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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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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护理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教育是培养高质量护理人才的重要环节，建立科学的思政教育教学效果评价

体系对于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情怀的护理人才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响应国家教育政策、提升护理教育质

量的紧迫任务。本文通过对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的方法及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总结归纳，以期为完善护

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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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in nurs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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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nursing cours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nursing tal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nursing cours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nurs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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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校是教育、科技、人

才的集中交汇点，要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重点聚焦

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提升，教育改革要从人才培养“量”

的需求转变到“质”的提升，这也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未来的重点方向之一[1]。护理学作为紧密联系实际的应

用型学科，其课程教学被认为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

专业能力的关键环节。护理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不仅

承载着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任，更肩负着培养学

生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使命[2]。护理专业课程融入思

政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增强其

专业认同度，为培育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医护人员奠

定思想基础，从而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3]。 
已有的研究从确定护理专业思政教育的目标、挖

掘课程中思政案例、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方案、探讨

思政教育改革教学模式等方面切入，研究成果丰富多

元[4-6]，但对于构建科学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研

究正处在起步阶段。本文从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

价主体、评价方法及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归纳总结，为

完善课程思政在护理专业教学中的评价体系提供参考。 
1 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主体及评价内容 
课程思政的实施依托日常的教学活动展开，教师

团队是课堂的主导者，学生群体是教学的主体，院校领

导、督导等是教学活动的管理者，这三方都可以从不同

角度对思政教学效果进行评价[7]。评价的内容选择上需

契合专业的教学目标，能够准确评判教学目标是否有

效融入教学过程中，采取的教学方法是否合理以及教

学效果是否有效等。 
吴炜炜等[8]通过组建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以

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以护理人文素养为重点组

织教学活动。教师通过对学生课程学习的完成度、主题

讨论完成度、课堂互动及小组汇报等情况进行过程性

评价，同时将学生的课程考试成绩作为终末性评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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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核。学生评价通过教学满意度和教学效果调查结

果进行反馈。因充分考虑到基础护理学课程具备很强

的实践性质，叶教授[9]的教学团队从护理岗位胜任力出

发，将学生的职业道德、抗疫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纳入了课程思政范畴，教学效果的评价内容囊括

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学习体会与收获、对课程思政

的教学满意度以及思政教育对自己未来从事护理工作

意向的影响情况等，校、系教学督导也对该课程的思政

教学效果进行评分。李艳等[10]则是着重研究基础护理

学实践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设计和实施，研究基于

反思性学习展开，有目的的把思政教育的理念和精神

渗透到实践教学中，教学成效通过学生的学习积极主

动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来评判。 
护理类专业课程教学是培养护理人才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这类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专业课程的实

践教学是联系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培养的桥梁，课程

思政元素承载量较大，因此，对于护理类课程思政效果

的评价要全面，贯穿教学全过程，评价内容需更为多维

化立体化，如标准化病人[11]以及学生在见习、实习过程

中服务的病人、临床带教老师等，都可以作为评价者，

对其在操作、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同理心、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意识等方面进行评价，建议后续的研究将这

些指标纳入对课程思政教育效果的考量中。 
2 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方法 
2.1 量化评价 
2.1.1 量表法 
王正君团队[12]编制了护理本科生思政素养量表，

包括思政理念、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科学创新思维及

职业使命 5 个维度，共计 37 个条目。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内容效度 0.934，采用的是

Likert5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

依次计 1～5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生的思政素养水平越

高。梅教授团队[13]在此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个别条目

删除，新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87，并用来

调查 9978 名护理本科生的思政素养水平。王明弘等[14]

采用的是人文关怀量表来评价急危重症护理学课程思

政混合式教学对本科护生的教学效果，该量表由许娟

等[15]汉化而来，包括三个维度共计 37 个条目，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总分越高表示人文关怀能

力越强。该研究中还采用了注册护士核心能力量表[16]，

该量表分 7 个维度，共 58 个条目。量表总 Cronbach’
s α系数为 0.89；各维度为 0.79～0.86。此外，有很多

研究[17-19]选择国内运用较成熟的量表，如职业认同度

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还有部分研究[20]借助临床沟

通能力量表、临床思维能力量表等来评判思政教学效

果。 
2.1.2 问卷法 
为了解护理伦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邵渝等

[21]选取 326 名护理本科生进行教学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该问卷包含 7 个条目，每个条目含“同意”、“中立”和
“不同意”三个选项。问卷结果显示，护生对该课程整体

满意度为 91.4%。 
吴傅蕾等[22]通过教学内容重组和设计创造式教学

活动等，进行护理美学课程思政并教学。教学结束后以

问卷调查学生对课程教学活动的认可度。在很多的研

究当中，问卷设计的内容除了收集满意度、认可度之外，

常常与开放式提问相结合进行调查。高婧等[23]在护理

学导论课程思政的教学活动结束后，采用护理学导论

课程思政教学反馈表对护生进行调查，调查表包含 19
个条目，得分范围为 0～100 分，用以反馈护生对课程

思政教学的总体满意度，此外护生还需对各课程思政

的特色教学环节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并且回答出让其

最有感触的课程思政特色教学环节以及课程思政教学

对其的影响情况等，以全面掌握该课程思政实施的教

学效果。 
2.2 质性评价 
2.2.1 行为观察法 
行为观察法是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观

