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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护理专业《成人护理》课程建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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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护理》作为一门新的高职护理专业核心课程，尽管课

程打破学科界限、重组了教学内容，但在实施课程教学时仍存

在较多问题。本校《成人护理》课程组教师依托示范院校建设

平台，积极进行课程改革与建设，现对课程建设与实践体会介

绍如下。

１　基于临床护理工作需求的《成人护理》课程建设

１．１　课程建设思路　课程组老师在调查临床护理人才需求状

况及成人护理工作岗位能力的基础上，与临床护理专家、职业

教育专家共同研讨制订了护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分析成人

护理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１］，以整体护理观为指导，以成

人护理典型工作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及新的执业护士

资格考试大纲为依据，制订《成人护理》课程标准、梳理教学内

容［２］，在此基础上运用新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依托校内校

外实训基地，在真实或仿真环境中组织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

综合职业能力及终身发展能力，实现从临床护理工作领域向学

习领域的转化，及时反映医学、护理学的发展，避免学校护理教

育与临床护理工作脱节。课程建设技术路线见图１。

１．２　课程建设目标　以示范院校建设为平台，通过３年的课

程建设，使《成人护理》成为一门教学和科研水平高、结构合理、

师资队伍稳定的课程；具有一套体系完整、内容先进，符合培养

目标、教学要求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具有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先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多样的优质核

心课程，同时形成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护理专业课程改革与建

设的新途径，最终提高护理毕业生质量、就业率及护士执业考

试合格率。

１．３　课程建设内容　在成人患者的护理中，护士职业素质的

内涵集中体现在对患者的疾病与健康、权利和需求、人格及尊

严的关心和关怀［３］。因此，《成人护理》课程建设必须充分挖掘

护士职业素质的内涵，培养学生牢固的专业思想和价值观念、

求真务实的态度、良好的行为规范、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心理

素质和身体素质及社会适应能力，以促进诚信、奉献、恪守、创

新等护理职业素养的养成［４］。课程建设具体内容包括：制订人

才培养目标、“双师”教师队伍培养、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方法

与手段更新、教学条件建设、教学评价方式建设及强化教学研

究等。

１．４　课程建设成果　通过３年的建设，《成人护理》课程目前

在本校成为了具有特色和一流教学水平的高职护理专业优质

核心课程。在课程建设中形成了《成人护理》课程标准、课件、

习题库等教学资源库的建立并上网，《成人护理实训指导》、《临

床情景案例》学习素材的编写出版，仿真情景体验教学方法改

革论文等多项成果。

图１　　课程建设技术路线

２　组织实施《成人护理》课程教学

２．１　对象与方法

２．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本校２０１１级高职护理专业１３８名学

生分为实验班（６８名）和对照班（７０名），两班学生年龄、教育背

景及学习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２．１．２　方法

２．１．２．１　教学方法　实验班由双师教师运用《成人护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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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等教学资源库及仿真情景模拟、案例教学法［５］等新教学方

法组织教学，对照班由非双师教师按传统《内科护理》、《外科护

理》等分科课程以讲授式教学为主实施课程教学。

２．１．２．２　评价方法　（１）成绩评价：课程结束后，两班统一命

题，统一考核，包括理论考试、技能考核及综合评价，集体阅卷

比较两班考核成绩。（２）护士岗位能力培养评价：课程结束后，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分专业知识、实际工作能力、社会

适应能力、综合素质等４个维度
［６］，共有２４个条目。

２．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以上评价样本均数比较采用狋检验。

２．２　结果

２．２．１　两组考核成绩及综合评价比较　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的比较（狓±狊）

项目 实验班（狀＝６８） 对照班（狀＝７０） 狋 犘

理论考试 ８３．２５±５．１１ ７６．４９±６．０２ ７．１０６ ０．０００

技能考核 ９１．４０±２．９５ ８７．８０±３．８５ ６．１５２ ０．０００

综合评价 ８７．３２±３．０６ ８２．１４±３．８４ ８．７５７ ０．０００

　　理论考试：是指两学期期末实验班《成人护理》课程及对照班的《内

科护理》及《外科护理》课程的卷面考试成绩均值；技能考核：是指课程

中的技能运用考核成绩均值；综合评价：是指运用情景模拟考核学生对

知识的综合应用及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综合职业能力。

２．２．２　两班课程教学对学生护士岗位能力培养评价比较　见

表２。

表２　　课程教学对两组学生护士岗位能力培养的

　　　评价比较（狓±狊）

项目 实验班（狀＝６８） 对照班（狀＝７０） 狋／狋′ 犘

专业知识 ２５．６０±１．２２ ２３．４１±１．５２ ７．３３９ ０．０００

实际工作能力 ２２．７６±２．０３ ２１．４４±１．４２ ４．４１９ ０．０００

社会适应能力 ２２．８３±１．８７ ２１．２７±１．５３ ５．３９９ 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 ２４．８５±１．１０ ２２．２０±１．７１ １０．８９１ ０．０００

总得分 ９６．０６±３．０５ ８８．３３±２．７０ １５．７７０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３．１　《成人护理》作为一门新的按生命周期设置的高职护理专

业的核心课程，尽管在教学内容上较以前分科课程有了较大减

少，避免了教学内容的重复，但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多问

题，如部分教学内容落后于临床护理，缺少岗位分析和针对性，

不能适应临床成人护理工作岗位需要［７］；过多注重临床表现，

很少关注患者的感情和心理反应；实践教学方式不佳，学时不

够；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成人护理》课程标准与新的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考纲部分脱节，学生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

通过率较低；课程涉及多科疾病，学生学习难度增加等，因此，

必须彻底进行课程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

３．２　基于临床护理需求的课程建设是中国目前高职护理专业

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有效新途径。高职护理教育属于职业教育

的范畴，但又有别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在高职护理教育课程改

革及建设中应以护理职业分析为起点，及时反映医学、护理学

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需求的变化，强调护理教育必须

与临床护理工作需求结合，与临床护理实践结合，体现“高职护

理”的职业特色。表１、表２结果证明，以《成人护理》为例的课

程建设与实践大大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技能成绩及综合评

价，并较好培养了学生的护理岗位能力，两项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１），可见基于临床护理工作需求的课程建设是

中国目前高职护理专业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有效新途径。

３．３　在课程建设与实践中，体会较深的是双师教师的培养是

课程建设的关键。《成人护理》课程内容多而复杂，在教学中对

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教学方法的更新及教学过程的精心

设计等方面都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必须有计划地安排

专业教师到临床护理行业进行培训学习，实现教学与临床护理

接轨，同时定期开展对行业聘请的兼职教师进行教育学、心理

学及教学技能的培训，提高专兼职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

力［８］。

３．４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应侧重于“学”，旨在培养学生的终身

发展能力，同时增加考核评价指标如案例分析、创设情景模拟

练习［９］等以考核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及综合职业能力。

３．５　目前，《成人护理》课程在教学实践中最大的矛盾是课程

设置与临床内、外科等分科科室的矛盾，使学生在见习及实习

的过程中不能辨认内外科疾病，使学生感觉理论学习与临床实

践脱节，这种情况需要临床带教老师的合理引导，因为若从医

学诊断治疗角度看，内科疾病与外科疾病有明显的界线与区

分，但从护理角度看，许多内、外科患者会有相同的护理诊断和

护理措施，需要得到同样的帮助与人文关怀［１０］。总之，只有了

解护理专业的发展现状，了解社会对护理人员的需求，才能更

好地促进《成人护理》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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