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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防护与急救》课程既有军事基础教育，也有医学常识，还有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在急救技术的教学环节引入思政元
素，增加情感目标，以期为急救技术课程思政提供借鉴。将思政案例切入《防护与急救》课程，同向同行，激发了学员投
身强军实践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提升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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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领导人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坚

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课程思政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 [1]。”《防护

与急救》课程开设在大学一年级入学、入伍阶段，既有军事

基础教育，也有医学常识，还有思想政治教育。本课程教学

重点是使学员掌握防护与急救的基本技能，教学难点是激发

学员的学习兴趣。本教学实践将思政元素与急救技术教学进

行有机结合，探究对军校学员价值观的培养效果。

2 指导模式的教学案例

2.1 思政案例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一名叫钟蕙玲的卫生员，她

年仅 18岁，在者阴山战役中曾经连续救治伤员长达 11个小

时，一共救治 53名伤员，而且经她救治的伤员无一死亡，

创下战地救护的奇迹，中国昆明军区授予她“战地模范卫生

员”的荣誉称号。

2.2 教学实践

基于“为军队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性

问题，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分别采

用理论讲授法和动作示范法。

课前启化，学员可以利用手机扫描教材二维码进行自

主学习，对于重点难点问题，还配发锦囊，帮助学员答疑解

惑。课中内化，一是采用磁性展板的方式讲授救治技术的

基本流程；二是采用伤情化妆的技术展现救治技术的关键要

领；三是采用视频直播的技术演示救治技术的动作细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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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转化，鼓励学员利用微信群交流心得体会，并引导学员向

生活实践延展应用急救技能，积极开展志愿者服务。

《防护与急救》课程目标一以贯之的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员学有所得，激发学员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责任感。

3 融合模式的教学案例

3.1 思政案例

播放卫国戍边英雄祁发宝受伤后止血包扎的视频，让

学员了解边境恶劣的自然环境，领略官兵无畏的担当精神。

3.2 教学实践

鉴于“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认知发展

规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战领教、为

战育人”理念为主线，融合热点难点，把战术战救知识讲

清楚、讲到位，在教学过程中分别采用情境教学法和角色扮

演法。

一是课前渲染，以情感人。教员播放热点视频，学员

模拟角色扮演，并分享积极体验。二是课中操练，以动服人。

教员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智能眼镜抓拍学员的错误动作，并

及时纠错。学员通过实操逐步树立敌情观念、受伤观念、时

效观念和无菌观念。三是课后升华，以文化人。学员撰写课

程总结，思考战伤救护的精神内涵。

《防护与急救》课程目标与军人的专业价值一脉相承，

让学员学有所思，激发学员崇尚英雄、勇于担当的荣誉感。

4 加强模式的教学案例

4.1 思政案例

播放电影《芳华》战士刘峰在战场负伤断臂的片段，

让学员感受战场上遭受突袭创伤后自救互救的必要性和时

效性，并进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讨论。

4.2 教学实践

介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取舍，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信念加强

集体主义精神的培育，助力构建学员的战术战救知识体系，

教学方式可评价可推广。教学过程中分别采用任务驱动法和

团队协作法。

一是课前诊断性评价。教员进行学情分析，确定任务卡，

因材施教。二是课中形成性评价。教员通过随堂测验掌控学

情，纠偏容错，促进学员自主探索，深度学习。三是课后终

结性评价。单兵考核与班组竞赛相结合。通过竞赛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既提升学员的战救技能，又增强团队

协作意识。

《防护与急救》课程目标和军人职业的情感认同薪火相

传。让学员学有所悟，激发学员传承先烈、坚定初心的使命感。

5 结语

迅速高效的战伤救治可降低阵亡率、伤死率和伤残率 [2]。

新形势下的军校教育应以专业课程为主体，整合思政元素，

培育复合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本实践表明：将思政案例切入

《防护与急救》课程，同向同行，激发了学员投身强军实践

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提升了教学质量。

黄媛媛等 [3]在急救教学中加入情感目标，引导护生实

现道德情操的提升和人文关怀的内化，利于培养护生受伤观

念、吃苦耐劳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王胥人等 [4]基于团队

学习的战救培训模式研究表明：学习动机评价中，加入团队

的动机分值较高；学习效果评价中，团队学习的战救能力明

显提高。王翔宇 [5]运用图像展示等情境创设手段进行情境

教学，与海上急救相结合，具有教学优势。吴向莉 [6]在急

救护理教学采用角色扮演法，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护

生考核的成绩。宋殿义等 [7]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结合相应的

硬件设备，利用其沉浸式操作可使学员身临其境，实时互动；

并针对不同学员掌握程度的差异，因材施教。李沐等 [8]在

急危重症护理学课程思政实践中采用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

内容多维化和评价方法多样化的综合性评价方案构建持续

性育人评价体系。

总之，《防护与急救》课程思政既要着眼于提炼思政

案例，更要立足于急救课程本身的学科特色，找准切入点，

激发共鸣点，打造立德育人体系。诚然，《防护与急救》课

程思政实践还在不断探索中，相关的资源建设和课程整合都

值得持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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