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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护理学》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

适用专业：高职扩招护理专业

课程类型：专业课程

学 时：88学时

开课学期：第 3、4学期

一、课程名称

内科护理学

二、课程性质

《内科护理学》是一门涉及面广、整体性强的临床学科，是临床各科护理的基础课程。它不仅与医学

基础理论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其他各门临床护理学也有普遍性意义，是临床学的基础。通过本课程学习，

旨在使本科生具备对内科疾病病情的观察能力，提高运用护理程序对病人实施整体护理的理论水平和实践

工作能力，为培养本科生应具备的临床护理、护理教育、护理管理和护理科研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前期先修课程为《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健康评估》、《护理学导论》、《基

础护理学》等，经过本课程与同步平行课程《外科护理学》、《妇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等的学习，为

后续临床实习作准备。

三、课程设计

本课程依据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总学时 88节，其中理论 70节，实践 18节，第四和

第五学期开设。课程设计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以胜任临床护理岗位需求为目标，以案

例教学法为主线，通过分析护理岗位工作过程并与临床专家进行反复论证，围绕护理工作岗位和护士执业

标准，考虑学生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选取教学内容，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绪论、呼吸系统、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血液系统、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结缔组织和风湿性疾病、传染病等各

系统疾病的护理。各章介绍了多种疾病，阐明其病因、发病机理、临床特征、治疗和护理原则，以及护理

程序的应用，并附病例讨论。

教学中通过创设护理岗位学习情境，以实际工作任务的方式向学生提出学习任务，将完成任务需要掌

握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知识技能等融入任务之中，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更好地培养学生从事

护理管理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在理论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能够利用理论解释、

解决实际具体问题。在实践教学中，优化实践教学内容，强化技能性、综合性、设计性实训，提高综合运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概念及常用诊疗技术配

合和操作，理解临床表现、治疗及诊断要点，了解病因与发病机制，能够对内科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并对

内科急症协助医师进行抢救和处理。学好内科护理学，有利于提高学生观察疾病、配合用药及临床综合能

力，也为从事其他专科护理工作奠定了基础。具体的素质、知识、能力目标分别如下：

（一）素质目标

1.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家国情怀。

2.具有责任担当，形成大局意识、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

3.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养成爱护、关心病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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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

5.具备严谨的学习态度，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二）知识目标

1.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主要病因、临床特点及其治疗要点；

2.理解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生机制，病理及病理生理改变过程；

3.了解内科护理中各系统的专科操作及其护理。

（三）能力目标

1.具有评判性思维能力；

2.能对护理对象进行护理评估并分析，提出主要护理诊断和护理目标；

3.根据护理对象的主要护理诊断能提出相应的护理措施，并能对其进行健康教育；

4.能判断病情变化，分析主要辅助检查结果。

五、课程结构

1.课程内容安排

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 第一章 绪论

（一）内科护理学概述

1.内科护理学的内容与结构

2.内科护理学的专业特色

3.内科护理学的学习与实践

（二）内科护理学与护理专业

实践的发展

1.内科护理学与相关学科的

发展

2.内科护理专业实践的发展

3.内科护理中护士的角色作

用

（三）成年人的主要健康问题

1.健康的有关概念

2.成年人各发展阶段的主要

健康问题

1.掌握健康、亚健康、疾病与患

病的概念。

2.熟悉内科护理学中护士的角

色作用。

3.了解成年人各发展阶段的主

要健康问题。

4.具备严谨的学习态度，科学的

思维方法

2 0

2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一）呼吸系统的结构功能与

疾病的关系，呼吸道、肺、肺

的血液供应、胸膜腔和胸内压、

肺的呼吸功能、呼吸系统的防

御功能、呼吸的调节。

（二）护理评估及护理措施。

1.咳嗽与咳痰

护理评估、常用护理诊断及护

理措施、目标、护理措施及依

1.掌握咳嗽与咳痰、肺源性呼吸

困难、咯血的概念。

2.熟悉咳嗽与咳痰、肺源性呼吸

困难、咯血的常用护理诊断。

3.掌握咳嗽与咳痰、肺源性呼吸

困难、咯血的概念。

4.熟悉咳嗽与咳痰、肺源性呼吸

困难、咯血的常用护理诊断。

5.具备严谨的学习态度，科学的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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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据、评价。

2.肺源性呼吸困难

护理评估、常用护理诊断及护

理措施、目标、护理措施及依

据、评价。

3.咯血

思维方法

3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三节 急性

呼吸道感染

（一）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因

与发病机制。

2.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

表现。

3.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

4.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诊断

要点及治疗要点。

5.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常用

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健康指

导及预后。

（二）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1.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的病因

与发病机制。

2.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的临床

表现。

3.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的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

4.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的诊断

要点及治疗要点。

5.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的常用

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健康指

导及预后。

1.掌握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

床表现和治疗要点。

2.熟悉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的临

床表现和治疗要点。

3.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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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四节 肺部

