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课程思政案例格式体例要求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儿科护理学 课程总学时 44

课程总学分 2.5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14

选用教材（出版社/时间） 儿科护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年 12月第 4版

课程所属专业 护理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负
责
人

姓名 刘晓颖 性别 女出生年月 1987-09

职称/职务 讲师/教师 学历学位 本科（硕士）

手机 18938338382 电子邮箱 yongsie@126.com

教
学
团
队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单位 任务分工

何泳思 女 1987.09 讲师/教师
肇庆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制定课程思政总目

标、统筹编写案例

刘晓颖 女 1980.01 讲师/教师
肇庆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收集、编写案例，

审核

孟娜娜 女 1985.06 讲师/教师
肇庆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收集、编写案例

黎莉 女 1985.12 讲师/教师
肇庆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收集、编写案例

余淑怡 女 1989.04 讲师/教师
肇庆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收集、编写案例

课程思政总目标

（该课程课程思政总的育人目标。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教育的内容。400-600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明“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课程思政就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

理念。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健康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儿科患者病情变化快，表达

能力弱，合作程度差，操作难度大，因此，对护理人员的要求更高。近年来，医患矛盾

在儿科护理工作中日益增多，如何解决医患沟通成为现今难题。目前儿科护理学教学普

遍存在重理论、轻思政的问题，不利于培养学生利用正确思想道德素养解决实际临床护

理的问题。“儿科护理学”作为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44 学时），也是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的重点科目，在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中处于重要地位。必须将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深度

