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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护理专业人体解剖学课教学研究

摘要：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研究正常人体形态和结构的科学，是护理专业重要的基础课

程。其任务是研究正常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形态和结构特征以及各器官、结构间的毗邻和

联属。只有正确认识人体各器官、组织的形态结构，才能充分理解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

理发展过程，准确判断人体的正常与异常，从而对疾病进行正确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以

期为进一步学习后续的医学课程和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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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值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巴中 636000）

1 引言

人体解剖学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学习与可持续性发展，关注学生

素质,关注学生基础医学能力的培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医学

的有关领域打下比较广泛和必备的理论及基础知识，以利于后续课程的

学习。人体解剖学是护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它为以后护理的专业课程和

实践操作以及临床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本篇文章让我们共同探讨一

下：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情况，高职护理专业的专业特性，人体解

剖学课的内容和特点等。对于讲授人体解剖学课的教师来说，希望从这

些探讨中能够有所收获和启发。

2 人体解剖学的特点

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各部分形态、结构、位置、毗邻及结构

与功能关系的科学。人体解剖学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人

体解剖学由于所服务的对象不同，在研究方法、着重点和目的性等方面

产生了差异，因而逐渐形成了若干独具特色的分野，尤其是按照组成人

体的各系统，逐一研究和叙述各系统器官形态、结构称为系统解剖学；

按照人体的分部及医疗手术学的需要，研究和论述各体部内诸结构的形

态、位置和毗邻关系称为局部解剖学。系统解剖学主要针对护理专业学

生开设，局部解剖学主要针对临床专业学生开设。针对护理专业的学生

来说，系统解剖学既基础，也重要，因为系统解剖学是按照人体的器官

功能系统来阐述正常人体器官的位置和形态结构的科学，是基础医学中

保证结构抗震性能的关键受力部位不适合采用预制。

扭转、不规则也是现浇好。

高强度、大地震力、大倾覆力矩，都用现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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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支柱学科之一[1]。本篇我们主要探讨针对高职护理专业的学生，

教与学中怎么学好人体解剖学。

人体解剖学从系统解剖学这个角度，大致可以划分为：运动系统、

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心血管系统、淋巴系统、

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九大系统。每个系统从位置、形态、特征、临

床意义等方面进行阐述，非常适合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学习，从认识正确

的人体形态结构入手，打好医学的基础，为护理专业的学习做好夯实的

铺垫。根据我的教学研究，人体解剖学有以下特点：

1.人体解剖学课的知识量多如牛毛，重点到处都是。

人体解剖学知识确实多，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也不少，每次学习和

复习，学生都感觉知识量太大，即使我勾了重点知识，但是学生还是感

觉知识量大，向我提出他们的大脑容量有限。

2.人体解剖学课的知识内容枯燥乏味，因此学生提不起兴趣。

上本课程时，由于知识枯燥乏味，再加上新生中很多没有医学基础

（人体解剖学都开设在新学期里），又缺乏对人体解剖学的正确认识，

感觉不到对以后的专业课和医院实习有什么重要意义，加上高职的学生

本来学习能力相比较本科的学生来说是有些差距，因此似听非听，不认

真学习本课程。

3.人体解剖学课很有系统性和特点性，尤其是系统解剖学的内容比

较宏观。

本课程的知识很系统，有它的知识框架体系。如果学生能够根据本

科程的知识框架体系学习，牢牢打好框架基础，未必不能够学好人体解

剖学。人体解剖学课里面大致分为九大系统，每个系统都从位置、形

态、特征、临床意义等方面进行阐述，很有它的特点性。每个系统里面

的知识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点是其普遍性的表现；但是每个系统里面的

知识又有许多的不同，不同点是其特殊性的表现。这种不同特点，方便

学生学习掌握，尤其是十分突出的不同特点，很容易让学生区分，并且

学习起来更容易记住。

4.人体解剖学课的内容较宏观，难度系数并不大。

通过图片、标本、模型、数字人等学习资料，非常宏观的掌握相应

的知识，能够肉眼看见，而且可以触及，并不是高深莫测性质的知识。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本课程的知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不管学生是否

