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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对生活质量，品位的追求不断提高，给内科护理

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满足护理医学的相关需求。根据护理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注重护理模式

的系统化发展，才能更好的迎接各种新挑战，最终推动我国护理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就《内科护

理》课程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路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本文以提高高职内科护理人才质量为根本，在提升内

科护理课堂教学质量的理念下以满足护理教育改革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从而促进我国护理教育改革

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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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health awareness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the pursuit of quality of life and taste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which pu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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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education to meet the relevant needs of 
nursing medicin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nursing education reform, focusing on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nursing mode can better meet various new challenges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compre-
hensive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several idea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cours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s the fundamental, and under the concep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medicine nursing classroom teaching,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nursing 
education reform for talent training. Requirements, thereby promoting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he reform of nursing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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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疫情突袭我国，国家对护理型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对于未

来社会上护理人才的培养，国家也是十分重视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发布了很多对于医护人员有利的相

关政策，让很多在疫情期间对国家社会有帮助的人员采取编制性奖励，补贴奖金以及晋升职称，让医护

人员的职业发展之路更加的有保障[1] [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暖，母婴护理、产后护理、康复护理、老

年护理等等，越来越多的专业型人才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的炙手可热。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随

着老年人的逐渐增多，这对护理行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首当其冲的是各大医院，然后就是社区卫生站，再

有就是养老机构等等都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护理人员的短缺问题[3] [4]。根据世卫组织统计，

全球人均拥有护士数量最多的是挪威，每千人拥有护士数量达 17.27 人，欧盟制定的基本标准为 8 人以上，

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 9.8 人和 11.49 人。相比之下，我国每千人口护士数仅为 2.36 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

护士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5‰，而我国只有 1‰左右。以此推算，我国目前尚缺数百万名护士，护理人力资

源配置严重不足。截止到 2020 我国护士数量将增加至 232.3 万人，平均年净增加 11.5 万人，但每年护理人

才的实际需求与实际毕业人数的缺口达到了 50,000 人，同时随着我国向老龄化社会转变，护理人才将持续

走俏。随着全球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未来 10 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日本及全球其他

国家将急需 200 万护理人才[5] [6]，薪资是国内的 6~10 倍，拿到了通向英联邦国家工作的“绿卡”。根据

最新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旬，医药行业的人才招聘需求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1%，如图 1 所示。 
传统的内科护理学教学多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中以讲授为主，学生只

是被动地听，课堂互动较少。同时，理论授课与实践练习不同步，一般是教师先讲完理论知识，再组织

学生到内科实训室进行相关技能操作的实践练习，往往是到实践练习时，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已遗忘，

理论与实践不能完美结合。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知识掌握不牢固、护理技能操

作不熟练、综合职业能力较差、进入临床实习或工作后适应能力较差、不能快速完成由学生到护士角色

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适合高职护理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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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Year-on-year growth in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2020 
图 1. 2020 年医药行业人才需求同比增长图 

2. 课情分析 

(一) 《内科护理》课程分析 
《内科护理》课程是我校护理专业进行岗位能力培养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它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

直接服务于临床护理实践。该课程以临床内科护理岗位的能力需求为框架构建课程内容，主要内容包括

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血液及造血系统疾病、内分泌及代谢

性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护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学习与掌握

内科疾病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对内科疾病患者实施整体护理的能力，对内科常见病、

多发病病情观察和用药护理的能力，对内科急危重症病人进行应急处理和配合抢救的能力，达到医院实

际工作中的临床内科护士执业要求。 
浙江省高职护理专业《内科护理》课程总课时 96~140 学时，其中理论 66~112 学时，实训 32~48 学

时。我校《内科护理》课程总课时 128 学时，其中理论 88 学时，实训 40 学时。集中见习总课时 40 课时

(每天计 4 学时)，其中内科护理 20 学时。毕业顶岗实习内科护理 8 周，每天计 4 学时，总学时 160 学时。 
实训内容包括呼吸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循环系统常见诊疗技术及护理、消化系统常见诊疗技