感染性疾病

（一）肺炎概述

1. 肺炎的病因与分类、诊断

要点及治疗要点。

2. 肺炎的护理评估、常用护

理诊断、目标、护理措施及依

据。

1.掌握肺部感染性疾病的主要

护理诊断及措施。

2.熟悉肺部感染性疾病的病理

变化特征及评估内容。

3.了解肺部感染性疾病的病因

及分类。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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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3. 肺炎的评价、健康指导。

（二）肺炎链球菌肺炎

1. 肺炎链球菌肺炎的病因与

发病机制。

2. 肺炎链球菌肺炎的临床表

现。

3. 肺炎链球菌肺炎的实验室

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

要点及预后。

（三）葡萄球菌肺炎

1. 葡萄球菌肺炎的病因与发

病机制。

2. 葡萄球菌肺炎的临床表

现。

3. 葡萄球菌肺炎的实验室及

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要

点及预后。

（四）其他肺炎

1. 常见革兰阴性杆菌肺炎、

肺炎支原体肺炎、肺炎衣原体

肺炎、病毒性肺炎、肺真菌病

的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

2. 常见革兰阴性杆菌肺炎、

肺炎支原体肺炎、肺炎衣原体

肺炎、病毒性肺炎、肺真菌病

的的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治疗要点及预后。

4.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

5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五节 支气

管扩张症

（一）支气管扩张症的病因与

发病机制。

（二）支气管扩张症的临床表

现。

（三）支气管扩张症的实验室

检查（影像学检查、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诊断要点、治疗要

点。

（四）支气管扩张症的常用护

理诊断（清理呼吸道无效、有

1.掌握支气管扩张症的评估内

容、护理诊断和护理措施。

2.熟悉支气管扩张症的病因和

发病机制。

3.了解支气管扩张症的治疗要

点。

4.具有责任担当，形成大局意

识、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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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窒息的危险；体温增高、清理

呼吸道无效、有口腔粘膜改变

的危险、缺乏知识）和护理措

施（饮食与营养、清理呼吸道、

体位引流、加强口腔护理、进

行健康教育）。

（五）支气管扩张症的的

健康指导和预后。

6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六节 肺结

核

（一）肺结核的病因与发病机

制（病原菌、感染途径、人体

反应性）以及肺结核的基本病

变、转归与播散。

（二）肺结核的临床表现（症

状、体征、并发症）。

（三）肺结核的实验室及其他

检查。

（四）肺结核的诊断要点、临

床类型（原发型、血型播散型、

浸润型、慢性纤维空洞型、结

核性胸膜炎）、治疗要点（联合

用药、选择敏感药物、按计划

有规律地用药、间歇疗法与短

程疗法）。

（五）肺结核的护理诊断及护

理措施（知识缺乏、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及健康

指导（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

途径、疾病知识指导、用药指

导与病情监测）。

（一）掌握

1. 肺结核的临床类型、切断传

播的途径、痰结核菌的检查方

法、结核菌素试验、卡介苗接种

方法。

2. 肺结核的护理评估、护理诊

断、护理措施及咯血的护理。

(二）熟悉肺结核的发生与发展

过程与变态反应和免疫力的关

系，以及 X 线特点与病理变化

的关系。

（三）了解肺结核的病因及发病

机制。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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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七节 支气

管哮喘

（一）支气管哮喘的病因（遗

传性、环境因素）及发病机制。

（二）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表现

（症状、体征、并发症）、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三）支气管哮喘的治疗要点

（药物治疗）、护理评估及护理

1.掌握支气管哮喘的护理诊断

和护理措施。

2.熟悉支气管哮喘的诱发因素、

护理评估及防治原则。

3.了解支气管哮喘的发病原理。

4.具有责任担当，形成大局意

识、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

0 2



6

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诊断（气体交换受损、清理呼

吸道无效、知识缺乏）。

（四）支气管哮喘的护理措施

及依据（哮喘发作时的护理、

“重症哮喘”患者的护理、缓

解期的护理）。

8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八节 慢性

支气管炎和慢

性阻塞性肺疾

病

（一）慢支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概念、病因、发病机制及

病理变化特征。

（二）慢支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临床表现（病史、“咳、痰、

喘”三大症状及心理社会反应；

病史、呼吸困难、桶状胸、X

线检查、呼吸功能检查及心理、

社会反应）。

（三）慢支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主要护理诊断（体温增高、

清理呼吸道分泌物无效、知识

缺乏；无活动耐力、低效性呼

吸型态、气体交换受损、睡眠

型态紊乱、焦虑）及护理措施

（急性发作期：休息、降温、

清理呼吸道分泌物；慢性迁延

期及临床缓解期；健康教育，

选用一些康复疗法进行指导。

合理安排活动量、气体交换功

能障碍的护理、焦虑和睡眠型

态紊乱的护理）。

（四）慢支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健康指导。

1.掌握慢支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护理诊断和护理措施。

2.熟悉慢支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护理评估内容。

3.了解慢支及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病理变化

特征，慢性支气管炎发展为阻塞

性肺疾病的概念。

4.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

团结协作精神

2 2

9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九节 慢性

肺源性心脏病

（一）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时“肺

动脉高压”的形成原理及心脏

病变、心力衰竭的发病机制。

（二）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临

床表现（心肺功能代偿期、心

肺功能失代偿期）、实验室及其

检查、诊断要点。

1.掌握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概

念，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护理诊

断和护理措施。

2.熟悉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护

理评估。

3.了解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发

病机制。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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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三）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治疗

