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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发展，康复护理

学作为一门关注患者功能恢复、生活质量提升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维护的学科，其

重要性日益凸显。康复护理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技能，更强调对患者身心需求的

深度理解、人文关怀的传递以及职业道德的坚守。在此背景下，将课程思政融入

康复护理学教学，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也是培养“德技并修”

的高素质康复护理人才的必然要求。 

本案例以康复护理学课程为载体，聚焦“全人康复”理念，通过真实临床案

例分析与角色体验，结合我国康复医学发展历程、医患共情教育、健康扶贫政策

实践等思政主题，探索专业知识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旨在培养兼具专业能力

与人文精神的康复护理人才，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一、课程基本信息 

《康复护理学》（Rehabilitation Nursing）是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编码为

050221030210，课程学分为 1.5 分。课程总学时为 24 学时，其中理论学时 8，实

验学时 16，此外还有 6 学时的课外学习（课外学时不计入总学时）。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一）设计理念 

1.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互动形式，激发学生主动思考。 

2.案例驱动：结合真实康复案例，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知识的讲授与实践。 



3.价值引领：以“生命至上”“人文关怀”“社会责任”为核心价值观，贯穿

教学全过程。 

（二）思政元素融入路径 

1.康复评估模块：强调“患者尊严”，引导学生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与社会背

景。 

2.康复技术模块：通过“洼田饮水”、“反复吞咽唾液”等实践环节，传递耐

心、细致、同理心的职业态度。 

3.慢病管理模块：结合社区康复案例，探讨医疗资源公平性，培养社会责任

感。 

（三）实施方案 

1.课前：发布案例资料（如误吸导致肺炎患者的案例），如果患者经济困难，

如何优化评估方案？渗透医疗公平性思考。 

2.课中：通过小组讨论“吞咽评估中，效率优先还是患者舒适度优先？”引

导学生思考医学伦理。 

3.课后：布置社会调研任务（如走访社区养老院，开展吞咽障碍筛查公益服

务），撰写反思报告，强化职业认同感。 

三、案例教学目标 

（一）关键知识点 

吞咽及吞咽障碍的定义；吞咽障碍的主要症状；吞咽障碍的评定方法;吞咽

障碍评定的目的及要求。 

（二）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拓展临床思路，提高对疾病的综合分析及护理能力；具备应用《康

复护理》相关理论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宣传教

育的能力；通过康复功能评定，了解患者目前的功能状态，以此制定康复计划，

从而让患者能获得最好的康复效果；学生具有运用护理程序，对吞咽障碍实施整

体护理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的同理心与共情能力，敬佑生命 、甘于奉献的职业道德，扶病解

困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尊重生命，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积极



构建助老助残良好的社会氛围，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成为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感思政 

首先，教师将学生分为 5-6人一个学习小组，通过学习通上传 “吞咽障碍评

定”相关理论与实践知识的视频、电子书 、课程图片、案例等学习资源，学生

登录手机用户端完成自主探究式学习。 

思政切入点：通过课前预习，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共情力，强化关爱吞咽功

能障碍患者的意识。 

（二）课中悟思政 

1. 问题导入 

通过播放脑卒中后遗症患者进食困难相关问题的视频，引导学生思考怎么去

评估进食困难的严重程度,为什么进食困难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降低生

活质量，同时消耗大量的医疗和社会资源，给家庭社会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导

入的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对吞咽障碍问题的关注及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确定患者吞

咽障碍及障碍的严重程度， 然后由各小组进行讨论, 最后由教师进行讲解及总

结。 

思政切入点：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学

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2. 情景演练 

吞咽障碍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但吞咽障碍存在 可预知的潜在危险

因素,通过对吞咽障碍评定的学习，以减少或避免误吸不良事件的发生，结合实训

要求，小组成员分别扮演标准化病人 、评估人员，进行反复吞咽唾液、洼田饮

水实验, 教师随机抽取一组进行展示，最后对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进行小组自评

互评 、教师点评。 

思政切入点：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尊重

患者，热忱服务，善于与吞咽障碍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以提升职业能力综合素养

和人文修养。 



3. 案例研讨 

案例背景为2023年5月，一位中年男性因突发左侧肢体乏力，诊断为脑出血

收治入院，入院后据病情留置胃管，鼻饲饮食。研讨主体：请各小组研讨该患者

为什么要留置胃管，胃管何时可以拔除，拔除依据的问题，并对给出的答案进行

展示，教师对学生普及脑卒中的并发症, 以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并结合团体标

准《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评估规范》,对学生的胃管拔除处理研讨思路及展示进行

必要的引导。最后学生通过第一人称交互式的学习，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模拟吞咽

障碍患者的护理措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

力和护理操作技能。 

思政切入点：培养学生扶病解困、高度负责、技术求精的护理道德准则。 

（三）课后践思政 

课后为学生拓展学习，总结上一节课讲授的重难点，通过课后习题等方式，

师生间解疑答惑；推荐与吞咽障碍相关网站、公众号、书籍如《吞咽障碍评估与

治疗》；学习与吞咽障碍相关的指南如《中国吞咽障碍康复管理指南2023版》等

；组织学生开展 “预防误吸，共筑吞咽安全”为主题的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等

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具备应用《康复护理》相关理论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生活

方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宣传教育的能力，以及提升阅读、搜集、整理、分析

临床案例和护理相关文献的能力。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教学效果：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对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教师能否将课

程思政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课程思政对教学的引领等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

本校护理专业2022级本科生，总人数53人。调查结果可以作为思政教学案例实施

效果评价的参考依据。 

教学反思与改进：对于康复护理学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是否重要，若有同学

选择一般或不同意，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强调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性。在强

调思政教育对国家及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课程思政也需要贴近学生个人发

展的重要性，课程思政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让学生理解课程

思政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与接受度。 



在课程思政是否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方面，若大部分同学认为教师能将课程思

政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说明该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较为科学，教师深入挖掘

思政元素，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多个环节，积极运用情景演练、案例研讨、课

堂讨论等方式组织课堂教学与实践，做到了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若

有同学认为融入存在一定的问题，将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座谈，以对思政案例设计

进行优化。 

在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问题方面，若

大部分同学认为教师通过课程思政的融入可以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

生观、价值观，说明示范课的课程思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若有同学认为对价值

观引领不够，将会在课程教学与实践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学生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