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病人的护理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内容 思政素材 思政目标

第一节

急性一氧化碳中

毒病人的护理

1.2025 年 2 月 27 日，山西神池县一氧化

碳中毒事件中，4名后人因在一氧化碳中

毒的环境中睡觉而不幸身亡。另外，2025

年 3 月 7 日，杭州王先生在家中组织烧烤

聚会后，因炉子底下的炭火未完全熄灭且

门窗紧闭，导致自己一氧化碳中毒，经过

及时救治才脱离危险。这些事件凸显了科

普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知

识和素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应对生活中

的各种风险。

组织学生设计“农村取暖安全手册”，通

过短视频平台进行科普传播。

科技赋能与健康教

育：重视科普教育，

提高公众对一氧化碳

中毒等安全隐患的认

知和防范能力，让科

学知识成为保护生命

的重要武器。

2.引用“消防员寒冬破窗抢救一氧化碳

中毒昏迷家庭”的新闻报道，突出“时间

就是生命”的急救理念。

播放纪录片《急诊 24 小时》中 CO 中毒抢

救片段，分析医护团队协作与快速决策的

关键性。

职业价值观与生命教

育，突出“时间就是

生命”的急救理念

3.结合 CO 中毒后迟发性脑病的长期照护

困境，探讨“救一时”与“护一生”的伦

理责任。模拟护士与后遗症病人的沟通场

景，练习如何用共情语言缓解病人焦

虑。

人文关怀与心理干预

4.介绍中医“醒脑开窍法”在 CO 中毒昏

迷急救中的应用（如针刺人中、十宣穴），

对比西医高压氧治疗原理。

展示我国自主研发的便携式血氧检测设

备在基层医疗中的推广成效。

家国情怀与科技自信

第二节

有机磷农药中毒

病人的护理

1.引用“基层医生徒步进山抢救有机磷

中毒病人”的真实案例（如媒体报道的乡

村医生事迹），讨论医护人员在资源匮乏

条件下坚守岗位的奉献精神。

职业价值观与生命教

育

2.模拟急诊室抢救场景，分组扮演医护团

队，体验“阿托品化”监测中的严谨性，

强调“生命至上”的职业准则。

争分夺秒的急救精神

3.观看纪录片《急诊室故事》中毒救治片

段，总结团队协作与快速决策的重要性。

团队协作精神



4.讲述“中国援非医疗队运用有限资源

成功救治农药中毒病人”的事迹，对比全

球农药中毒死亡率数据，彰显我国公共卫

生体系的制度优势。梳理 20 世纪 80 年代

至今我国农药中毒死亡率下降曲线，关联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政策成效。

榜样力量与制度自信

第三节

镇静催眠药中毒

病人的护理

1.某高校开发“睡眠健康管理 APP”，通

过监测睡眠数据提供个性化建议，减少对

药物的依赖。

科技向善：利用技术

手段提升健康管理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

预防为主：通过科普

宣传与科技应用，减

少药物滥用事件发

生。

2.某大学生因长期失眠滥用镇静催眠药，

导致药物依赖，最终因过量服用引发呼吸

抑制，送医抢救无效身亡

珍爱生命：滥用镇静

催眠药可能引发严重

健康风险，甚至危及

生命，引导学生认识

药物的双刃剑特性。

健康第一：联系“健

康中国”战略，强调

科学用药和健康生活

方式的重要性

第四节

酒精中毒病人的

护理

1.2025 年春节期间，成都、南京等地急

救中心接诊了大量酒精中毒病例。成都两

年春节期间接诊 397 例，南京接诊 166

例，其中不乏重度中毒者。医生提醒，过

量饮酒可能导致急性胰腺炎、心脑血管疾

病等严重后果。

健康意识：节日欢聚

需注意饮酒安全，避

免过量饮酒引发健康

风险。

文化反思：需摒弃

“劝酒文化”，倡导

文明、健康的社交方

式。

2.2022 年，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一场丧

事酒席上，4人因误饮醇基燃料（含甲醇）

中毒死亡，13 人送医。经调查，醇基燃

料被误当成食用白酒提供给客人。国家卫

健委随后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公众警惕甲

醇中毒

科学素养：公众需提

高对甲醇等有毒物质

的辨识能力，避免误

食。

公共安全：事件反映

农村地区食品安全和

急救设施的薄弱，需

加强基层治理和科普

宣传。



第五节

细菌性食物中毒

病人的护理

1.2021 年某地幼儿园因沙门氏菌污染食

品导致数十名儿童食物中毒，监管部门迅

速介入，涉事企业被吊销执照，相关责任

人被追责。

生命至上：食品安全

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健

康，事件处理体现党

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

“零容忍”。

制度保障：联系《食

品安全法》《刑法》

中“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食品罪”条

款，强调法律是保障

人民权益的底线。

2.某家庭因未彻底加热隔夜饭菜导致金

黄色葡萄球菌中毒，暴露出公众食品安全

知识匮乏。

科学普及：通过科普

食品储存温度、细菌

繁殖条件等知识，倡

导“知行合一”的科

学态度。

公民责任：个人既是

食品安全受害者，也

可能成为风险制造者

（如家庭厨房卫生不

达标），需强化“人

人有责”意识。

3.制作《家庭食品安全手册》（涵盖细菌

滋生条件、冰箱使用规范等），向社区发

放；联合高校食品专业开展“实验室开放

日”，用显微镜观察常见食源性细菌，直

观理解风险。

科普行动与志愿服

务，培养学生社会公

共意识

第六节

中暑病人的护理

1.无锡公交集团上线了一批“清凉驿站”，

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等户外

工作者及有需要的乘客打造一个纳凉场

所，提供歇脚、茶饮、补给等服务，让广

大户外工作者感受城市的关爱。为市民提

供优质服务，也为高温环境下坚守岗位的

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点。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彰显社会关

怀，体现了对劳动者

的尊重和关怀，传递

了“友善”与“和谐”

的核心价值观。激发

公民互助精神，培养

了社会成员的责任感

与互助意识

“中暑急救科普行动”项目

任务：学生分组设计面向不同群体（如老

年人、儿童、户外劳动者）的科普素材。

形式：海报/漫画：用直观图文解释中暑

症状（如头晕、体温升高、无汗）与正确

急救步骤（转移阴凉处、物理降温、补充

电解质、及时送医）。

成果落地：联系社区、学校或企业，通过

科普行动与志愿服

务，培养学生社会责

任感



微信公众号、线下讲座等形式推广，并收

集反馈优化内容。

（陈莉 江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