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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体 教 学 规 划 ：

本次教学实施在防控疫情的背景下开展的线上教学，本专

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大健康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需要，面向临床护理、社区卫生、家庭母婴保健服务、护理

员、销售等就业和创业岗位，掌握妇产护理职业岗位所需的基

础知识及技能，具备较强的临床护理、妇产护理等岗位的实际

工作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毕业后能够在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附属大健康养生中医

院和高级护理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连锁经营创业活动，或者在各

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母婴护理、销售等护

理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高端技术技能护理人才。

因材施教、人人成才为本组课程的开发理念，基于工作过

程系统化重构传统教学内容，紧贴护士资格证考试大纲及考核

主旨修订课程标准。

一、分析学情

根据护理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课程

标准为准绳精准对接岗位服务要求，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确定

典型工作任务，将知识点、能力点进行分解、序化，重构贯穿

在任务实施的过程中，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通过“融-设-练-

见”四部能力训练法教学模式完成教学实施。

本组课程内容的教学对象是护理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从课

程设置上分析，学生已经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

理学、健康评估五大医学基础课程的知识及相关技能。通过课

前的问卷调研及项目考核发现，学生在实践项目中思维比较活

跃，在基础理论知识储备上仍有薄弱环节，此外知识迁移运用



第 3 页

能力较弱，对医学伦理的临床认知不够。

二、教学内容

《妇产科护理学》课程是在学生具备了解剖学、生理学、

病理学、药理学、健康评估等医学基础知识基础上开设的临床

专业核心课程，肩负了统领专业课程，建立临床诊疗护理、护

理思维的重要使命。

1.知识目标：

（1）掌握现代护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急、慢性

和重症病人的护理原则与急救的护理配合；了解护理学科和医

学技术发展动态。

（2）具备必需的医疗卫生法规知识，熟悉国家卫生工作方

针、政策及法规，在职业活动中学会用法律保护护理对象和自

身的权益。

2．能力目标：

（1）具有为护理对象的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提供

整体护理的能力。

（2）具有规范的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操作能力。

（3）具有母婴急危重症病人初步应急处理和配合抢救能力。

3．素质目标：

（1）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能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具备较强的法律

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护理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具

备正确认识社会、判别是非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

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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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素质：具有努力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有求知

欲和终身学习的精神，诚实守信、谦逊正直；具有团队协作精

神，能与领导、同事团结合作。

（3）身体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

能力，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慎独意识强；具备一定的自我心

理调整能力和对挫折、失败的承受能力。

三、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妇产科常用护理操作的基本

技能,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及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以社会需求为

目标,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本位,面向市场,面向就业方

向,培训实用型职业型人才,满足现代化医院迫切需要能沟通,会

做事的综合职业能力的专业人才。

四、教学实施

随着医学护理模式的改变，优质护理的实施，人们对护理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提高护士素质，发

展护理事业，关键在于护理老师，护理老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

响着教学质量。

1.思想素质：护生教育不仅学好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

学习如何做人，带教老师应不断加强个人修养，以身作则，树

立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的理念，树立为护理事业献身的崇高

理想，做到自尊自爱、自强自信。

2.人文素质：教师的职责是以准确、正规的理论与操作技

能，精心指导护生进行多种护理操作，使护生在课堂学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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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够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强化与升华，实践知识向能力的转

化。

3.专业素质

教学的方法要灵活多样，要有艺术性，要根据每个学生的

理论知识、接受能力及性格爱好不同，做到因材施教，充分调

动护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动手动脑，不断加深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记忆和应用能力。

五、反思与改进

反思：在教学目标的制定方面，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不

强，偏重方技能传授、忽视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的现象仍十分

突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循序渐进的熏陶的意识还有待提升，

片面追求大而全的“完美”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改进与措施：教学目标的确定要以学生的发展为着眼点，

注重学生的兴趣点、障碍点和发展点，不能将教学目标的三个

纬度割裂开来。要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确实有所发现、有所感

悟，在教学过程中，还应根据学生实际随时调整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