术及护理、泌尿系统常见诊疗技术及护理、血液及造血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内分泌及代谢疾病常

用诊疗技术及护理、风湿性疾病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神经系统疾病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目前校内实训、课间见习没有实施大纲，集中见习与顶岗实习虽有大纲但比较粗糙，校内实训、课

间见习、集中见习与顶岗实习各成体系，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另外各实践环节没有针对我校护理专业生

源的不同实施差异化的方案，普高生、单考单招生、中高职衔接“2 + 3”生施行同样的实践方案，不利

于人才培养及资源利用的最大效益化。 
(二) 《内科护理》课程的重要性分析 
1) 临床内科护理技能提升有助于临床内科护理质量的提升 
提高临床护理质量，不但对改善护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有益，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医院整体水平的

提升，促进医院向高层次迈进。长期以来，医疗护理专家及社会人们均十分关注医院临床护理质量的提

升，也采取了许多管理措施，但是随着医院的扩张，护理队伍的年轻化，或护理人员流动性加大，临床

护理质量始终不是今人们满意，这在基层医疗单位更为明显。临床护理质量不能很好地满足患者要求，

有可能导致医疗纠纷的产生，当前医疗纠纷是个热点问题，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张

妮莉[9]等研究发现，医疗机构中医疗纠纷内科发生率为 17.02%，郑群[10]等研究报道，被投诉科室中内

科系统占 21.22%。可见，医疗机构内科医疗纠纷发生率仍较高，而提升临床内科护理质量是关键。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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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护理质量与护理人员的理论水平、技能水平及思想道德修养密切相关，其中内科护理技能也是关键

要素之一，提升临床内科护理技能对推动临床内科护理质量有积极作用。 
2) 学好《内科护理》课程是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培养临床内科护理技能的重要基础 
课程建设始终是高职教育改革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教育行政部门十分重视高职教育的

课程建设，提出明确的要求，如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
职成[2015] 6 号)提出推进专业教学紧贴技术进步和生产实际，对接最新职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

紧贴岗位实际工作过程，调整课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深化多种模式的课程改革，把职业岗位所需要

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融入相关专业教学中。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

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 2 号)将课程体系与改革、课堂教学与实践列为十大重点要素范围，要求查找不

足与完善提高。 
《内科护理》课程是护理专业进行岗位能力培养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它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直

接服务于临床护理实践。该课程以临床内科护理岗位的能力需求为框架构建课程内容，以成人常见内科

疾病包含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血液及造血系统疾病、内分

泌及代谢性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护理为学习情境设计教学内容。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学习与掌握内科疾病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对内科疾病患

者实施整体护理的能力，对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病情观察和用药护理的能力，对内科急危重症病人进行

应急处理和配合抢救的能力，达到医院实际工作中的临床内科护士执业要求[11] [12]。 

3. 内科护理教学常见问题探讨 

内科护理是重要的临床学科，在课堂教学中必须结合临床思维来营造课堂氛围，培养学生的主动性

和能动性，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学方法上较为单一，缺乏灵活性，教师为了完成课程教学任务，在教学

方法上多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机械的灌输知识内容，学生“吃不饱”、“吃不消”现象

偏重，对学生课堂被动学习局面难以改善。在教学效果评测上，书面考试侧重于知识点的识记，学生往

往临考前进行强化复习，考后对知识体系遗忘殆尽，再加上部分课堂测试不规范，对于学生的基础知识

考察相对狭窄，技术操作考试上，以考前实训为主，从而导致学生知识与能力明显不足。在提倡“以病

人为中心”的新教学理念下，传统以功能制为框架的护理教学机制，过分强调疾病与技术之间的分工，

对学生知识结构和能力层级与现代医学护理差距较大，尤其是对病人服务理念的落实上，更是当前教学

缺位的关键。教学反馈上，学生对任课教师往往存在隐藏，不能客观地对教学实践提出积极的建议，很

多教师在表扬声中忽视了改进自身教学方式的重要性，也使得教学过程缺乏有效性。 
(一) 传统教学方法单一、教条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法单一、教条，基本上还是一本教材、一个要求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