有医学的基础）是可以掌握的，甚至容易掌握（比起理论性强、更加微

观、计算类的课程来说）。并且，本课程的知识主要属于识记性知识，

记住就可以了，没有太多需要分析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计算分析之类

的知识，记一记、背一背就可以了，为以后的专业知识打好牢固的基础

就行了。

3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情况

我校高职护理学生新生入学成绩总体不是很理想，学习能力不是很

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本科学生低，有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和

自主学习能力均偏低。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能力不怎么高，学习

主动性不怎么强，有些学生甚至在认识汉字方面都欠缺，学习人体解剖

学就更无从谈起了。一部分学生是从中职考入我校，医学基础比高中考

入我校的学生好些。针对我校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以下几

点认识：

1.学生的学习成绩偏低，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

从入校成绩就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的入校成绩偏低。虽然入校成

绩不能够代表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入校成绩是学生综合素质中的重要

一项，单单从入校成绩中起码看得出学生在学习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

学习能力确实有待提高。

2.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意识不高，学习兴趣不浓，学习主动性不强。由

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念等正处于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许多学生受社会不良

风气的影响，如功利主义、靠“走后门”找工作等等，使学生对学习的

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觉得学与不学、学好学坏一个样，甚至扭曲了学

生的心 灵；因此学生厌学情绪较普遍，自觉性和自控能力差，学风差，

不少学生沉迷手机、上网成瘾、纪律松散、不思进取等，常常是人在教

室心在外，应付上课，被迫上课，学习效果差，有的学生根本不知道授

课内容在课本的什么章节，这是影响和制约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

[2]在教学中，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学生强调：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

态度要端正，要做事先做人。端正学习态度，即使学习成绩差，也会因

为学习态度的端正使成绩有所提高。

3.中职护理专业学生入学读高职，其医学基础知识较扎实。中职护

理专业学生毕竟学过一遍人体解剖学，即使相隔两年没有学习人体解剖

学，起码对相关知识还是有所印象，进入高职再次学习人体解剖学，相

比没有学过人体解剖学这一课程的学生来说，还是占有优势的。

4 .普通高中学生入学读高职护理专业，其医学基础知识几乎为零

（除非家庭背景是医学的同学，或者对医学感兴趣而自觉学习医学知识

的学生以外）。

零医学基础的学生，医学思维需要建立。在授课中，教师要放慢授

课进度，慢慢引导学生入门，把握好先快后慢的节奏。前半学期上课

时，尤其是刚刚开始上课时，每节课不可讲太多内容，以免学生消化不

了，并且以防学生厌学情绪的产生。没有医学基础知识的功底，没有学

过人体解剖学课程的学生确确实实需要慢慢打好坚实的医学基础，循序

渐进的学习人体解剖学，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地建立起医学的思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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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5.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数来自偏远的四川西部，那里的教育水平相对

落后些。

尤其是有一小部分学生的汉字功底较差，不能够认出或者写出人体

解剖学书里的一些字。当然不能够认识几个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好一

些常用的人体解剖学的字都不认识，这就应该在识字方面补补课，多多

加强教育了。这部分学生对医学知识的理解力比较欠缺，与教育水平较

好的区域的学生比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教

师需要根据他们对人体解剖学课内容的实际接收能力来授课。

6.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中女生占多数，所以整个班级总体来说认真学

习的氛围较好（按常理来说，在学习方面，女生比男生更认真）。护理

专业中每个班级的男生数量很少，平均每个班级估计男生数量占百分之

十的比例。而女生的学习态度比男生的学习态度好很多，上课听讲中，

女生更容易积极投入到学习中，认真做好笔记，课后认真复习，学习效

率高。因为高职护理专业的女生占比很多，所以总体来说课堂纪律比较

好，学习氛围比较浓厚。综合分析，高职护理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

学生学习态度更好，学习效果更好。

 

