患者心理精神心理照护技能五大板块内容,均
为思政载体.

１．２．２　“二式”:思政素材　即与人文精神、辩证思

维、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志愿服务等相关的各类思

政元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１)结合教学内容

挖掘知识点相关的中国元素、人文思想;(２)结合科

学研究展现背后的哲学思想、科学精神;(３)结合临

床案例讲述有温度的护理故事;(４)结合内容适当拓

展专业内容;(５)结合教师成长和研究中的个人感悟

强化价值观引领等等.本课程建设了课程思政试题

库、课外实践基地资源,创建课程思政要点集,将课

程思政具体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大纲修订、教
案课件编写各方面,贯穿于课堂授课、以问题为导向

(problem－basedlearning,PBL)教学、作业各环节,
全方位、深层次地挖掘课程思政素材.

１．２．３　“三式”:思政融入方式　即教学方法,可采用

隐性渗透式、专题嵌入式、案例穿插式、画龙点睛式、
讨论辨析式等.具体为:(１)隐性渗透式.如引入教

学名师典范故事、授课教师亲身经历等引导学生耳

濡目染人文精神.通过讲述教师个人的经历与感悟

过程,从中发掘、呈现和升华出价值观;通过对社会

热点和国家战略与课程知识理论体系的联系,聚焦

和提炼背后的文化与价值观.(２)专题嵌入式.如

课程团队教师结合个人抗击非典等独特经历,将家

国情怀、社会责任、职业精神融入特殊病人心理评估

与心理护理中;结合临床工作时的典型情况,结合临

床实际案例,将职业精神、人文关怀、心理品质融入

精神分裂症的教学中.(３)案例穿插式.以本课程

特色PBL教学为例.教学团队从«美丽心灵»、«海
洋天堂»等中外经典精神心理疾病影片中,节选３~
５min视频片段进行微视频重构,用于 PBL 教学.
同学们围绕案例及问题独立收集资料、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感悟职业精神、科学精神,发展辩证思维等.
(４)画龙点睛式.教师讲授中通过专业知识“画龙”、
思政元素“点睛”,精准、深入点明涉及课程思政的知

识[６],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如讲授“应激”章节,通
过引入“压力是一把刀,可以为我们所用,也可以把

我们割伤”名言,画龙点睛,启迪学生辩证思维.(５)
讨论辨析式.PBL案例讨论课,同学们各抒己见,甚
至引发激烈讨论.在这样的讨论氛围中,师生均能

感受思辨的无穷乐趣,感受学习共同体的成长,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辩证思维.

１．２．４　“四式”:思政价值　即思政育人目标.课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按以下主题思政价

值培养学生[７]:(１)激发家国情怀,增强法治意识.
如讲授应激章节,引入“疫情控制”“汶川地震灾后重

建”等时事,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等.讲授

“精神科治疗的观察与护理”章节,通过讲述精神疾

病司法鉴定工作者的故事,强化遵纪守法、不断加强

学生法治意识.(２)提升人文知识,传承传统文化.
如讲授感觉特性章节,教师引入“如芝兰之室久而不

觉其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等,讲授“感觉适

应”“感觉对比”知识点,同时又提高了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亲近和热爱.(４)培养职业精神,加强道德修

养.如授课中通过引入“提灯女神南丁格尔的故

事”,通过讲授中国当代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的故事,
潜移默化护理职业精神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４)弘扬科学精神,
培养辩证思维.如讲授抑郁症章节,引入国际权威

杂志最新研究成果“证据支持:运动对抑郁症的积极

影响”,启迪同学们围绕“不同运动方式对抗抑郁效

果有何不同”等问题开展相关大创研究,培养学生勤

于思辨、不断钻研精神.(５)加强社会实践,提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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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如讲授器质性精神障碍章节,通过开展“关
爱空巢老人、预防长者失智”沙龙活动,培养学生理

论联系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组织学生志愿小分队

进入医院、家庭、社区和老人院,通过家访、知识讲

座、手工创作、宣传折页设计、正念减压工作坊、心理

健康教育等,让学生学以致用,理论密切联系实践,
不断提高健康服务能力与意识.

表１　“四式同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示例

课程章节(举例)
一式:思政载体

(知识点举例)

二式:思政素材

(案例举例)

三式:思政融入方式

(方法举例)

四式:思政价值

(目标举例)
心理学基础 认知过程 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心理学经 专题嵌入式/课堂演示法;课堂 培养护生乐学善学、反思能

典实验———“感觉剥夺实验” 体验活动 力与钻研精神

精神障碍症状学 阿尔茨海默症 人文知识和传统文化;阿尔茨海 隐性渗透式/课堂讲授法;课程 培养护生良好的职业价值

默症;公益广告 导入引用公益广告引导思考 观、人文关怀理念与精神

心理应激及其相关障碍 应激相关障碍 专业伦理和道德法治;«中国机 讨论辨析式/问题讨论法;课前 培养护生良好的职业认同、
长»与专业能力、专业素养 教学资源自主学习,课中引导讨论 职业发展、职业素养

