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0 Vol. 5 No. 12 2023实践探索

基于 BOPPPS 的糖尿病的综合治疗与管理教学模式的实践
章　莹　叶雨婷　李　婷　孔丽萍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以学生为中心，能力为本位，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接糖尿病全周期护理的岗位流程与职责，运用 BOPPPS 教学模式，以

一名 II 型糖尿病病人疾病的发现、发展、转归故事连接课程进行教学实践，让学生能够学习糖尿病的诊断方法、治疗模式、管理流程、

康复训练和预防策略等理论知识，唤起学生的共情，激发同理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解决问题、评判性思维等综合能力。

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明确“十四五”时期要求护理事业发展以人民为中

心，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但当前我国临床专科护士综合素质水平不高，社区、基层的护士、家庭护士数量较少，难以

满足社会需求。《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中明确指出糖尿病是重点防治的四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2021 年我国糖尿病患者超

1.4 亿，占全世界糖尿病患者四分之一。预计到 2045 年，中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将达到 1.74 亿例。慢性病疾病治疗模式的发展，慢性分级

诊疗制度的实施，护理工作内涵不断发生变化，除了疾病诊断、治疗，护士需要更多地参与到患者病程管理、健康管理过程中。本教学

模块把握护理工作内涵变化，立足护理岗位缺口，对标最新糖尿病诊疗指南，围绕诊断、治疗、管控、康复及预防的“群医学”理念，

坚持理实一体，构建“群医学”系列教学任务，突出“糖尿病全周期护理”教学主题与中心进行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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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护理工作内涵，架构“群医学”系列教学任务

（一）整体设计

课程依托《内科护理学》进行课程重构。《内科护理学》是

护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面向高职护理专业四年级学生。选

用国家卫健委十四五规划教材，按照《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护理

专业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将教学内容整合为五大模块，

本次教学内容为模块三中项目一——糖尿病的综合护理与管理（见

图 1 课程结构图）。

图 1 课程结构图

（二）学情分析

图 2 学生核心素养调查分析结果

本课程面向高职护理专业四年级 1909 班学生，共 18 名，均

为女生，学生年龄 17-19 岁。该班学生好奇心强，喜欢探索。已

经完成病理、药理等专业基础课程，护理学基础、营养与膳食、

中医护理、卫生保健等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具备一定的专业理

论和技能基础。作为高年级学生也已经在心理上认同护理专业与

职业，做好成为一位执业护士岗位规划。

但对学生进行高职学生核心素养问卷调查后发现，该年级的

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社会责任承担力及实践创新能力三方面仍

存在较大不足（见图 2）。因此，在学生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

方法的选择上需重点关注以上三个方面能力的培养。

（三）教学目标

本次教学设计以培养“知识扎实、技能娴熟、有全局意识、

政治方向明确”的有情怀的护理专业技能人才为总目标，结合护

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科护理学》课程标准，护理职业技能

标准，结合护理技能大赛、护士资格考试要点，及 1+X 证书政策

和学情分析结果，确定了知识、技能、情感、思政四维目标，明

确教学重难点。

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综合治疗方法、管控程序。

熟悉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康复治疗方法及三级预防策略。

技能目标：掌握便携式血糖检测仪、胰岛素笔的使用方法；

熟悉社区糖尿病管理软件使用流程；糖尿病患者食谱编制方法。

能独自立完成糖尿病健康宣教。

情感目标：树立全周期护理理念，培养学生同理心、责任感。

思政目标：了解相关国家医疗政策，坚定政治自信，巩固专

业思想，树立护理岗位职业道德。

2. 教学难点

图 3 教学重难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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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接岗位职责， 探索以 BOPPPS 为中心的教学策略

以学生为中心，能力为本位，基于建构主义和交际法理论，

对接糖尿病全周期护理的岗位流程与职责，基于“引入（B）——

目标展示（O）——预评估（P）——参与式学习（P）——后评

估（P）——总结（S）”的教学模式，借助学校、医院、社区、

家庭、个人五维课堂，融入互动参与化、游戏趣味化、理论临床化、

课程思政化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从初级理论基础能力向中级单

项技能应用能力高级综合应用能力发展，最终完成知识能力三级

跨越（见图 4）。

图 4  教学策略框架图

（一）一案到底连接始终

以一名 II 型糖尿病病人疾病的发现、发展、转归故事连接课

程始终，让学生能够学习糖尿病的诊断方法、治疗模式、管理流程、

康复训练和预防策略等理论知识。复杂而漫长的综合管治过程也

能唤起学生的共情，激发同理性，增强责任感。

（二）多级情境贯穿全程

依据慢性病分级诊疗制度，创设三级 / 二级医院专科诊疗、

一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续性管理、家庭 / 个人个性化服务的三

级情境，贯穿糖尿病全病程，帮助学生建立全周期护理理念同时，

也能让学生了解我国相关医疗政策，切身感受到我们正在保障人

民健康的中国之路上稳健前行。

（三）项目驱动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以项目为教学的起点，开展探究式学习。学生在思考、分析、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突破教学重难点，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另外

