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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案例以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 62 岁男性患者为对象，真实呈

现了精神科护理过程中涉及的专业技能、人文关怀与伦理道德等多方

面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仅能够系统掌握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

现、护理评估与护理措施等专业知识，还能在实践中锻炼沟通、观察

和应急处理等临床能力。课程突出以案例驱动教学，将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并采用小组协作学习模式，提升学生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

案例中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和价值观，增

强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通过这一教学设计，帮助学生认识护理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培养

其成为既具备专业素养又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优秀护理

人才。 

一、课程基本信息 

《精神科护理学》是一门面向护理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专业代

码：0522410、0522415）开设的必修课程，课程学分为 2 分。课程包

括 24 学时的理论学习和 8 学时的实践教学。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1. 案例呈现 

播放患者因妄想拒绝服药，要求护士发放头孢“解毒”事件的真

实监控录像（隐去隐私信息）。 

2. 思政讨论 

提问：“当患者质疑科学时，护士如何成为‘真理的桥梁’？” 

3. 情景模拟 

患者：“有头孢吗，来两颗，我要解毒，我老婆在酒里下毒了” 

责任护士：“我听到您很担心安全（共情）→ 这个是医生刚开的

药，专门治疗您的疾病，药盒还在，我们可以一起拆封（现实检验）

→ 您希望先检查哪些部分？（赋能）” 

4. 思政作业 

思考护士在医疗决策中的伦理定位，并撰写相关微论文； 

5. 思政载体 

观看纪录片《人间世》精神病院片段，分析护士哪些动作传递了

尊重（如蹲下平视交流）； 

在本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思政教学案例中结合课程内容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需从多维度切入，将专业知识

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以下为具体策略： 

（1）疾病去污名化教育 

通过讲解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机制（如神经递质假说），强调疾

病与道德无关，破除"意志薄弱""危险分子"等偏见；对比历史（如中

世纪驱魔）与现代医学的进步，引导学生尊重科学、反对歧视。 

（2）伦理案例分析 

设计情境讨论：如"患者要求服用头孢解毒时如何权衡自主权与



受益原则"，引导学生反思《医学伦理学》中的患者权利与社会成本

平衡。 

（3）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政策与法律链接：结合《精神卫生法》解读，强调国家对特殊群

体的保障，引导学生理解"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人文内涵。 

职业价值引导：播放纪录片《人间世》精神科片段，讨论医护在

患者社会功能恢复中的关键作用，锚定职业使命感。 

（4）延伸教育 

推荐学生积极参与"精神健康公益组织"，将课堂责任转化为持续

行动。 

通过将价值观教育嵌入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可培养出既具专业

能力又有社会担当的护理人才，最终推动精神卫生领域的包容性发展。

使学生在解决真实护理难题的过程中自然建构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

社会责任感。 

三、案例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掌握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概念、临床表现及相应护理措施。熟悉精

神分裂症的主要病因、治疗原则及特点。了解其他原发性精神病性障

碍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原则及常见抗精神病药物（如头孢类抗生素误用

风险）的专业知识。 

思政融入：通过药物误用案例（如“防毒头孢”谣言），强调科

学精神与批判性思维在护理实践中的重要性。 

2. 能力目标 

能根据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况，可对其在症状支配下可能出现的

危险行为做出一定的预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护理措施。 



思政融入：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护患冲突，培养责任意识与职业操

守。 

3. 素质目标 

对精神分裂症有更全面的认识，尊重患者，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治

疗关系。 

思政融入：链接“健康中国 2030”政策，强调护理工作者在促

进社会公平中的角色。 

四、案例实施过程 

1. 课前准备 

（1）教师准备 

案例素材收集： 

真实新闻案例（如“防毒头孢”谣言、精神疾病患者被误解事件）。 

精神分裂症患者护理案例。 

教学工具： 

短视频（如患者自述、家属访谈）。 

《精神卫生法》相关法条、抗精神病药物使用规范。 

分组任务设计： 

设置“护理方案设计组”“伦理法律分析组”。 

（2）学生预习任务 

阅读材料：《中国精神卫生工作现状与挑战》（国家卫健委报告节

选）。 

2. 教学实施（90 分钟，四阶段递进） 

阶段 1：情境导入——从“防毒头孢”到认知纠偏（15 分钟） 

提问：“为何患者/家属易被谣言误导？”（引导思考：社会歧视

→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 



“护理人员如何用科学态度破除误解？”（链接思政点：职业使

命与社会责任）。 

阶段 2：专业知识与思政融合（30 分钟） 

小组任务 

护理方案组：针对本案例患者要求使用头孢“防毒”，列出信任

建立措施（如非语言沟通技巧、家庭支持计划）。  

伦理法律组：分析《精神卫生法》第 30 条（强制医疗条件），辩

论“患者拒绝治疗时护士的权责边界”。 

教师引导： 

点评各组方案，强调有效沟通“科学性是信任的基础，共情是信

任的桥梁”。 

阶段 3：角色扮演——护患冲突解决（25 分钟） 

模拟场景： 

患者因幻觉指责妻子在酒里“下毒”，情绪激动。   

学生分组扮演护士、患者、家属，实践 “共情-解释-协商”沟

通模型。 

阶段 4：升华总结（20 分钟） 

案例拓展： 

展示我国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发展案例（如上海“阳光心园”项目）。   

3. 教学评估 

（1）过程性评估 

小组任务成果：护理方案的可行性，体现共情。 

角色扮演表现：遵循法律规范，展现职业素养（如安抚情绪）。 

（2）终结性评估 

要求结合课程内容，分析 1 例社会新闻中的精神疾病歧视现象，



并提出护理角度的改进建议。 

行为观察：后续临床实习中，是否主动应用课程中的信任建立技

巧（如耐心解释药物作用）。 

（3）思政成效评估 

对比课后问卷，观察学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认知变化。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本案例教学通过真实的案例情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引

导学生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关爱他人

的品质；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的形式有助于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

作，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教学内容可以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和教学目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拓展，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

习需求；通过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学

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受到了人文关怀、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感的教育，为他们未来从事精神科护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