要点、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活

动无耐力、体液过多、肺性脑

病、气体交换受损）及健康指

导。

10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十节 呼吸

衰竭和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

（一）呼吸衰竭

1.呼吸衰竭的病因与发病机

制。

2.呼吸衰竭的分类（I型呼吸衰

竭、II 型呼吸衰竭）及临床表

现。

3.呼吸衰竭的实验室检查和诊

断要点、治疗要点（保持呼吸

道通畅、氧疗、增加通气量、

抗感染、纠正酸碱平衡失调）。

（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1.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因

与发生机制。

2.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要点

和治疗要点。

3.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病人的护理

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潜在并

发症：重要器官缺氧性损伤、

清理呼吸道无效）及健康指导。

1.掌握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的护理评估、护理诊断

及措施。

2.熟悉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的病因、发病原理。

3.了解呼吸衰竭和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的病理生理改变。

2 2

11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十一节 原

发性支气管肺

癌

（一）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病

因与发病机制、病理和分类。

（二）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临

床分期。

（三）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临

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

（四）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常

用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恐惧、

疼痛、营养失调：低于机体需

1.掌握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临

床表现、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2.熟悉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发

生机制。

3.了解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实

验室检查。

4.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

团结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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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要量）、健康指导。

12

第二章 呼吸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十二节 胸

膜疾病

1.气胸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2.自发性气胸的临床类型、临

床表现。

3.自发性气胸的实验室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

4.自发性气胸的常用护理诊断

（低效性呼吸型态、胸痛、焦

虑）及护理措施（休息、吸氧、

胸痛的护理、胸腔穿刺排气及

引流的护理）、保健指导。

1.掌握自发性气胸的临床类型、

护理评估、护理诊断及护理措

施。

2.自发性气胸的临床表现。

3.自发性气胸的发生机制。

2 2

13

第三章 循环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一节 循环

系概述及护理

（一）循环系统疾病的流行病

学资料。

（二）循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三）心血管病分分类。

（四）护理评估（病史，身体

评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1.掌握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评

估。

2.熟悉循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3.了解心血管病的分类。

2 0

14

第三章 循环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二节 心力

衰竭

（一）心衰的概念及分类。

（二）慢性心衰的病因。

（三）慢性心衰的病理生理。

慢性心衰的临床表现。

慢性心衰的实验室及其检查。

慢性心衰的诊断要点。

慢性心衰的治疗要点。

慢性心衰的护理（评估，诊断，

计划，措施，评价）。

急性心衰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急性心衰的临床表现及诊断要

点。

（十一）急性心衰的抢救配合

与护理。

1.掌握急慢性心衰的临床表现

及治疗要点。

2.掌握心衰的护理评估、护理诊

断及护理措施。

3.熟悉心衰的病理和病理生理

特征。

2 2

15

第三章 循环

系统疾病的护

理

（一）心律失常的概念，

分类及发病机制。

（二）窦性心律失常（分

1.掌握常见心律失常的护理诊

断及护理措施。

2.熟悉心律失常的分类，各种心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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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第三节 心律

失常

类，病因，临床表现，心电图

特征，治疗要点）。

（三）房性心律失常（分

类，病因，临床表现，心电图

特征，治疗要点）。

（四）房室交界性性心律

失常（分类，病因，临床表现，

心电图特征，治疗要点）。

（五）预激综合征（病因，

临床表现，心电图特征，治疗

要点）。

（六）室性性心律失常（分

类，病因，临床表现，心电图

特征，治疗要点）。

（七）心脏传导阻滞（病

因，临床表现，心电图特征，

治疗要点）。

(八) 心律失常病人的护

理（活动无耐力，潜在并发症）

律失常的心电图表现及治疗要

点。

3.了解心律失常的病因、分类及

发病原理。

4.具备严谨的工作态度。

16

第三章 循环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四节 心脏

瓣膜病

（一）心脏瓣膜病的概念及病

因。

（二）二尖瓣狭窄的病因，病

理解剖与病理生理，临床表现，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治疗要点。

（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病因，

病理解剖与病理生理，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治疗要点。

（四）主动脉瓣狭窄的病因，

病理解剖与病理生理，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治疗要点。

（五）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病

因，病理解剖与病理生理，临

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

（六）心脏瓣膜病病人的护理。

1.掌握常见瓣膜病的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及措施。

2.熟悉常见瓣膜病的解剖、病理

生理改变。

3.了解该病病因、与风湿活动发

作的关系。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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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17

