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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精神在中职护理教学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周　飞　肖宗志△

（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　中职护理专业教学课程应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以南丁格尔精神为背景，找准结合点，
抓住切入点，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本文从活化教学内容、用好类型典型、优化教

学体系设置的思政课程主渠道和挖掘德育元素、强化职业精神、完善教学环境的课程思政主阵地等方面阐述南

丁格尔精神在中职护理教学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的应用，引导护生坚定职业理想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键词　南丁格尔精神；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２１）０６２２１０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ｓ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ＺＨＯＵＦｅｉ，ＸＩＡＯＺｏｎｇｚｈ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４２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ａｓ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ｏｉｎｔ，ｒｕ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ｕ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ｐｒｅａｃｈ，ｔｅａｃｈａｎｄｓｏｌ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ｓ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ｓ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ａｋｉｎｇｇｏｏｄｕｓｅ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ｃａｖａ
ｔｉｎｇ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ａｓｔｏｇｕｉｄ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ｆｉｒ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ｂｅｌｉｅｆ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ａｓｋｏｆ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ｓｓｐｉｒｉ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人道、奉献、博爱”的南丁格尔精神是一种职
业精神，它是全世界护理行业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追

求，是护理工作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

现。中职护理专业学生是中职护理教学的主要对

象，她们是我国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的未来，肩负救

死扶伤、服务患者的时代重任［１］，其职业素养的高

低直接影响着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的水平。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是中职护理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主渠道，加强中职护生职业道德养成是当前

基层医院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职护理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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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都是对学生进行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都是强调课程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既要明确

其“同一性”，又要理解其“异质性”［２］。

两者同一性表现在：１）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在任务和目标上的共同性。两类课程共同担负着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挥着对受教育者的思想价

值引领作用，两者的共同目标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

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３］。２）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方向和功能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两者在课程教学中既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又

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职责，强化育人实效。３）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内容和要求上的契合性。两

类课程在内容上都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都是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内在

的契合性。课程思政理念不仅提出针对性结合专

业知识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进一步强化思

政课程贯彻“课程思政”理念，形成协同效应。

两者异质性表现在：１）思政内容的不同。思
政课程的“思政”侧重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上进

行系统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的“思政”主

要侧重于在各类各门课程中加强思想价值引领。

２）课程地位不同。在各类各门课程中，思政课程
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而在课堂教学上，

课程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两者同向同

行，协同育人。３）课程特点不同。思政课程是大
学生的必修课程，是对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显性课程；而“课程思政”视角下的大部分课程

多为专业课程，以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形式存在，是

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隐形课程。

２　南丁格尔精神在中职护理教学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的必要性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是近代护理事业的开创

者、现代护理学教育的奠基人［４］，同时也被人们誉

为“民族英雄”。她在工作岗位上甘于奉献、不畏

艰苦、敢于创新，率领护士团队突破重重困难，取得

了辉煌成绩，使护理学变成了一门科学，使护理工

作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职业，铸就了伟大的南丁格尔

精神。“人道、奉献、博爱”的南丁格尔精神是全世

界护理行业的精神引领和价值追求，是推动现代护

理事业建设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新时代中职护理

专业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

２．１　适应健康中国战略要求
在“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下，人民对健康的需

求不只是停留在治病防病，更需要的是对健康的呵

护［５］。为此，医护工作者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技

术水平，而且更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而中职护生

作为未来卫生健康事业的后备力量，对其职业道德

标准提出更高要求。

２．２　顺应护理模式转变，满足新型护理人才需求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渐深

入，护理服务模式也从治疗到预防、生理到心理的

转变，形成“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全面护理，对护

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和人文素养水平提出了新要

求［６］。

２．３　南丁格尔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
合

“人道、奉献、博爱”的南丁格尔精神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理念、内涵和本质上具有一致

性，既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高度体现了

爱国、奉献、敬业的高尚精神品质。

３　南丁格尔精神融入护理教学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的路径

３．１　筑牢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深化科学认知
３．１．１　活化教学内容，增强护理专业学生思政课
亲和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讲活南丁格尔精神，需
依据各门课程性质和特征应有侧重。《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主要结合南丁格尔爱国为民、救

死扶伤的优秀事迹开展中职护生的人生观、价值

观、道德观的教育。在思想道德部分通过南丁格尔

优秀事迹的讲述展现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

品质，加深中职护生对“大我”和“小我”关系的理

解［７］，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发展和进步

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与人生》着重讲好南丁格

尔的科学与睿智。在战地前线救助伤员时期，南丁

格尔统一部署，协调各方，彰显出敢创新、勇创新的

显著优势，帮助中职护生增强创新思维，提升创新

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可以从历史和

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总结南丁格尔大幅度降低伤员

死亡率和我国战胜重大疫情的成功实践和重要经

验，让中职护生树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把人民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职业情怀，引导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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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护生坚定理想信念，担时代使命。