常见精神心理疾病 精神分裂症 方针政策和家国情怀;«关于印 隐性渗透式/课堂讲授法;由国 培养护生体会方针政策、大
发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 家方针政策导入 健康观等内涵

规范的通知»
心理评估、患者心理与精 心理治疗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绘画分析 隐性渗透式/课堂讲授法;课中 培养护生社会实践能力和

神心理照护技能 与治疗在心理咨询中的运用 讲述绘画心理分析的应用 志愿服务意识

２　教学评价

２．１　形成性评价　包含:(１)即时动态评价.开展线上

平台的专业知识与思政融合的头脑风暴,如在云班课发

布学生头脑风暴活动“可以谈谈你的原生家庭吗”“你看

了老年痴呆公益广告后有些什么感受”等等.(２)多维

评价反馈.以PBL教学为例,精心设计教师评价学生

表、生生互评表,学生评价老师教学等,增加思政评价维

度,评选“思政之星”“思维之星”等.

２．２　终结性评价　期末试题灵活且具有一定挑战

度,在主、客观题中加入课程思政元素的考核.开展

学生学习本课程后的主观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学
生反馈本课程让他们在沟通表达、团队协作、自主学

习、人文精神上获益良多.

３　教学效果

３．１　课程建设成效　形成了具有护理学类专业特

色的精神心理照护学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和教学案

例.课程在爱课平台、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

等校内外６大网络学习平台上线使用,累计学习人

数达３０４８１人次.２０２１年上线新华网“新华思政”
专栏示范推广.２０２３年作为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上线[８],供全国

各大高校护理教师学习与示范.

３．２　教学团队成效　培养了具备高专业水平和课

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教学团队和教师,有效提升教师

课程育人能力.课程负责人获评国家首批课程思政

教学名师、省级优秀教师、校级教学名师.课程团队

建成国家首批课程思政教学团队、省级教学团队.

３．３　教学改革效果　课程建设成果获省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广东

省赛特等奖、高等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广东省本科

高校课程思政优秀案例奖、广东省医药院校课程思

政教学优秀案例奖等各类奖励累计１７项.

３．４　思政育人成效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促进了学

生评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提升.学生评价“这是一门有挑战性的课程、一节有

温度的课堂”“这门课让我学会了接纳别人的想法,也
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学生满意度明显提升、获得

感显著增强,达到专业提升、能力培养、素质并重的育人

目标.课程负责人指导１２０人次本科生开展大学生创

新创业研究课题累计３０项(含国家级省级８项),获各

级挑战杯奖,指导本科生撰写发表论文４４篇,不断提高

学生科研实践,领悟科学精神.

４　课程思政教学反思

４．１　专业课程是思政育人的主战场　长期以来,思
政课与专业课如“两张皮”“各唱各调”.虽然在思政

教育领域“思政课程是主唱,课程思政是合声”,但由

于专业课程学时多,比重大,“合声部”人数多,因此,
专业课程如能与思想政治课程同向同行,在同一个

频率上“共鸣”,将起到思政课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好的思政教育像盐,大量专业课程似水,只有如盐在

水,方能沁润心田;反之,水若无盐,则索然无味.本

课程建设理念始终围绕如何提高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开展顶层设计,课前、中、后均纳入思政育人元素,在
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

促进其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与感悟,不断提高其对人

文精神、生命意义的理解.

４．２　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　只有课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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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同频共振,课程建设才能发挥其在学校教育“最
后一公里”的育人作用.课程思政育人应落实在每

一堂课中,体现于教学全过程[９].如,本课程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通过体验式互动式

教学、案例穿插式教学、讨论辨析式 PBL等教学方

法,将精神心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思政价值有机

融合,实现思政育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４．３　专业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主力军　课程思政成

效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师.“打铁先要自身硬”,
专业课教师既要当好知识传授的“经师”,更要做好

价值引领的“人师”.教师要把课程思政的理念内

化,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自觉.有温度的老师,
无须提醒,课堂自带温度;有情怀的园丁,无须“挖
掘”,校园“下自成蹊”.本课程教学团队对教学的严

谨认真、有温度的教学等,都从正面激励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实现思政育人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５　小结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

措.每门课程均应紧紧围绕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

教学主渠道、教师队伍主力军,立足学科特殊视野、
理论和技能,找准思政内容与本专业知识的契合点,
建立生成性的内在契合关系,做到“基因式”融合,进
行思政元素挖掘和系统性设计.护理专业课程中的

许多知识与“大思政”强关联,思政元素无须挖掘,即
可由专业知识顺势延伸形成.如讲“人的病”时,不
仅讲解症状、体征、治疗,还同时强调关注、关爱“病
的人”.«精神心理照护学»在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时,

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总结经验,提出的“四式同堂”
模式充分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达到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的,
并最终内化为护生家国情怀、医者仁心的行动自觉,
内化为护生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责任与使命感,实
现专业教育与思政育人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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