第三章 循环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五节 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

（一）冠心病概念，病因，临

床分型。

（二）稳定性心绞痛的概念，

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治疗要点。

（三）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概念，

病因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

（四）心绞痛病人的护理（胸

痛的护理）。

（五）心肌梗死的概念，病因

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

疗要点，护理，健康指导。

（一）掌握心绞痛的临床表现，

治疗要点及护理措施。

（二）掌握心肌梗塞的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治疗要

点及护理措施。

（三）熟冠心病的分型、心绞痛

的临床分型及心电图表现。

（四）了解心肌梗塞的发病原理

和病理生理改变。

2 2

18

第三章 循环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六节 原发

性高血压

（一）原发性高血压的定义。

（二）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

发病机制。

（三）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诊断要点，

治疗要点，护理，健康教育。

（一）掌握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

临床表现，诊断要点及护理措

施。

（二）熟悉高血压病的病因，健

康教育。

（三）了解高血压病的发病机

制。

0 2

19

第三章 循环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七节 心肌

病

第八节 心包

疾病

（一）心肌病

1.心肌病的概念及分类。

2.扩张型心肌病的概念，病因

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

疗要点。

3.肥厚型心肌病的概念，病因

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

室及其他查，诊断要点，治疗

要点。

4.心肌病病人的护理。

（二）心包疾病

1.心包疾病的分类。

2.急性心包炎的概念，病因与

1.熟悉心肌病的分类、病理改

变。

2.掌握心肌病的护理。

3.掌握心包疾病病人的护理。

4.掌握各类心包炎的临床表现

及治疗要点。

5.熟悉各类心包炎的诊断要点。

6.了解心包炎病因与发病机制。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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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

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

要点。

3.缩窄性心包炎的概念，病因

与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

疗要点。

4.心包疾病病人的护理。

20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一节 概述

（一）消化系统的组成、功能。

（二）消化系统疾病的特点、

护理要点。

（三）消化系统疾病的护理评

估。

1.掌握消化系统疾病的护理评

估。

2.熟悉消化系统疾病的病因和

常见病种。

3.了解消化系统的结构功能与

疾病的关系。

2 0

21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二节 胃炎

（一）急、慢性胃炎的病因与

发病机制。

（二）急、慢性胃炎的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常见

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

（一）掌握胃炎的护理评估、护

理诊断及措施。

（二）熟悉胃炎的病因、发病机

制。

（三）了解胃炎的诊断、治疗要

点。

2 0

22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三节 消化

性溃疡

（一）消化性溃疡的病因、病

理、发病机理。

（二）消化性溃疡的护理评估

（病史、症状特点、体征、大

便潜血试验、胃镜检查、并发

症及心理社会反应）、护理诊断

（疼痛、焦虑、知识缺乏）和

护理措施（休息、饮食、服药

注意点、并发症的护理）。

（一）掌握消化性溃疡的护理评

估、护理诊断及措施。

（二）熟悉消化性溃疡的病因、

病理、发病原理。

2 2

23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四节 炎症

性肠病

（一）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

病的病因、病理、发病机理。

（二）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

病的护理评估（病史、症状特

点、体征、大便检查、肠镜检

（一）熟悉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

恩病的护理评估、护理诊断及护

理措施。

（二）了解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

恩病的病因、病理、发病机理、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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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查、并发症及心理社会反应）

和护理措施（休息、饮食、服

药注意点）。

诊断和治疗要点。

24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五节 肝硬

化

（一）肝硬化的病因、病理、

发病机理。

（二）肝硬化的护理评估（病

史、代偿期、失代偿期限症状

特点、体征、大便潜血试验、

胃镜检查、并发症及心理社会

反应）。护理诊断（疼痛、焦虑、

体温过高、营养失调：低于机

体需要量、知识缺乏）和护理

措施（休息、饮食、心理护理、

腹水的护理）。

（一）掌握肝硬化的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及措施。

（二）熟悉肝硬化的病因、病理、

发病机理。

2 2

25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六节 肝性

脑病病人的护

理

（一）肝性脑病的病因、病理、

发病机理。

（二）肝性脑病的护理评估（病

史、症状特点、体征、血氨检

查、肝功能及脑电图检查、心

理社会反应）；护理诊断（意识

障碍、感知异常、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和护理措施

（病情观察、饮食指导、昏迷

的护理、出院指导）。

（一）掌握肝性脑病的护理评

估、护理诊断及措施。

（二）熟悉肝性脑病的病因、病

理、发病机理。

2 0

26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七节 急性

胰腺炎

（一）急性胰腺炎的病因、病

理、发病机理。

（二）急性胰腺炎的护理评估

（病史、症状特点、体征、实

验室检查、并发症及心理社会

反应），护理诊断（疼痛、营养

失调：低于机体需要量）和护

理措施（休息、饮食、心理护

理、症状护理、病情观察）。

（一）掌握急性胰腺炎的护理评

估、护理诊断及措施。

（二）熟悉急性胰腺炎的病因、

病理、发病机理。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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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27