３．１．２　用好类型典型，深化护理专业学生思政课
认同力　习近平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
家要把他们立为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像他们

那样追求美好的思想品德”［８］。典型故事那么多，

要选择与专业特征相契合的故事作为思政课程的

素材和载体，否则会出现“贴标签”的错误，导致育

人实效性不佳。学习榜样精神，学会用好典型，不

仅能让思政课更有针对性，还能凸显思想主旨和精

神品质。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

的英雄人物和道德模范，从加拿大籍白求恩的恪尽

职守、钻研医学到屠呦呦以身试药、感恩生命，再到

勇敢逆行、抗击疫情的“国民英雄”钟南山，在他们

身上看到了“舍小家为大家，敬业奉献”的高尚情

怀和道德品质，以他们的优秀事迹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引导学生尊重生命、

热爱生命，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利用榜

样力量，讲好典型故事，深化思政课程认同力。

３．１．３　优化教学体系设置，强化护理专业学生思
政课实效力　树立全局意识，优化教学体系的深层
设计和整体框架，将南丁格尔精神中的多样化元素

融入教学各个环节，形成网格化的精准布局。一方

面，教师需要全面剖析教材特征、章节构成，最大限

度地将南丁格尔精神元素与各章节知识点有机融

合，通过整体有序的网格化管理，推动思政育人由

点及面，由表及里，更加立体化展现南丁格尔精神

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教师需要优化设计教学思

维导图，明确南丁格尔精神元素切入教学的位置和

路径，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参与、主题活动、云端讲

述等各种教学手段，绘制好南丁格尔精神元素融入

教学的元素地图。

３．２　夯实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发挥学科
专业特色优势

３．２．１　挖掘德育元素，增强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底
蕴　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阵地，每门课
程不仅存储大量的知识，而且还蕴含着鲜明的德育

元素，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支撑。例如，教师

在讲解《护理学基础》中的导尿术时，以故事讲述

形式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案例，如晋朝葛洪在《肘后

方》，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对导尿术进行了具体

的描述，可见晋至唐时期我国医学就开创了导尿

术，突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性，使护

生在学习中增强专业自信，文化自信［９］。在讲解

《急救护理》中的心肺复苏时，教师应注重指导学

生进行规范的护理临床操作的同时，引导学生学会

以人为中心，关爱患者，尊重患者，培养学生的人文

关怀素养，引导中职护生做一名有温度的合格护

士。总之，专业课程既要注重丰富专业知识，又要

注重其思想性、人文性的精神底蕴。

３．２．２　强化职业精神，丰富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内
涵　在中职护理专业学生人才培养计划中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培

养德才兼备的中职护生。随着我国医患关系日益

紧张，部分医务工作者缺乏人文关怀成为问题所在

的关键因素。教师在日常教学可借助一些真实的

临床案例，让护生自主思考讨论，培养护生人文精

神和人文思维。如在护理专业发展史的学习上，引

入中国“南丁格尔”获奖者，抗击疫情的优秀护士

等事迹，培养护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培养高尚的

职业素养，在潜移默化中灌输无私奉献精神。在急

救护理学的课程学习中，引入用嘴吸尿３７ｍｉｎ救人
的感人故事，彰显医护工作者的高尚医德，培养中

职护生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职业道德。在重症监

护学习中，引入“用亲情＋爱心”唤醒沉睡半年的东
莞小伙“的案例，让中职护生认识到在今后的工作

岗位上要一丝不苟，关爱患者，培养良好的职业道

德情操。

３．２．３　完善教学环境，提升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实
效　在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课程思政
的育人环境由课堂实体空间转向网络媒体空间。

在当下网络教育生态环境下，课程＋信息技术已成
为主流教育模式［１０］。一是激活线上“云教学”模

式，构建云端大思政格局。教师借助钉钉、腾讯课

堂、智慧树等教学平台，精选适合护理专业课程思

政的线上教学内容，将国情、疫情巧妙融入，掌握网

络意识形态主动权，给中职护生提供良好的价值观

教育产品。二是推动课程思政“微教学”模式，营

造良好的思政氛围。教师可以选择抗疫战斗为微

题材，讲述中国抗疫中的爱国惜民的大爱，不畏艰

险的气概，也要讲出一个个白衣天使的不抛弃，不

放弃的担当，实现“微思政”的微言之义；也可以打

通与护生交流南丁格尔精神的“微渠道”，持续推

送弘扬南丁格尔精神的微信息，延长中职护生的关

注力；或者在微空间中发起关于南丁格尔精神的话

题，通过多次交流和探讨，推动南丁格尔精神入脑、

入心，进而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效性。南丁格尔精神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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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中职护理教学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护理专

业人才培养的正确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方

位协同育人目标的正确途径，能满足培养有高度责

任感、使命感的护理人才的社会需求。构建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培养护生的职业道德

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从

而达到全面育人功效，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护理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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