融合，培养素质-能力-知识全面发展的护理人员，才能更好地护理患儿，满足社会需求，

促进学科发展。

课程思政案例融入思路

编号 结合的章节
课堂育

人目标

课程思政内容

融入点
案例名称

1

第二章 儿

童生长发

育

在传授知识

的同时，培养学生

爱国情怀与岗位

责任感，树立“健

康中国”理念、人

文精神与爱婴观

念，促进个人职业

发展与儿童健康

事业的发展。

本章节以 2021 年

度儿童健康成长发育

报告发掘儿童健康成

长问题仍然严峻，利在

找出影响儿童生长发

育的关键性因素，实时

的干预和引导儿童及

其家长如何保障孩子

健康成长为主线，让学

生初步了解生长发育

的规律，影响生长发育

的因素，生长发育的测

量方法，及如何正确评

估儿童生长发育问题，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爱

婴理念，家国情怀，进

一步促进儿童生长健

康，促进全民健康。

案例 1：生长发育

2

第三章儿

童保健

第五节

通过目前一

个地区新冠疫情

发展趋势及死亡

率的介绍，让学生

结合目前疫情现状，

紧贴时事，紧贴专业，

理论知识和时事想结

合，和专业实况相结

合，既有利于目前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的宣传，

案例 2：预防传染病

的关键措施——接

种疫苗



计划免疫 了解免疫接种的

对预防传染病的

重要性；认真学习

免疫接种的分类、

程序、注意事项

等；在以后的工作

和生活中增加免

疫接种的宣传，提

高疫苗接种率，以

减少传染病的感

染率、病重率和死

亡率。

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意义的认知，亦有利

于理论知识的理解。鼓

励学生课后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把学习的疫

苗接种理论知识应用

于疫苗接种宣传，尤其

是目前新冠病毒疫情

期，既有利于提高大众

对新冠病毒疫苗的认

识，亦有利于免疫接种

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以

致用，。

3

第八章第

十节新生

儿黄疸

1、遵守医院特殊

诊疗科室的管理

制度

2、学会共情与换

位思考

3、培养细心、耐

心、责任心的工作

态度

1.新生儿窒息复苏环

节——强调专业技术

准确性；

2.喂养与抚触环节—

—强调爱心细心耐心

的人文素养；

3.新生儿黄疸——强

调 NICU 病房的慎独工

作态度；

4.新生儿头皮静脉输

液——强调沉稳冷静

的应对素质。

案例 3：以己之心，

度父母之忧

4

第三章第

五节计划

免疫

1、激发学生强烈

的民族热情

2、陶冶学生的爱

国情操

3、培养学生有爱

心细心耐心的人

文素养

1.我国疫苗接种的发

展史——激发学生强

烈的民族热情和爱国

情操；

2.了解患儿有无接种

禁忌症环节——强调

爱心细心耐心的人文

素养；

3.过敏性休克的抢救

流程——强调沉稳冷

静的应对素质。

案例 4：抵御疾病的

武器---疫苗



5

第五章第

二节 婴儿

喂养

1、培养学生的感

恩之心

2、培养学生关爱

儿童的人文素质

1.思政案例的导入—

—培养学生的感恩之

心；

2.帮助哺乳期妈妈解

决母乳喂养的常见问

题——强调爱心、细

心、耐心的人文素养；

案例 5：母乳不易，

“喂”爱坚持

6

第二十章

第一节病

毒感染

通过历史事件—

—让学生们心灵

受到震撼，唤醒爱

国情怀。培养学生

良好的职业责任

感、道德感油然而

生。弘扬中国社会

主义价值观。勉励

学生作为医护人

员坚守岗位，关键

时刻能够勇于担

当，无私奉献。

通过历史事件——让

学生们心灵受到震撼，

唤醒爱国情怀。培养学

生良好的职业责任感、

道德感油然而生。弘扬

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

勉励学生作为医护人

员坚守岗位，关键时刻

能够勇于担当，无私奉

献。

案例 6：爱国主义教

育，弘扬国家社会价

值观——麻疹患儿

的护理

案例 1：

一、案例名称

生长发育

二、结合章节

第二章，第 1-2 节

三、课程思政目标（明确案例所含的思政元素与目标的关系）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爱国情怀与岗位责任感，树立“健康中国”理

念、人文精神与爱婴观念，促进个人职业发展与儿童健康事业的发展。

四、案例内容介绍（300-600 字）

儿科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从一个综合性小学科，分化发展为基础儿科

学、发育儿科学、预防儿科学、社会儿科学、临床儿科学等分支齐全的综合性学



科。为此，我们修订教学大纲，根据“儿科学”课程特点，融入健康中国，全民

大健康的理念，设计了“生长发育，你了解多少？”知识模块，促进学生的人文

精神和爱婴观念。本章节以 2021 年度儿童健康成长发育报告发掘儿童健康成长

问题仍然严峻，利在找出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性因素，实时的干预和引导儿

童及其家长如何保障孩子健康成长为主线，让学生初步了解生长发育的规律，影

响生长发育的因素，生长发育的测量方法，及如何正确评估儿童生长发育问题，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爱婴理念，家国情怀，进一步促进儿童生长健康，促进全民

健康。

五、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600-1000 字）

（一）课前：课程思政导入

课前，老师利用职教云平台推送教学资源，同时发布学习指南，引导学生课

前利用线上课程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完成知识的传递，并利用职教云实现对学生

学习的监督，促进课程知识学习由线下转移到线上。在课前学生自主阅读 2021

年度儿童健康成长报告，让学生找出我国儿童目前存在的生长发育问题，哪些因

素影响儿童的成长，让学生意识到从对儿童的关怀，扩展到对全民健康的关切，

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再通过课前小测既能了解学生对报告的阅读了解程度，又

能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让老师上课有的放矢。

（二）课中：课程思政贯穿授课过程

课中，在线下课堂讲授环节，教师将设计的思政内容以画龙点睛、隐性渗透、

正面教育等方式融入知识点的讲解汇总，在言传身教中达到育人的目的。在线下

课堂活动环节，教师采用沉浸式教学，以探索模式让学生分组讨论目前我国儿童

存在的生长发育问题，列举肥胖对儿童的危害，找出主要影响儿童成长的关键性

因素，并让学生通过遗传、环境两大方面列举影响儿童成长的日常生活案例。通

过扮演模式、实战模式进行儿童生长发育的体格测量，老师规范测量手法，测量

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让学生体验到爱婴意识。使课堂经过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

让学生真正动起来，把知识内化吸收。

（三）课后：课程思政总结反思

课后，紧密联系临床、思政、生活等，与已有知识相互关联，形成知识建构，

巩固所学知识，同时，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和实践。通过运用职教云平台布置

临床典型案例，提出开放的思考问题，分组讨论、实战模拟测量，通过视频、反

馈、回答问题等方式完成课后作业，从中注重自我体验和感悟，引起学生的情感

共鸣，激励学生产生学习内动力。融入了思政元素的混合式教学，帮助学生在学

习知识的同时树立爱婴意识，全民健康意识，实现价值引领；能够提升儿科学课

程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富有温度，实现了立德树人的目标

六、效果评价策略（200-300 字）

客观评价教学效果，增加多维度多样化的过程性评价，强化对素质目标量化

的考核。本章节内容为儿科学最终成绩的一重要部分，由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两部分构成。过程性评价中包含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等，其中既有集体得分，