察者可以对被观察者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记录，

描述其行为表现、评估心理活动以及监测行为变化。教

学过程中运用行为观察法，能够为教师提供更为直接、

客观的资料，从而对课堂教学效果做出更为真实可信

的判断。 
刘爱梅等[24]通过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引入生成性学

习策略，来帮助护生真正认可并领悟课堂思政材料体

现的价值观，通过观察和记录护生的出勤情况、课堂表

现（有无上课睡觉、聊天等）、小组活动中的参与度、

合作情况、沟通表达等情况，以及护生在作业书写中的

体现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等。韩淑英等[25]以

心血管系统的教学内容为基础，采取“以器官系统为主

线”教学模式进行思政教学，课中观察护生的学习状态，

如课堂互动参与度以及回答问题的准确率等。 
有研究者提出两种新的评价方法：检核表法[26]和

档案袋法[27]，检核表法指的是在观察学生的行为表现

前，提前制定出表单，观察时对每个项目逐个检查，避

免遗漏观察要点。教师基于课堂表现制定检验表，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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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学生预习、听课和思考状态，可获得教学全过程护

生的表现情况。而档案袋法是指将一些常用的观察指

标和项目，有目的有制度化进行常规搜集，并最终形成

纸质文档，便于课题评价之用。其实两种方法的本质是

一致的，就是要将观察学生表现的要点进行归纳，形成

系统文件，将每次课堂观察要点同质化，以确保教学效

果评价结果更为真实可靠。 
2.2.2 访谈法 
张涌静等[28]在儿科护理学思政教学中采用渗透式

教学，课程结束后对学生组织访谈，谈谈参加完这门课

程后有哪些收获、自身方面有何提升等，此外还从教学

团队方面了解思政资源的选择与儿科专业知识点的契

合度如何、课程思政的实施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改进意

见等。胡荣等[29]在内科护理学思政教学结束后对护生

进行面对面访谈，了解护生有哪些受益之处、对课程思

政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希望教师如何融入思政

教学等情况。 
2.2.3 记录法 
除了上述的几个评价方法外，也有研究[4]要求学生

书写反思日记、记录课后思想动态等方式来收集质性

材料来评价思政教学效果。杨帆等[30]除了收集护生的

考试成绩外，要求学生在实训课结束后参与社会实践

并书写实践报告，教师从报告中反馈的对社会现象的

认知度、思政元素的体现、个体的见解思维等方面进行

评分。孙欣等[31]组织护生参与基于护理伦理道德内容

设计的“爱护天使、用心抗疫”的主题实践活动，学生

在参与第二课堂之后完成实践作业，作业形式多样，包

括主题辩论论赛、反思日记和读书报告会等。教师通过

认真阅读学生的各项记录以及各种行为表现来评价其

思政水平。 
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对护生

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上，并通过其

内在的认知活动及外显的言行举止等方面展现。而认

知活动具有内隐性，不易觉察和衡量，选择合适的评价

方法是准确获取学生思维与心理状态的关键，直接影

响对思政教学效果的判断。以往的研究最常用的评价

方法是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其中对于行为观

察法的应用研究不多，建议与心理学专家进行合作，共

同制定出适用于护理专业学生的检核表或是档案袋，

以期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做出更为精准的解读和评判。 
3 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 
科学的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

一环，该体系的构建需要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

教学的客观规律，同时还要兼顾对学生知识的获取、高

阶学习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学生核心价值观引导的综合

评价，需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

方式多样化、教育效果长远化的原则，开展教学全过程

评价[32]。 
葛丽萍等[33]基于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

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1 条目标

层、4 条准则层和 29 条方案层，其中以课程教学团队

的权重最高，提示要重视教师团队课程思政建设意识

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梁耀元等[34]依托三维目标教学

理论，构建了涵盖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3 个一级指标和 19 个二级指标的课程思政教

学评价指标体系，不过该评价体系较适用于护理专业

理论授课，而对于实践技能的考核评价尚有待后续研

究。黄玲芳等[35]本着评价主体多元化原则，以教育评

价理论模型为框架构建了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该体系由同行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及教师自评 3 个子

系统构成，共计 12 个一级指标和 35 个二级指标。考

虑到军校本科护理专业学生的教学要求，该体系还加

入了对军政素养和军队护理人员的职责使命等思政元

素的考量。 
马孟伟[36]的研究成功构建了一个包含多个层级指

标的护理本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并通过

专家函询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实证应用显

示，该评价体系具有高可靠性和效度，学生和专家对

“儿科护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满意度较高。此外，该

评价体系和工具在实际教学评价中显示出良好的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能有效评估护理本科专业课的课程思

政教学效果。 
近年来有关护理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指标体

系的研究正在逐步开展中，其中不乏针对护理专业不

同学历的教学对象[37–39]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但这

些研究尚未进行实证研究，评价体系的普适性和反馈

作用，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数据来验证。此外，随着教学

工作的不断推进，学生的思维也会更加成熟，因此需要

站在学生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确定评价指标，让教学效

果评价更具动态性、全程性。 
4 小结 
立德树人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作，护理专业的思

政教育需着眼于未来，培养具有良好品性修养的应用

型人才。护理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则要建立科学的

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和纵向的长效反馈机制，评价

主体要多元全面，思政教育对护生影响深远，当高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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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学生接触临床环境后，仍需评价者对其职业态度、

价值观等作出评判。思政效果评价方法应客观精准，对

于质性评价内容需同质化、制度化。评价指标体系宜科

学全程，指标的构建需兼顾学生的思维和心理的变化

发展，未来研究可以利用新技术（如在线学习平台数据

分析）来增强评价体系的动态性和实时性，当然，相关

实证研究工作也应快速跟进，努力为教育深化改革工

作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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