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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基于工作过程的内科护理学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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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内科护理教学相对于其他科目的教学而言具备更加复杂、系统化的特征，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相对较高。在以往的内科护理

教学中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例如教学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教材为核心，教学过程固定且单一，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相对较差。基于工作过

程的课程教学改革措施，主要是基于临床真实的工作环境以及需求，采用以能力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及以教师为主导角色的教学措施，

促使课堂教学更加合理，可以更好的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以及岗位的人才要求。对此，本文简要分析基于工作过程的内科护理学课程改革，

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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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近些年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转变，促使以往以疾病为主

的服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临床的需求，以生理、心理、社会结合性

模式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普及间接性提高职业教育的相关要求。

想要更好地培养适应临床工作的高技术性人才，就必须在人才培养

期间促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基础知识，并注重创新与实践性能力的培

养，保持较强的职业素养，从而实现能力为本、职业实践为主线的

模块化教学。对此，探讨基于工作过程的内科护理学课程改革具备

显著教学价值。

1 传统内科护理教学的相关问题

传统的内科护理教学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以突出学科的

教学课程为主，教材的编写则是以知识点的叙述为主，教师在教学

期间会过多的注重知识点的讲解，更加的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对

于职业能力、素养方面的培养相对而言并不重视，导致职业教育逐

渐偏离以学生、能力和岗位为中心的基础思路 [1]-[2]。当然，这并不

是说理论知识不重要，而是说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取，

这一种教学模式一方面会导致教学期间学生处于一个被动的学习状

态，教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导致学生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缺

少相应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学生的学习过程

无选择性，内容方面的定式特征，促使学生学习过程不合理，部分

内容甚至可能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同时也可能存在不合理、不

实用的问题，使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发展、岗位从事之间缺少关

联性，没有岗位任务的明确关联，导致教学效果较差。

2 基于工作过程的内科护理学课程改革

2.1 教学内容的设计

内科护理教学课程主要是以国家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大纲作为

依据，和护理行业的专家共同商讨之后，遵循医院内科的设置特征

而构建的学习领域，其主要涉及到呼吸内科、心内科、肾内科、风

湿科、血液内科等，属于一个完整工作任务情境为基础的教学过程
[3]-[4]。在教学方面需要按照内科护理的岗位特殊性及其对于职业的

相关要求，对内科护理的教学任务以及职业能力进行分析，并以内

科岗位的护理工作任务作为主要思路，将临床内科的疾病患者护理

工作转化成为内科护理技能的集成化内容模块，并设计相应的教学

项目，根据临床内科护理工作的流程划分为不同的任务，第一是对

患者实行护理评估，涉及到身体评估以及资料的收集。第二是提出

患者存在的护理问题并制定具体的护理计划。第三是对患者提供护

理帮助，例如用药护理、病情观察、医疗操作性护理以及心理护理

等。第四是做好护理评价，判断护理操作实施效果并对患者的病情

进行评估。第五是为患者提供健康教育，例如饮食和运动、疾病知识、

用药的指导以及功能性示教等护理内容。最后是做好护理文书的记

录，并做好交接班的信息沟通交流与报告。

2.2 教学过程设计与单元实施

教学过程中教学单元在实施期间必须遵循以项目为驱动以能力

为核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以主

导性角色为主，教学中尽可能保持教学的一体化特征 [5]。与此同

时，所有的教学单元设计都应当以贴近真实临床工作环境为主，按

照病案资料做好临床工作设计的对应性任务，并将临床内科中常用

的疾病患者护理工作转化成为内科护理教学的技能模块。在教学期

间可以促使学生从以往被动学习过程转变为课堂主体，以护士角色

的引入促使学生掌握和患者的沟通交流能力、病情观察能力，促使

学生的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同时还可以更好地强化

学生团队协作、吃苦耐劳等多方面的能力。在课堂教学期间，可以

先告知学生项目化教学的整体安排，并拟定具体的角色，如教师扮

演护士长，学生担任护士，同时按照每一次任务情境的变化进行调

整，同时划分为多个小组，根据 4 到 6 人为一组的方式进行团队学

习，针对不同内科中的患者，按照护理程序提供病情评估、护理诊断、

计划制定、实施和评价，并为患者提供心理护理、健康教育，保障

护理文书的书写记录完整性。

2.3 考核

在教学考核方面确保考核覆盖每一个过程与结果，评价的方式

以组内的相互评价、组间的相互评价以及教师的评价为主，评价的

内容涉及到知识、素质以及技能，例如学习态度、操作能力、语言

沟通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采用期末闭卷方式进行考核，内容以

国家护士职业考试与岗位所需要的理论知识为主。在内科护理教学

中，学生的课程总成绩构成包括项目过程考核、项目成果考核、的

期末理论考核。

3 总结

综上所述，基于工作过程在内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价值突出，

在内科护理技巧、综合护理素质等多方面均具备显著的教育作用。

为了更好地提升内科护理教育质量以及教学效率，教师需要高度重

视教学方式的创新与优化，借助基于工作过程法的方式开展内科护

理教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实践性能力、

思维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等，可以更好地提升整体教学效率与质

量，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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