又有个人得分。终结性评价中包括期末笔试及实践操作，再此过程注重人文关怀

及爱婴意识的考查。另外，增加院校合作机会，让学生多参与到医疗活动中，并

引入自评、家长评和医护评三个方面的评价老考查学生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最后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来评价此教学方法能否有助于提高儿科的职业吸引



力。
（孟娜娜）

案例 2：

一、案例名称

预防传染病的关键措施——接种疫苗

二、结合章节

第三章 第五节

三、课程思政目标

通过目前一个地区新冠疫情发展趋势及死亡率的介绍，让学生了解免疫接种

的对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认真学习免疫接种的分类、程序、注意事项等；在以

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增加免疫接种的宣传，提高疫苗接种率，以减少传染病的感染

率、病重率和死亡率。

四、案例内容介绍

计划免疫是根据免疫学原理、儿童免疫特点和传染病发生情况而制定的免疫

程序，通过有计划地使用生物制品进行预防接种，使儿童获得可靠的免疫力，达

到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目的。计划免疫是儿童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防儿童

传染病的关键措施；国家卫健委规定，婴儿必须在 1岁内完成卡介苗、脊髓灰质

炎混合疫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麻疹减毒疫苗及乙型肝炎减毒疫

苗接种。根据流行地区和季节，或家长的意愿，也可进行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

髓膜炎疫苗、流感疫苗、肺炎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的接种。在新冠疫情期间，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是预防新冠肺炎的关键措施；通过大家相对熟悉的新冠疫情经

历，身处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感受，更容易理解疫苗接种分类、接种程序、注意事

项、禁忌症及反应的处理，更容易理解疫苗接种对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

五、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一）课前：课程思政导入

提前发布调查问卷，以了解学生对目前新冠疫情的了解程度、不同区域疫苗

的接种率及疫苗接种率与疫情死亡率是否有关系等；学生在课前完成调查问卷，

并查阅资料以更加了解目前多区域新冠疫情状况。

（二）课中：课程思政贯穿授课过程



简要回顾课前调查问卷的结果，然后简要介绍目前一个典型区域新冠疫情

发展状况。

此轮香港疫情
［1］

，死亡病例除了 3名儿童外，其余大多为 65 岁以上长者。

病死人群中多数未打疫苗。香港医管局数据显示，首 102 宗新冠肺炎死亡个案

中，仅 7人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2月 26 日报告的 66 例死亡病例中，仅 8人

有新冠疫苗接种史，其中接种 1 剂者 4 例，接种 2 剂者 4 例。香港卫生防护中

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分析香港的感染者数据显示，目前感染新冠肺炎

的死亡率暂时是 0.3%，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死亡率是 0.54%，已接种者的死亡