第四章 消化

系统疾病的护

理

第九节 上消

化道出血

（一）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

病理、发病机理。

（二）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评

估（原发病表现、上消化道出

血临床表现、全身表现、体征、

血液检查、肝肾功能、OB试验、

胃镜检查及心理社会反应）。护

理诊断（体液不足、恐惧、体

温过高、感知异常、知识缺乏）

和护理措施（病情观察、出血

严重程度的判断、补充血容量、

饮食管理、心理护理、三腔二

囊管的应用、出院指导）。

（一）掌握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

评估、护理诊断及措施。

（二）熟悉上消化道出血的病

因、病理、发病机理。

2 2

28

第五章 泌尿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 一 节 概

述

（一）肾脏的结构功能与疾病

的关系

1.肾脏的解剖和组织学结构

2.肾脏的生理功能

（二）泌尿系统疾病病人的护

理评估

1.病史

2.身体评估

3.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一）掌握泌尿系统疾病病人的

护理评估要点。

（二）了解肾脏的解剖结构及生

理功能。

2 0

29

第五章 泌尿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二节 肾小

球疾病病人的

护理

慢性肾小球肾炎

1. 慢性肾小球肾炎定义

2. 慢性肾小球肾炎病因及发

病机制

3. 慢性肾小球肾炎临床表现

4. 慢性肾小球肾炎实验室及

其他检查

5. 慢性肾小球肾炎诊断及治

疗要点

6. 慢性肾小球肾炎常用的护

理诊断、措施及依据

7. 慢性肾小球肾炎健康指导

8. 慢性肾小球肾炎预后

（一）掌握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定

义、主要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

（二）熟悉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

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三）了解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病

因和发病机制。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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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30

第五章 泌尿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三节 肾病

综合征病人的

护理

（一）肾病综合征定义

（二）肾病综合征病因及发病

机制

（三）肾病综合征临床表现

（四）肾病综合征实验室及其

他检查

（五）肾病综合征诊断及治疗

要点

（六）肾病综合征护理评估

1.肾病综合征病史

2. 肾病综合征身体评估

3. 肾病综合征实验室及其他

检查

（七）肾病综合征常见的护理

诊断、措施及依据

（八）肾病综合征健康指导

（九）肾病综合征预后

（一）掌握肾病综合征的定义、

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

（二）熟悉肾病综合征的临床表

现及诊治要点。

（三）了解肾病综合征的病因、

发病机制及常见的病理类型。

2 0

31

第五章 泌尿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四节 尿路

感染

（一）尿路感染的定义及分类

（二）尿路感染的病因与发病

机制

（三）尿路感染的临床表现

（四）尿路感染的实验室及其

他检查

（五）尿路感染的诊断及治疗

要点

（六）尿路感染的常用的护理

诊断、措施及依据

（七）尿路感染的健康指导

（八）预后

（一）掌握尿路感染的定义及分

类。

（二）掌握尿路感染常见的护理

诊断及护理措施。

（三）熟悉尿路感染的分类、临

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四）了解尿路感染的病因及发

病机制。

2 0

32

第五章 泌尿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一）慢性肾衰竭定义及临床

分期

（二）慢性肾衰竭病因及发病

机制

（三）慢性肾衰竭临床表现

（四）慢性肾衰竭实验室及其

他检查

（一）掌握慢性肾衰竭的定义及

临床分期。

（二）掌握慢性肾衰竭的护理评

估、护理诊断及措施。

（三）熟悉慢性肾衰竭的临床表

现及诊治要点。

（四）了解慢性肾衰竭病因及发

2 2



15

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五）慢性肾衰竭诊断及治疗

要点

（六）慢性肾衰竭护理评估

（七）慢性肾衰竭护理诊断及

护理措施

（八）慢性肾衰竭健康指导

（九）慢性肾衰竭预后

病机制。

33

第六章 血液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一）造血器官及血细胞的生

成

（二）血液组成及血细胞的生

理功能

（三）血液病的分类

（四）护理评估

（一）掌握血液系统疾病病人护

理评估的内容、重点及其临床意

义。

（二）熟悉血液系统的组成和功

能。

（三）了解血液病的概念和分

类。

2 0

34

第六章 血液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二节 缺铁

性贫血

（一）缺铁性贫血定义

（二）缺铁性贫血铁的代谢

（三）缺铁性贫血病因与发病

机制

（四）缺铁性贫血临床表现

（五）缺铁性贫血实验室及其

他检查

（六）缺铁性贫血诊断要点

（七）缺铁性贫血治疗要点

（八）缺铁性贫血常用护理诊

断、措施及依据

（九）其他护理诊断

（十）缺铁性贫血健康指导

（十一）预后

（一）掌握缺铁性贫血病因、治

疗及护理。

（二）熟悉缺铁性贫血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

（三）了解铁的代谢。

2 0

35

第六章 血液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三节 再生

障碍性贫血

（一）再生障碍性贫血定义

（二）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因与

发病机制

（三）再生障碍性贫血临床表

现

（四）再生障碍性贫血实验室

及其他检查

（一）掌握发病原因、诊断要点、

治疗要点和护理措施。

（二）熟悉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

查。

（三）了解发病情况、有关发病

机理的学说、预后。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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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五）再生障碍性贫血诊断要