的知识结构单一不全，创新意识和科研意识不强。学生在临床实践中表现得过于被动和机械，缺乏主动

性和灵活性以及预见性观察的能力，不利于人才的多元化发展与培养。 
(二) 教材更新缓慢 
随着护理学专业的发展，教材中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和知识，但其更新速度还是落后于临床的发展。

如留置套管针、中心控制吸氧、中心控制吸痰、新型消毒液的使用等，这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使临

床护理操作的方法和程序已出现较大改变，而这些新形成的护理操作方法和程序的掌握正是 1 名合格的

护理本科毕业生应具备的特质之一。另一方面，部分被临床淘汰的操作仍在讲授，如灭头虱、床上洗浴

等。部分教学内容陈旧，而且与临床实际应用脱节，对该部分内容的学习和训练不仅是对学生和教师精

力的一种浪费，更易使学生思维僵化，难以适应与灵活应对临床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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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训教学中过于强调过程操作，忽视对实训结果的分析 
《内科护理》的教学内容均为验证性实训，做好实训除掌握和理解理论知识外，还要了解所做实训

的原理、步骤、操作技巧甚至是动物的解剖结构。教学过程中教师每次实训课须先复习有关的理论知识，

再讲实训步骤、操作及操作中注意事项，对于复杂的实训，还要再示教。以上情况的存在，导致带教教

师只能对学生强调实训过程的操作和规范，对学生的实训结果不进行更多的分析，而实训教学的目的不

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实训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

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树立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 
(四) 实训教学手段与现代教育的发展不相适应 
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的新型教育形态，是建立在现代电子信息通信

技术基础上的，它以学习者为主体，学生和教师之间主要运用多种媒体和多种交互手段进行系统教学。

相对传统教育形态而言它更能有效地发挥各种教学资源的优势，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有力支持。然而，

实训教学至今仍停留在传统的实训教学范畴，未能在信息化时代中探索出有效的模式和方法，实训教学

资源和平台建设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严重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不相适应。 

4. 教学质量提升的实践路径分析 

(一) 实施行动导向教学 
行动导向教学法以职业实践活动为导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通过行

动来学习，以使学生较快地掌握专业技能和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行动导向

教学法，主要利用任务驱动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课堂中完成教师所布置的典型病例讨论、健康教育角色扮

演、对模拟人实施抢救等任务，任务设计与典型的护理职业行为相结合，并将护理工作程序融入课堂教

学中。在实施行动导向教学的前提下，进行内科护理学考核方式的改革。行动导向教学方式在培养人的

综合能力和素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该教学方式实用性比较强，能对目标形式和技能进行有效的分析，

起到调整学生心态的作用，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如图 2 所示[13]。 
 

 
Figure 2. Action-oriented teaching model 
图 2. 行动导向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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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参与性强在行动导向教学的要求下，学生能积极参与到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审核阶段，针对

方案形式的具体要求，在实践中需要制定完善的目标，对信息进行有效反馈，并对成果进行有效的评价。

学生需要积极参与到整个执行过程中，考虑到细节的作用，更需要对教学细节进行有效的分析，以学生

的整体性为基础，将行动导向教学落到实处，进而提升学生的参与能力。 
2) 教学主体发生变化在具体教学阶段，教师的作用发生了改变，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成为咨询者和

引导者。在行动导向教学阶段，学生需要对主体教学形式有一定的了解，在实践阶段，学生的主体出现

了变化，考虑到教学模式的变化，教师要起到引导性的作用，引导学生学习。教学主体的变化直接对教

学效果产生影响，要根据具体现状，对其进行有效的判定。 
(二) 精选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的准备是师生共同完成的，包括选择合适的教材、老师编写实训指导等，教师会精心准备

教学课件，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在近两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还让学生挑选一个熟悉的院前内科主题