率为 0.03%，相差 18 倍，这意味着疫苗对预防新冠肺炎相关死亡的效果非常好。

目前为止
［2］

，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超 117 万人感染，达到 1175631 人（含

737603 例经核酸检测确诊和 438028 例经快测阳性平台呈报）；累计 8492 例死

亡，病死率 0.72%。对于 80 岁以上的感染者，没接种过和已接种一、二、三针

疫苗的病死率分别为 15.84%、6.3%、3.58%、0.97%，差别明显。

联系典型区域新冠疫情状况提出问题，导入新课：1.接种新冠疫苗是主动免

疫还是被动免疫；2，新冠疫苗需要接种几次，接种程序是什么；3.接种新冠疫

苗的注意事项，哪些人群不能接种新冠疫苗；4.接种新冠疫苗后常见哪些临床表

现，如何处理；5.接种新冠疫苗对预防新冠病毒传播是否有意义？

通过第一个问题引入免疫接种的分类：主动免疫和被动免疫，简要讲解并举

例说明二者的涵义、常见的疫苗种类。

引导同学们讨论自身新冠疫苗接种经历，引入疫苗接种程序，重点讲解婴儿

必须完成的免疫接种程序，简要讲解儿童常见病的疫苗接种，如流行性脑炎、乙

型脑炎、手足口病、轮状病毒肠炎等。

通过第三个问题引入疫苗接种的注意事项、禁忌症等；简要讲解疫苗接种的

注意事项、禁忌症；强调疫苗接种过程中认真核对各项信息，询问病史、是否有

疫苗接种禁忌，能否接种某种疫苗。

同学们互相讨论新冠疫苗接种后自己出现哪些表现，如何处理；引入疫苗接

种的反应和处理措施；重点讲解疫苗接种常见反应及其处理，简要讲解特殊反应

和处理。

联系典型区域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引出问题：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和未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与新冠病毒感染率、病重率、死亡率是否有关？结果数据对比



可以看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对预防新冠病毒传播有重要意义；除了不适用人群、

禁忌人群，都应尽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保护周围人群。进一

步讲解儿童常规免疫接种对预防常见传染病的意义。除了国家规定儿童必须完成

的疫苗接种，对儿童常见传染病疫苗接种亦需进行宣传，以减少儿童常见传染病

的感染率、病重率和死亡率。

（三）课后：课程思政总结反思

结合目前疫情现状，紧贴时事，紧贴专业，理论知识和时事想结合，和专

业实况相结合，既有利于目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宣传，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意义的认知，亦有利于理论知识的理解。鼓励学生课后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把学

习的疫苗接种理论知识应用于疫苗接种宣传，尤其是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期，既有

利于提高大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认识，亦有利于免疫接种理论知识的巩固，学以

致用。

素材出处（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2022.02.28

2.北京日报客户端，2022.04.10

（刘晓颖）

案例 3：

一、案例名称

以己之心，度父母之忧

二、结合章节

第八章，第 10 节

三、课程思政目标（明确案例所含的思政元素与目标的关系）

1、遵守医院特殊诊疗科室的管理制度

2、学会共情与换位思考

3、培养细心、耐心、责任心的工作态度

四、案例内容介绍（300-600 字）

2022 年 4 月 10 日星期日，某儿童医院住院部大楼内，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万



分不舍的心情将怀中哭闹的婴儿交至 NICU 护士手中，因孩子黄疸指数超标需进

行蓝光治疗。然而在护患双方交接过程中，夫妇俩表现极其忧虑，不停地询问护

士“你们里面空调开多少度？会不会冷啊？”“我们能进去看宝宝吗？”“平常

一般隔多久喂奶啊？”“我家宝宝她每次喝奶，后脑勺就出很多汗，辛苦你们到

时候帮她擦擦可以嘛？”“多久才能出院啊？”“每天能给我拍一下宝宝的照片

嘛？”

两天后，在外走廊隔窗探视期间，夫妇俩刚好看到宝宝满脸通红，边哭边

吐奶，宝宝母亲心疼地泪流满面，宝宝父亲认为孩子在里面受罪，质疑医护人员

照顾不当，要求停止蓝光治疗。

五、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600-1000 字）

（一）课前：课程思政导入

授课前，在平台上传影视作品《白色巨塔》中新生儿监护病房外，父母与护

士交接流程的片段，并在讨论区发布思考题：如何应对此情此景？鼓励同学发言。

（二）课中：课程思政贯穿授课过程

根据课程特点，总体设计思路是以工作流程为主线，工作任务为抓手，促进

学习目标的达成。本教学单元以新生儿正常护理到疾病护理的工作流程为主线，

由思政案例导入后，再设置《新生宝宝闯关历险记》系列情景，以新生儿窒息复

苏、新生儿特点及日常护理、黄疸护理、静脉输液等典型的工作任务驱动教学。

如下图所示。

思政元素贯穿始终：

1.新生儿窒息复苏环节——强调专业技术准确性；

2.喂养与抚触环节——强调爱心细心耐心的人文素养；

3.新生儿黄疸——强调 NICU 病房的慎独工作态度；

4.新生儿头皮静脉输液——强调沉稳冷静的应对素质。

（三）课后：课程思政总结反思

教学中我们以信息化平台，导入临床案例，切入临床真实工作场景、岗位任



务，借助丰富的 3D 视频、动画、图表，将“新生儿护理与疾病护理”这一单元

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动态化、形象化。

本项目注重学生全员参与及时反馈交流，围绕教学目标的达成，强调“教师

主导、学生主体”，而课程思政改革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始终把思政教

育贯穿在课前、课中及课后环节中，破解了儿科护理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重理论、

轻思政的问题，以及利用正确思想道德素养解决实际临床护理的问题。

六、效果评价策略（200-300 字）

客观评价教学效果，增加多维度多样化的过程性评价，强化对素质目标量化

的考核。本章节内容为儿科学最终成绩的一重要部分，由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两部分构成。过程性评价中包含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等，其中既有集体得分，