4 教学思考

针对我校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情况和人体解剖学课的内容及特

点，浅谈一下我对讲授人体解剖学课的思考：如何使高职护理专业的学

生更能够听懂并掌握好人体解剖学这门课程。

1.根据学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好教学。课堂上把握好进度，针对

每个班级学生的接收能力进行适当的授课节奏调整，让大部分学生首先

能够听懂课堂知识，这就是把握好学生的普遍性进行教学。针对个别学

生对知识的接收能力有所欠缺，课堂上多关注这样的学生，课后和他们

聊聊，了解此类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他们做好相应的知识调试，这就是

把握好学生的特殊性进行教学。

2.用框架知识的形式记忆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内

容可以按系统划分，可以用树枝框架总结好每个系统的知识点，每次上

完一个系统要求学生做好本系统的框架知识总结。框架知识总结要做好

并不简单，虽然花的精力和时间有些多，但是打好坚实的基础，对于期

末的复习和以后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从感性认识中学习人体解剖学知识。通过插图、数字人、标本学

习人体解剖学知识，图片记忆法在人体解剖学课程中里面占有重要位

置。感性认识更加能够使学生记忆深刻，非常形象化，比文字更容易记

住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点。

4.联系生活实际与临床案例进行教学。我们可以把人体解剖学的知

识点与我们生活实际联系上，可以从养身保健的方面入手，让学生知道

学习人体解剖学对自己的健康有重要意义，树立养身保健的观念，可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正确引导学生学习人体

解剖学。

5.根据我校高职护理专业的特点进行人体解剖学课的教学，树立为

临床护理服务的整体教学观。护理专业教材中70%的内容与解剖学有关，

其中抢救操作技术100%与解剖学相关[3]。因此，与护理专业相关的应用

解剖学内容可以包括：①日常生活护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②注射、穿

刺的人体解剖学知识；③插管技术的人体解剖学知识。针对这些具有护

理专业特色的人体解剖学内容，重点讲解这些应用解剖学知识在临床护

理操作过程中是如何应用，在上人体解剖学实验课时，融入相关的护理

技术操作，为以后学习护理专业课程和临床护理实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学生是否能准确完成相关的临床护理

操作，而是关注学生能否掌握解剖学知识在护理操作中的应用。[4]

结语

根据人体解剖学的内容和特点，以及我校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

情况，作为教师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担任人体解剖学课的教师，

学会根据本课内容及特点和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进行教学，做到普遍性

教学与特殊性教学的有机结合，学会大课堂教学，同时也会因材施教。

只要教师的学识丰富和教法得当，根据我校高职护理专业特点及学生特

点进行人体解剖学的教学工作，我想：在解剖学的教学效果中一定会画

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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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学工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

摘要：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职业院校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学工管理迎来了新

的挑战。在信息话办公的社会背景下，如何高效的开展学工管理工作成为一个热点课

题。通过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能够大大的提高学工管理的效率，适应当下学生增加的趋

势。目前，虽然众多职业院校开展了学工管理信息化的建设，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

着较多的问题，导致学工管理的效率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提升。通过对目前职业院校学

工管理信息化现状的分析，挖掘其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以此来构建高效的信息化学工管

理体系，为职业院校的快速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

关键词：职业院校； 学工管理； 信息化建设 

吴祖秧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巴中  636000）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普及力度不断增大，

职业学院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随着职业学院的规模不断壮大，开设的

专业数量及学生人数迅猛增加，职业学院的学工管理迎来新的挑战。传

统的学工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职业学院的发展需求。部分职业院校采

取分院的方式来进行二级管理，以此缓解学工管理的难度，但是由于专

业人员的缺乏、信息系统的落后等问题导致这些职业院校的学工管理效

率较低，影响了职业院校的快速发展。通过构建学工管理信息化系统，

创新学工管理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成为一个热点课题。结合目前职业

院校学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对学工管理信息化系统进行升级改进，为职

业院校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

2 职业院校学工管理的现状

职业院校的学工管理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对学校的管理来说是

一个较大的挑战。大部分职业院校的学工管理模式较为单一，采用的信

息化管理系统功能简陋，不利于职业院校的高效管理。以下就对职业院

校的学工管理方法及信息化建设现状进行分析：

2.1学工管理的方法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职业院校学工管理中，主要采用分院模式来进行

二级管理。二级管理虽然缓解了人员众多的压力，但是主管学院与分院

之间的沟通成为了一个较大的挑战。部分独立院校存在师资队伍建设不

足的情况，导致了学工管理人员专业性不足。由于缺乏专业的培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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