进行资料收集，并制作幻灯，然后让学生自己上课，自编自演，效果甚佳。学生善于表现自己，课上得

非常好，因此记忆也特别深刻。另外，我们还建有课程网站，提供相关的图片、课件，学生可以通过网

络和老师进行沟通[14]。 
(三) 加强实践操作环节 
高职院校培养人才与普通院校的培养方式和目标不同，高职院校更加关注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实际

应用能力，且其主要是针对社会的需求去培养人才。因此，在内科护理教学改革工作当中，高职院校

应当关注于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建设实训培训基地。以行动导向法为指导，由

教师设置教学情景，让学生实际进行模拟练习。并建立小组互动学习的模式，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学生

在护理过程中的对团结协作精神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在每一组进行内科模拟护理时，教师应当对学

生护理步骤的有序性、操作行为的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管理。学会夸奖学生，给予学生学习上的

自信心，并应当用合适的方式及时指出学生在模拟实践方面存在的不足。另外，在实践操作时，为了

真正让学生理解整体护理的学习目标，高职院校应当与当地的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在对学生进行基础

知识的考核之后，安排符合要求的学生到医院实习。真正接触患者，学习前辈的护理经验。等到学生

们实习期结束之后，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经验交流，分享活动，在一起讨论，解决自己实习时的一些问

题。这样学生在完成实习报告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专业提升和更加丰富的事实呈现，得到知识、经

验和精神的多重收获。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实践教学环节展示如图 3 所示，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

实训基地建设如图 4 所示。 
 

 
Figure 3. Nursing practice teaching link 
图 3. 护理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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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Nursing training base 
图 4. 护理实训基地 

 

(四) 创设工作情境 
高职学生未来会走入工作岗位，成为专业的护理人才。为了使学生提前了解岗位，教师应该创设具

体的工作情境，增强学生的自觉性。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领域紧密融合，催生了教育信息技术，教师需

要发挥教育信息技术的作用，推进课程改革的步伐，提高基础护理教学效率。比如，教师可以应用多媒

体教学方法，在多媒体课件中创设具体的护理情境，让学生对患者身体情况进行判断，科学分析患者特

点，并尝试与患者进行交流，形成有效的对话关系。比如，教师可以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虚拟现实

技术还原真实的护理场面，让学生主动进入工作情境之中，思考自己可能会遇到的护理问题，思索可行

的应对举措。 
(五) 开展护理案例分析 
在应用行动导向教学法的过程中，护理案例实践教学必不可少，教师作为学生的引导者，需要为学

生呈现案例，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护理学案例，教师可以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答

案。 
(六) 教学考评机制的优化 
为了全面展现出学生的学习情况，院校应当对教学考评机制进行优化升级。重点放在学生的模拟实

训能力以及实习操作能力的成绩上，结合基础知识的分数进行合理评估。同时，高职院校可以采用不记

名的问卷调查方式，来记录学生最为真实的学习体验与感受。这项工作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完成，

并应当鼓励学生对教师的教学工作情况提出意见，从而明确下一步内科护理教学改革的方向。此外，教

师还应当结合评估的结果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充分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分析产

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帮助学生制定个人发展的整体目标，最终有效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七) 鼓励问题探究 
问题探究方能实现学生发展，探究的过程是学生自我提升的过程，也是思维发散的过程，教师需要

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探究时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比如，在

静脉注射时，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进针方法。教师可以将此作为探究性课题，让学生

收集调研具体案例，把握不同病人的病情，分析血管对进针方法造成的影响，并探究合适的进针方式。

通过课题探究，学生能够增强问题解析能力，在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架构桥梁，思索现实生活之中

的基础护理问题，尝试应用有效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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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高职护理专业培养目标是为医疗卫生单位临床内科护理岗位、社区内科护理岗位、各种医养结合机

构的内科护理岗位，培养能从事内科各种疾病护理的专门人才。《内科护理》课程相关理论和实践能力

在高职护理学专业教学中具备较高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提出通过分析教学质量提升的实践路径，对教学

方式进行改革，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教学质量。当然，这对培养护

理人才的高校或高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好《内科护理》课程，培养高质量的内科护理人才的目标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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