又有个人得分。终结性评价中包括期末笔试及实践操作，再此过程注重人文关怀

及爱婴意识的考查。另外，增加院校合作机会，让学生多参与到医疗活动中，并

引入自评、家长评和医护评三个方面的评价老考查学生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最后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来评价此教学方法能否有助于提高儿科的职业吸引

力。

素材出处（参考文献）：

书籍推荐：《医院札记》

影视作品：《白色巨塔》《医龙》

课程相关信息：国内首个儿童临终关怀中心 ——“蝴蝶之家”

[1]林欣,秦明芳,黎琴,王爱春,申蕾.课程思政改革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J].教育教学论坛,2021(45):83-86.

[2]苏小燕,钟晓璇,高娟.《儿科护理学》课程思政对提高人文关怀能力的效果评

价[J].继续医学教育,2021,35(05):25-27.

[3]张涌静,王娟,李玲军.疫情下“完全线上”混合式教学在护理专业理论教学中

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1(01):100-101.

[4]李立伟,侯建炜,韦桂姬.儿科护理学课程思政实践途径探索[J].课程教育研

究,2020(52):110-111.

[5]吴小清.高职高专儿科护理学创新性教学改革研究[J].现代职业教

育,2020(41):78-79.

[6]解源源,孙伟娟,杨赛楠.将“思政”元素融入护理专业儿科护理学教学的实践

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0(21):140-141.