点

（六）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要

点

（七）再生障碍性贫血常用护

理诊断、措施及依据

（八）其他护理诊断

（九）再生障碍性贫血健康指

导

（十）预后

36

第六章 血液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四节 特发

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

（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定义

（二）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病因与发病机制

（三）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临床表现

（四）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五）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诊断要点

（六）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治疗要点

（七）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常用护理诊断、措施及依据

（八）其他护理诊断

（九）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健康指导

（十）预后

（一）掌握诊断要点及治疗要

点。

（二）熟悉临床表现，实验室检

查和预后。

（三）了解病因和发病机制。

2 0

37

第六章 血液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五节 白血

病

（一）急性白血病定义

（二）急性白血病分类

（三）急性白血病临床表现

（四）急性白血病实验室及其

他检查

（五）急性白血病诊断要点

（六）急性白血病治疗要点

（七）急性白血病常用护理诊

（一）掌握临床表现，护理。

（二）熟悉实验室检查，诊断要

点及治疗要点。

（三）了解分类与预后。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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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断

（八）急性白血病护理措施及

依据

（九）其他护理诊断

（十）急性白血病健康指导

（十一）预后

38

第七章 内分

泌与代谢性疾

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甲状

腺疾病

1.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病因、

发病机制及分类。

2.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临床表

现（甲状腺毒症表现、甲状腺

肿、眼征）、特殊的临床表现和

类型。

3.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实验室

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

要点。

4.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护理评

估、护理诊断（营养失调：低

于机体需要量、活动无耐力、

睡眠障碍、腹泻、性功能低下、

焦虑）、护理目标、护理措施、

评价、健康指导。

（一）掌握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护

理诊断及措施。

（二）熟悉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

理生理改变及评估要点。

（三）了解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

因分类和发病原理。

2 2

39

第七章 内分

泌与代谢性疾

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糖尿

病

（一）糖尿病的分型、病因与

发病机制、病理生理。

（二）糖尿病的临床表现（代

谢紊乱症候群、并发症）、实验

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三）糖尿病的治疗要点（健

康教育、饮食治疗、运动疗法、

药物治疗、并发症治疗）护理

评估、护理诊断（营养失调：

低于机体需要量、有感染的危

险、糖尿病足）和护理措施。

（四）糖尿病的评价、健康指

导和预后。

（一）掌握糖尿病的护理诊断及

护理措施。

（二）熟悉糖尿病的护理评估。

（三）了解糖尿病的基本概念、

病因、发病原理及分类。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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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40

第八章 风湿

性疾病病人的

护理

第一节 系统

性红斑狼疮

（一）系统性红斑狼疮定义

（二）系统性红斑狼疮病理、

病因及发病机制

（三）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表

现

（四）系统性红斑狼疮实验室

及其他检查

（五）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及

治疗要点

（六）系统性红斑狼疮常用护

理诊断

（七）系统性红斑狼疮护理措

施及依据

（八）健康指导

（一）掌握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护

理诊断及护理措施。

（二）熟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

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治要点及

健康指导。

（三）了解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

理、病因及发病机制。

2 0

41

第八章 风湿

性疾病病人的

护理

第二节 类风

湿关节炎

（一）类风湿性关节炎定义

（二）类风湿性关节炎病因、

病理及发病机制

（三）类风湿性关节炎临床表

现

（四）类风湿性关节炎实验室

及其他检查

（五）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治要

点

（六）类风湿性关节炎常见护

理诊断及护理措施

（七）健康指导

（一）掌握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定

义、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

（二）熟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

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治要点及

健康指导。

（三）了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

因、病理及发病机制。

2 0

42

第九章 传染

病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一）传染病的概念和学习意

义。

（二） 感染与免疫。

（三）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及其

影响因素。

（四） 传染病的特征。

（五） 传染病的预防。

（六） 传染病护理工作特点、

隔离和消毒。

（一）掌握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二）掌握传染病、感染的概念。

（三）掌握感染过程的表现及其

相关概念。

（四）掌握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及

其影响因素。

（五）熟悉传染病的基本特点。

（六）熟悉传染过程中病原体、

免疫应答的作用。

（七）熟悉消毒隔离的概念、种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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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类和方法。