小组活动的学习形式也便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团队协作

精神。

（四）理实融合延伸能力

校内课堂引入人体模型、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帮助学生达成

理论教学目标；校外课堂借助临床工作环境，开展实践活动。校

内校外课堂的灵活结合，训练学生综合能力，达到理论与实践融

合共进的教学目的。

三、立足基础，实施“累加式”教学流程

以糖尿病的社区延续性护理为例（见图 5）。

图 5 社区延续性护理教学流程图

（一）课前启化：看、思、测

课前发放相关学习资料、导学案及调查问卷。借助课前摸底，

了解学生已经掌握糖尿病诊治相关基本知识基础，但社区管理流

程及综合干预知识缺乏。基于此结果，明确本节课教学目标，实

现教学内容设置基于学生需求。

（二）课中内化：模、学、练

课堂实施策略以小组化 PBL 项目教学为主。基于已有的糖尿

病相关知识基础上，借助糖尿病社区管理虚拟教学平台，讨论分

析案例，模拟社区责任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评估，发现患者存在

的健康问题。再结合社区糖尿病管理工作流程图，针对性提出单

项治疗措施；最后经小组研讨整合后，获得可行有效的个体化综

合干预方案。整节课堂，教师引导，学生在分析中发现问题，在

探索中学习新知，在旧知上不断累加，在解决问题时练习验证，

实现教学主体回归学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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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转化：测、践、评

课后教师在学习通发布个人与小组任务。个人任务包括完成

课后练习题、绘制糖尿病社区管理知识点思维导图。小组任务为

创作设计糖尿病患者简易食谱、运动手册、糖尿病管理流程地图

（患者用）等多样科普手册、策划健康宣教活动，为后期社区实

践奠定基础。任务成果上交至学习通平台后，教师点评、生生互评，

以此夯实理论及技能知识。

（四）综合临床实践强化理论

校内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安排学生进行社区临床实践。实践中，

学生观摩临床护士糖尿病管理管理开展过程，发放自制科普手册，

组织开展糖尿病健康宣教活动，达到理论与实践融合共进的教学

目的。

五、立足网络，运用“三层次”教学资源

基础层：依托超星平台自建《内科护理学》网络课程，包括

教学视频、课件教案、测试题库等线上教学资源，开展广泛基础

理论教学活动，便于教学管理，获得及时反馈。

进阶层：借助其他软件技术，如：基于微信小程序自创教具，

引入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模拟岗位环境，携手腾讯会议进行校企联

动等，开展进阶技能教学活动，丰富教学内容与考核模式。

高阶层：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结合问卷星、微信公众平台进

行大众服务，开展高阶综合应用教学活动，进一步推进知识能力

的理实转化。

三层联动，实现教学——学习环境智能化、学习个性化、教

学精准化、评价智慧化。 

六、立足转化，开展“两方面”教学评价

客观评价：信息化平台是进行客观评价的有效载体，使学习

全程可视化。课堂签到率、教学资料阅读量、作业完成率、讨论

话题量等数据考察学生活动参与度；线上习题测验、虚拟平台操

作考核等评分考验学生学习效果；小组线上展示作品阅读量、点

赞数、转发量等指标考究学生学习获得感。

主观评价：教师点评，予以学生及时、积极、有效的指正和帮助；

同伴相互评价，开展互动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行业专家指导，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岗位能力；患者、家属评价，发现病患

真实需求，帮助学生明确改进方向。

七、学习效果

（一）学习参与度高

以小组活动形式开展项目化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参与度。课前各类资料阅读率

达 98% 以上，课中话题讨论发帖量大，人均回复 10 次以上，课

后作品发布规律、间隔时间短，每组完成作品 2 项以上。

图 6 学习通学情统计情况

（二）能力覆盖面广

三级能力的培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基础知识能力随着教学

的深入，不断累积，学生理论考试分数不断提高；初级技能应用

能力在“模拟——练习”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提升，学生技能考核

分数稳固增加；高级综合应用能力在对接岗位的真实社区实践中

得到训练，学生组织策划、综合分析、语言表达、知识技能应用

等各项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

（三）学习成就感强

教学评价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本课程教学满意度达

90% 以上。学生最感兴趣评价方式为最佳小组成员评选。荣誉称

号的获得，肯定了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增强了学习获得感、成

就感，也强化了学生自信心。另外，线上科普作品不断增加的阅

读量和转发量，也对学生成就感的获得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八、反思与改进

（一）特色与创新

1. 全岗位对接的教学内容

坚持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统一的教学内容。对接糖尿病全周期

护理岗位职责，设置临床专科诊疗、社区延续性护理、家庭个性

化指导三级工作情境，强调各情境中护理工作重心。结合最新糖

尿病诊疗指南，确立教学目标与重难点，使得教学内容更符合岗

位实际。

2. 多方法融合的教学策略

坚持多方法融合的教育策略。以三级情境下的案例教学为基

础，一案到底，形成完整疾病治疗链。结合小组项目化教学，促

进学生不断探索，学习新知。结构化、层次化教学步骤，引导学

生在原有认知基础上，层层推进，架构新知，形成知识技能体系，

最终达成四维教学目标，实现能力三级跨越。

3. 虚实结合的教学环境

坚持虚实结合的教学环境。线下专业教师开展课堂授课，线

上行业专家进行提升指导；校内理实一体化实验室开展模拟训练，

校外临床实践基地进行实操培训，充分借助校企合作平台，实现

产教融合。

（二）不足与改进

疾病病情多变，技术不断变革。由于课时关系，本课程中只

能介绍最基本、最常见糖尿病综合防治与管理方法。教学团队需

将进一步对接岗位职责、结合临床实际，增添更多元的教学案例，

训练学生适应灵活多变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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