（余淑怡）

案例 4：

一、案例名称

抵御疾病的武器---疫苗

二、结合章节



第三章，第五节 计划免疫

三、课程思政目标（明确案例所含的思政元素与目标的关系）

1、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热情

2、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操

3、培养学生有爱心细心耐心的人文素养

四、案例内容介绍（300-600 字）

千年磨一剑---天花疫苗的诞生：

关于天花起源，考古学家们只能根据历史碎片去猜测。它可能出现于 3000

多年前，甚至 6000 多年前也不是没可能。有一种假设是，天花起初在埃及尼罗

河流域或印度恒河流域流行。那里人口稠密，适合天花站稳脚跟，此后再袭入亚

洲和欧洲。

不知从何时起，古人觉察：得过天花，以后再不会遭天花的罪。既然如此，

何不以天花治天花？武器，就藏在天花的脓包之中。大约公元 1000 年前后，一

种古朴的天花接种方法可能已在中国民间悄然兴起：把天花结痂捣碎，吹入健康

人鼻孔。古代印度则通过皮肤接种天花，两种办法有相似之处。人们发现，与自

然感染相比，主动接种天花，症状通常明显减轻，死亡率也大大减少。

天花在蔓延，对抗天花的经验也在文明之间传递、积累。历史学家认为，中

国和印度古老的接种方法在 13 世纪传入埃及，18 世纪初传入欧洲并逐步推广。

18 世纪末，天花肆虐全球。最深的黑暗之中，对付天花的重要武器正在筹备。

1796 年，一位名叫爱德华·詹纳的英国医生发现，被牛痘感染过的挤奶女工，

接种天花后，竟未出现任何天花症状。

于是，詹纳展开大胆的实验：他从挤奶女工手上的牛痘疮里取了一些东西，

接种到 9岁男孩菲普斯胳膊上。此后，詹纳多次让菲普斯接触天花病毒，但小男

孩从未患上天花。

世界上第一支疫苗，就这样在对抗天花的探索中诞生。1801 年，詹纳发表

论著《疫苗接种的起源》，他预言：消灭天花，这种人类最可怕的灾难，必将是

疫苗接种的最终结果。

相比模糊的出身，天花的结局倒是清晰明了：1980 年 5 月 8 日，世界卫生

大会决议宣布，天花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这是迄今为止，唯一被消灭的人类传

染病。

五、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600-1000 字）

（一）课前：课程思政导入

授课前，在平台上传科学教育视频“消灭‘凶恶瘟神’的疫苗：天花”，并

在讨论区发布思考题：我们应该保留天花病毒，用于科学研究吗？还是让它们陷

入高压灭菌锅里万劫不复？鼓励同学发言。

（二）课中：课程思政贯穿授课过程

根据课程特点，总体设计思路是以工作流程为主线，工作任务为抓手，促进

学习目标的达成。本教学单元以预防接种的工作流程为主线，由思政案例导入后，

引出我国免费给 0-6 周岁儿童使用的疫苗，再进入本科内容的学习，主要有免疫

方式及常用制剂、免疫程序、预防接种的准备和注意事项、预防接种的反应及处



理，其中预防接种的准备和注意事项、预防接种的反应及处理两个内容以典型的

工作任务驱动教学。如下图所示。

思政元素贯穿始终：

1.我国疫苗接种的发展史——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热情和爱国情操；

2.了解患儿有无接种禁忌症环节——强调爱心细心耐心的人文素养；

3.过敏性休克的抢救流程——强调沉稳冷静的应对素质。

（三）课后：课程思政总结反思

教学中我们以信息化平台，导入临床案例，切入临床真实工作场景、岗位任

务，借助丰富的视频、动画、图表，将“计划免疫”这一节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

形象化、趣味化。

本项目注重学生全员参与及时反馈交流，围绕教学目标的达成，强调“教师

主导、学生主体”，而课程思政改革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始终把思政教

育贯穿在课前、课中及课后环节中，破解了儿科护理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重理论、

轻思政的问题，以及利用正确思想道德素养解决实际临床护理的问题。

六、效果评价策略（200-300 字）

客观评价教学效果，增加多维度多样化的过程性评价，强化对素质目标量化

的考核。本章节内容为儿科学最终成绩的一重要部分，由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两部分构成。过程性评价中包含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等，其中既有集体得分，

又有个人得分。终结性评价中包括期末笔试及实践操作，再此过程注重人文关怀

及关爱儿童意识的考查。另外，增加院校合作机会，让学生多参与到医疗活动中，

并引入自评、家长评和医护评三个方面的评价老考查学生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最后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来评价此教学方法能否有助于提高儿科的职业吸引

力。

素材出处（参考文献）：

影视作品：《儿童预防接种，呵护健康一生》、《消灭“凶恶瘟神”的疫苗：天

花》

课程相关信息：中国慕课大学

[1]卜美玲，刘瑞婷，赵文星 . 课程思政融入“儿科学”教学的实践与探讨 [J].

课程教学，2020，12（4）：146-147.

[2]解源源,孙伟娟,杨赛楠. 将“思政”元素融入护理专业儿科护理学教学的实

践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2020(21):140-141.

[3]林欣,秦明芳,黎琴,等. 课程思政改革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 教育

教学论坛,2021(45):83-86.

（何泳思）

案例 5：

一、案例名称

母乳不易，“喂”爱坚持

二、结合章节



第五章，第二节 婴儿喂养

三、课程思政目标（明确案例所含的思政元素与目标的关系）

1、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2、培养学生关爱儿童的人文素质

四、案例内容介绍（300-600 字）

“新冠”妈妈能不能母乳喂养？

小明，一个刚出生 14 天的宝宝，被要求和阳性的爸爸、妈妈分开隔离，妈

妈拖着孱弱的身体发出求助信息，仅仅请求妈妈能和宝宝隔离在一起，让孩子吃

上一口母乳。

五、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600-1000 字）

（一）课前：课程思政导入

授课前，在平台上传学习强国视频“母乳不易，‘喂’爱坚持”，学习案例

“‘新冠’妈妈能不能母乳喂养”，并在讨论区发布思考题：新冠肺炎确诊的哺

乳期妈妈能不能母乳喂养？鼓励同学发言。

（二）课中：课程思政贯穿授课过程

根据课程特点，总体设计思路是以工作流程为主线，工作任务为抓手，促进

学习目标的达成。本教学单元以母乳喂养的工作流程为主线，由思政案例导入后，

引出本课内容的学习，主要分为以下五个点进行讲述：母乳从哪里来；母乳喂养

的优点；怎么喂、如何吃；喂哺中的难题；母乳喂养的常见问题。其中怎么喂、

如何吃；母乳喂养的常见问题两个内容以典型的工作任务驱动教学。

思政元素贯穿始终：

1.思政案例的导入——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2.帮助哺乳期妈妈解决母乳喂养的常见问题——强调爱心、细心、耐心的人