（八）了解传染病护理工作的特

点。

43

第九章 传染

病病人的护理

第二节 病毒

性肝炎

（一）病毒性肝炎（病原学、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理改

变、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实

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要点、

治疗要点、常用护理诊断、其

他护理诊断、健康指导和预

后）。

（一）掌握各型病毒性肝炎的概

念、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主要

护理措施和健康教育。

（二）熟悉甲、乙型肝炎的流行

病学及流行特征、临床表现、并

发症及预后、常用生化指标及有

关辅助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三）了解本节所介绍的各类传

染病的病原学和病机病理、诊断

及治疗要点。

2 0

44

第九章 传染

病病人的护理

第三节 流行

性乙型脑有

第四节 肾综

合征出血热

（一）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原

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

理改变、临床表现、实验室及

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要

点、常用护理诊断、其他护理

诊断、健康指导和预后）。

（二）肾综合征出血热（病原

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与病

理改变、临床表现、实验室及

其他检查、诊断要点、治疗要

点、常用护理诊断、其他护理

诊断、健康指导和预后）。

（一）掌握乙型脑炎、流行性出

血热的概念、传播途径及预防措

施、主要护理措施和健康教育。

（二）熟悉乙脑、流行性出血热

的流行病学及流行特征、临床表

现、并发症及预后、常用生化指

标及有关辅助检查结果的临床

意义。

（三）了解本节所介绍的各类传

染病的病原学和病机病理、诊断

及治疗要点。

2 0

45

第九章 传染

病病人的护理

第五节 艾滋

病

艾滋病（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与病理改变、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治疗要点、常用护理诊

断、其他护理诊断、医务人员

发生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后的

处理、健康指导和预后）。

（一）掌握艾滋病的概念、传播

途径及预防措施、主要护理措施

和健康教育。

（二）熟悉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及

流行特征、临床表现、并发症及

预后、常用生化指标及有关辅助

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三）了解本节所介绍的传染病

的病原学和病机病理、诊断及治

疗要点。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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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46

第九章 传染

病病人的护理

第六节 细菌

性痢疾

第七节 流行

性脑脊髓膜炎

（一）细菌性痢疾（病原学、

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

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诊断

要点、治疗要点、常用护理诊

断、护理措施及依据、健康指

导和预后）。

（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

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其他检查、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常用护

理诊断、护理措施及依据、健

康指导和预后）。

（一）掌握细菌性痢疾、流脑的

概念、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主

要护理措施和健康宣教。

（二）熟悉细菌性痢疾、流脑的

流行病学及流行特点，临床表

现、并发症及预后，常用实验室

及其他检查结果的临床意义。

（三）了解本节介绍的各类传染

病的病原学和病机病理、诊断及

治疗要点。

2 0

47

第十章 神经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一节 概述

（一）周围神经系统的结构功

能。

（二）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功

能。

（三）护理评估（病史，身体

评估，实验室检查）。

（一）掌握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

和疾病的护理评估。

（二）熟悉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

与疾病的关系。

（三）了解神经系统疾病的实验

室检查。

2 0

48

第十章 神经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二节 周围

神经系统疾病

（一）周围神经疾病概述（发

病机制、病理改变类型）。

（二）三叉神经痛（概念、临

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要点、

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三）面神经炎痛（概念、临

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要点、

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四）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多

发性神经病（概念、临床表现、

诊断要点、治疗要点、护理诊

断、护理措施）。

（一）掌握周围神经系统的发病

机制和病理改变类型。

（二）掌握三叉神经痛的临床表

现、治疗要点、护理措施。

（三）掌握面神经炎的临床表

现、治疗要点、护理措施。

（四）熟悉急性炎症性脱髓鞘性

多发性神经病的临床表现、治疗

要点、护理措施。

（五）熟悉周围神经系统疾病的

常用护理诊断。

2 0

49

第十章 神经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三节 脑血

管疾病

（一）概述（概念、脑血

管疾病的分类、脑血液循环系

统、病因、危险因素、三级预

防）。

（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概念、病因、发病机制、实

（一）掌握脑血液循环系统。

（二）掌握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

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理措施。

（三）掌握脑血栓形成的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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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践

验室检查、临床表现、诊断要

点、治疗要点、护理诊断、护

理措施）。

（三）脑血栓形成（概念、

病因、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查、

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要

点、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四）脑栓塞（概念、病

因、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查、

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要

点、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五）脑出血（概念、病

因、发病机制、实验室检查、

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疗要

点、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六）蛛网膜下腔出血（概

念、病因、发病机制、实验室

检查、临床表现、诊断要点、

治疗要点、护理诊断、护理措

施）。

理措施。

（四）掌握脑出血成的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

理措施。

（五）熟悉脑血管疾病的常用护

理诊断。

（六）了解脑血管疾病的分类、

病因、危险因素、三级预防。

（七）了解脑栓塞、蛛网膜下腔

出血的临床表现、治疗要点、护

理措施。

50

第十章 神经

系统疾病病人

的护理

第五节 发作

性疾病

（一）癫痫（概念、病因、发

病机制、临床表现、分类、癫

痫综合征、实验室检查、诊断

要点、治疗要点、护理诊断、

护理措施）。

（一）掌握癫痫的临床表现、治

疗要点、护理措施。

（二）熟悉癫痫的分类。

（三）了解癫痫综合征。

4 0

合计 48 40

2.实践教学内容

序号 实训项目 教学环境 教学方法 课外活动

1 有效咳嗽、咳痰

胸部叩击（拍背）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2 雾化吸入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3 气管切开护理 内科护理实训室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实训室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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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4 体位引流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社区服务