文素养；

（三）课后：课程思政总结反思

教学中我们以信息化平台，导入临床案例，切入临床真实工作场景、岗位任

务，借助丰富的视频、动画、图表，将“母乳喂养”这一节抽象繁琐的理论知识

形象化、生动化。

本项目注重学生全员参与及时反馈交流，围绕教学目标的达成，强调“教师

主导、学生主体”，而课程思政改革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始终把思政教

育贯穿在课前、课中及课后环节中，破解了儿科护理学教学普遍存在的重理论、

轻思政的问题，以及利用正确思想道德素养解决实际临床护理的问题。

六、效果评价策略（200-300 字）

客观评价教学效果，增加多维度多样化的过程性评价，强化对素质目标量化

的考核。本章节内容为儿科学最终成绩的一重要部分，由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两部分构成。过程性评价中包含课后作业和课堂表现等，其中既有集体得分，

又有个人得分。终结性评价中包括期末笔试及实践操作，再此过程注重人文关怀

及关爱儿童意识的考查。另外，增加院校合作机会，让学生多参与到医疗活动中，

并引入自评、家长评和医护评三个方面的评价老考查学生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最后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来评价此教学方法能否有助于提高儿科的职业吸引

力。

素材出处（参考文献）：

影视作品：《母爱不易“喂”养坚持》

学习资料：学习强国“新冠肺炎确诊的妈妈能不能母乳喂养”

课程相关信息：中国慕课大学

[1]林欣,秦明芳,黎琴,等. 课程思政改革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 教育

教学论坛,2021(45):83-86.

[2]解源源,孙伟娟,杨赛楠. 将“思政”元素融入护理专业儿科护理学教学的实

践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2020(21):140-141.

[3]苏小燕,钟晓璇,高娟. 《儿科护理学》课程思政对提高人文关怀能力的效果评

价[J]. 继续医学教育,2021,35(5):25-27. DOI:10.3969/j.issn.1004-6763.2021.05.014.
（何泳思）

案例 6：

一、案例名称

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国家社会价值观——麻疹患儿的护理

二、结合章节

第二十章 第一节 病毒感染

三、课程思政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麻疹患儿护理的护理程序；熟悉麻疹患儿的临床表现；

熟悉麻疹患儿的治疗要点；了解患儿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

（2）思政目标：通过历史事件——让学生们心灵受到震撼，唤醒爱国情怀。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责任感、道德感油然而生。弘扬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勉励

学生作为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关键时刻能够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四、案例内容介绍

（一）案例形式：《麻疹患儿的护理》

1. 历史事件分享：

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为照顾烈士遗孤婴孩、前线将士

子女和战区难童，建立了延安保育院。当时有一个处在麻疹潜伏期孩子体检时没

有发现异常，入院后发病而导致整个保育院爆发麻疹。当时的保育员是刚刚从华

北敌后抗据地来到延安的一些年轻姑娘，大家都没有带过孩子，保育工作没有经

验。但是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们，年轻的姑娘们日夜奋战，其中一名19岁的保育员

李惠清一个多月里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终于在一个月后，使60

多个孩子平安度过危险期，没有一个孩子死亡。为防止日军空袭，保育院的全体

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转移，因容纳有限，其中一名护士妈妈忍痛将自己的孩子留

下来给老乡，将保育院其他孩子一个不留地安全转移。[1]

2. 思政元素

通过历史事件——让学生们心灵受到震撼，唤醒爱国情怀。培养学生良好

的职业责任感、道德感油然而生。弘扬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勉励学生作为医护

人员坚守岗位，关键时刻能够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3. 提问：

（1）通过对此事件的了解，请同学们分享一下各自的感想。

（2）通过此历史事件，我们能从中学到防止麻疹传播其中一个有效方法是什

么？

（3）在护理麻疹患儿的过程中，有哪些工作内容？

4. 案例分析：

患儿，男，5个月余。因“发现皮疹2天，发热5天”就诊。2天前患儿无明

显诱因于耳后、头面部、颈部出现皮疹，迅速蔓延至全身，患儿约1周前有上呼

吸道感染史，约5天前出现发热，最高39. 4℃,口服美林（布洛芬混悬剂）体温

可暂时下降，伴咳嗽、喷啶、结膜充血、呕吐胃内容物等症状。

患儿足月顺产，出生时无异常。出生后予人工喂养，目前以婴儿配方奶、

米糊为主食。按时免疫接种。起病以来食欲下降，精神差。平日与父母、姐姐（3

岁余）同住。

体检：T39. 6℃，R48次／分，P155次／分，听诊右下肺有少量散在湿啰音。患

儿前囟稍凹陷，全身皮肤黏膜干燥，全身红色斑丘疹，部分融合成片，疹间可见

正常皮肤。身长65cm,，体重5. 8kg.

实验室检查：WBC8x10/L，其中 L63. 8%。初步诊断为“麻疹”。问题：

（1） 该患儿临床诊断的主要诊断依据是什么？

（2） 该疾病的常见并发症有哪些？

（3） 针对该患儿应采取哪些护理措施？

（4） 如该患儿在家治疗，护士如何进行居家消毒隔离的指导？

5. 小组讨论，讨论后的结果以文字形式上传到智慧职教网络教学平台。



五、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一）课前：课程思政导入

1. 利用智慧职教网络平台，发布“延安保育院”的红色故事的案例。

2. 利用智慧职教网络平台，发布课前预习任务（传染性疾病患儿的护理）

3. 确定分组名单： 8-10 人一组

（二）课中：课程思政贯穿授课过程

1. 展示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麻疹患儿护理的护理程序；熟悉麻疹患儿的临床表现；

熟悉麻疹患儿的治疗要点；了解患儿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

（2）情感态度：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的医学理想。激发学生爱

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弘扬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勉励学生作为医护人员坚守岗

位，关键时刻能够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2. 展现历史事件：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为照顾烈士遗

孤婴孩、前线将士子女和战区难童，建立了延安保育院。当时有一个处在麻疹潜

伏期孩子体检时没有发现异常，入院后发病而导致整个保育院爆发麻疹。当时的

保育员是刚刚从华北敌后抗据地来到延安的一些年轻姑娘，大家都没有带过孩子，

保育工作没有经验。但是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们，年轻的姑娘们日夜奋战，其中一

名19岁的保育员李惠清一个多月里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终于在

一个月后，使60多个孩子平安度过危险期，没有一个孩子死亡。为防止日军空袭，

保育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转移，因容纳有限，其中一名护士妈妈忍痛将

自己的孩子留下来给老乡，将保育院其他孩子一个不留地安全转移。

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学生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

3. 案例分析：

患儿，男，5个月余。因“发现皮疹2天，发热5天”就诊。2天前患儿无明

显诱因于耳后、头面部、颈部出现皮疹，迅速蔓延至全身，患儿约1周前有上呼

吸道感染史，约5天前出现发热，最高39. 4℃,口服美林（布洛芬混悬剂）体温

可暂时下降，伴咳嗽、喷啶、结膜充血、呕吐胃内容物等症状。

患儿足月顺产，出生时无异常。出生后予人工喂养，目前以婴儿配方奶、

米糊为主食。按时免疫接种。起病以来食欲下降，精神差。平日与父母、姐姐（3

岁余）同住。

体检：T39. 6℃，R48次／分，P155次／分，听诊右下肺有少量散在湿啰音。患

儿前囟稍凹陷，全身皮肤黏膜干燥，全身红色斑丘疹，部分融合成片，疹间可见

正常皮肤。身长65cm,，体重5. 8kg.

实验室检查：WBC8x10/L，其中 L63. 8%。初步诊断为“麻疹”。问题：

（5） 该患儿临床诊断的主要诊断依据是什么？

（6） 该疾病的常见并发症有哪些？

（7） 针对该患儿应采取哪些护理措施？

（8） 如该患儿在家治疗，护士如何进行居家消毒隔离的指导？

围绕主题，分组讨论：如何对麻疹患儿进行护理？

（三）课后：课程思政总结反思

特色创新：

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技术增强课堂教学的德育效果，推动课程思政同新媒体新

技术的高度融合。



存在问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一般。

改进措施： 引导学生多了解时事政治，关注红色故事。提醒学生围绕主题

查阅相关医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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