5 呼吸功能锻炼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6 气雾剂的使用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7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

理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社区服务

8 心电图机的使用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自主探究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9 心电监护仪的使用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自主探究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0 心电图识别 内科护理实训室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1 除颤仪的使用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2 心力衰竭病人的护

理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3 心肌梗死病人的护 内科护理实训室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实训室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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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案例分析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4 消化性溃疡病人的

护理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5 肝硬化病人的护理

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自主探究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6 上消化道大出血病

人的护理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网络平台学习

17 肾衰竭病人的护理

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网络平台学习

18 缺铁性贫血病人的

护理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19 便携式血糖仪的使

用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20 胰岛素注射笔的使

用

内科护理实训室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网络平台学习

21 糖尿病病人的护理

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22 脑血管疾病病人的

护理案例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23 动脉血气分析 内科护理实训室

附属医院

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

法、情景教学法、演示

法、练习法

实训室练习

附属医院见习

网络平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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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建议

（一）教材编写与使用

1.根据课程内容选用先进性、针对性与适应性较强的教材。

2.围绕护理工作岗位和护士执业标准，通过校院合作方式与行业专家共同编写教材。以内科护理岗位

为基础，以岗位工作任务引领设计教材编写框架，以完成岗位工作任务为主线，在不同任务步骤中融入相

关知识内容、实训项目，加深学生对内科护理的认知与理解，注重学生内科护理知识及能力的培养与形成。

3.选用教材：

（1）《内科护理学》（第6版），尤黎明、吴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版

（2）参考资料：2021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

（二）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1.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

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

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2.网络教学

通过校院合作方式共同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建立网络课程平台，开发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络课程、

微课、动画、临床典型病例、课后练习、实践操作视频、多媒体课件、授课计划、教案等网络教学资源，

以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开展线上线上混合教学，同时实现师生网上互动，提高教学质量。网络教学能够培

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本课程努力构建基于网络平台的课程，尤其是现阶段能够在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学

习的课程平台。

（三）教学方法

在本门课程教学中应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注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

充分体现任务引领，注重“教”和“学”的互动。教学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理论教学法、

自主探究法、案例讨论分析法、角色扮演法、医院见习等多种途径，使学生能够在学习活动中获得护理管

理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课程中，加强对学生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民族观、职业观。

（四）师资要求

1.承担《内科护理学》教学的主讲教师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

识、良好的临床综合能力与教学能力，具有行业工作经验，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和相关专业执业资格证，

能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教学，能指导学生查阅资料，了解内科护理学最新进展。

2.承担《内科护理学》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应具备护理学专业背景，具备良好的临床实践能力与教学

能力，能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教学。

3. 建立一支稳定的行业专家兼职教师队伍。专任教师需定期深入护理工作一线实践，提高自己的技术

水平和实践能力。兼职教师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对护理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目标有清晰的研究和认识，在学校教学及对专任教

师的指导等专业建设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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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场地与设施要求

1.理论性较强的内容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室通风、采光良好，备有电脑、投影仪、扩音器等设

备，能够满足学生学习需要。

2.校内实训课程部分要求 3～4人/组，每 25～30 人配 1位指导教师，根据所选实训项目的要求在 1～

2 间多媒体教室完成。

3.选择教学医院、综合医院为教学见习基地。教学见习基地的临床指导教师、专业设施配备、业务范

围能满足见习教学项目的要求。

4. 建立和实现电子阅览室、文献检索系统，能够满足课程教学需要。

七、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应体现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即教师的评价、

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过程考核与终末考核相结合。评价方式和成绩构成：终末评价采用闭卷考试，

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过程考核采用考勤及作业完成等进行综合评分，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0%。考

核比例如下表所示：

内科护理学考核比例

考核方式 过程考核（60%） 终末考核（理论考核）（40%）

作业（20%） 考勤、课堂表现

（20%）

期中考试（20%）

实施方法 网络平台评价、

教师评价

网络平台评价、

教师评价

教师评价 教考分离、统一命题

考核标准 题库、案例分析

作业

任务计划、任务

完成情况

选择题 题型不少于 4种（选择题、

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

案例分析题），分数比例由命

题教师自定

（编写人：黄结英、陈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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