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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的照护需求日益增加。世界技能大赛中的健康和社会照护赛项理念贴近老年护理一线工作情境，

为实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本文抓住目前老年实训课程存在的问题，对标世界技能大赛项目进行本土化改良，推出了更适

合目前高职院校的老年护理实训课程体系。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society, the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concep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events in 

the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close to the front-line working situation of elderly nursing,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raining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courses for the elderly are grasped, and the project of the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ocalized and improved, and a nursing training cours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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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常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健康和社会照护”赛项（以下简称“大赛”）是社会及个人服务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职业类别下的比赛项目之一[1]。我国

选手于 2022 年在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中取得铜牌，实现该赛项奖

牌的零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弘扬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2]。2020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增“健康与社会照护”赛项，赛项内容多关注

于老年人的照护问题。为迎合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契合健康中国的

战略目标和“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通过对大赛的理念、技术

文件和标准的深入研究，建立老年护理实训课程体系，以期为老年

护理人才培养的新方式提供具体参考。 

一、老年护理实训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特色不显著 

老年护理课程设置内容通常会与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外科

护理等相关课程有重叠和交叉，因此实训课程的安排通常会成为这

类课程实训内容的补充部分，专业附属性质较强，专业特色不明显。 

（二）实训内容脱离真实岗位场景 

由于护理专业的学生护资考试要求为需要临床实训 8 个月，因

此老年护理专业实习多在综合性医院。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实习

和融入临床工作，实训课程的场景通常多设置为医院场景，针对于

某些常见疾病培养学生的护理技能照护，忽略老年人生活场景的多

样化的同时，忽视了健康老年人的照护。 

（三）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健全 

老年护理实训课程的考核多采用“平时成绩+理论成绩+实际操

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多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考核，实际操作考核

为辅[3]。而在实际工作中，老年护理专业的学生面对的是需要有言

语沟通、情感交流及陪伴共享的老年人，因此仅仅测量分数的评判

是片面的，需要较大程度地融入评价分数的测量，即人文测量分数。 

二、借鉴大赛理念构建老年实训课程框架 

（一）全面剖析大赛理念，深入探讨课程内涵 

健康和社会照护赛项理念是以基本照护技能为基础，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的理念[4]，由原来的单纯照护老年人生理问题的理念，

转变为在老年人解决健康问题的同时，与老年及其家人进行合作，

根据其需求选择最优的照护方案，积极发挥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

切实调动老年人、家人主动参与到照护活动中。 

（二）植根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构建护理实训课程框架 

老年护理实训课程以大赛理念为基础，培养老年护理人才的综

合能力及职业素养，建立老年护理实训课程体系。 

（三）以岗位素质要求为导向，细化职业素质培养目标 

以课堂教学评价为基础，将素质评价纳入教学实施全过程中。

围绕老年护理岗位特点开展实践活动，将新时代卫生健康职业精神

融入教学全过程。 

三、老年护理实践课程构成体系 

（一）实训模块设置 

按照实训场景的不同，借鉴世赛理念，设置实训课程模块分别

为医院模块、养老院模块、社区模块和家庭模块[5]。要求学生掌握

相关专业，特别是对疾病的知识和技能，医疗仪器设备的使用，不

同场景下的工作流程。 

（二）模块考核项目 

根据老年护理照护内容的特点，设置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书写照

护计划、实际照护、撰写反思报告及绘制健康教育海报。 

通过与医院、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专家进行访谈及课程教研活

动，结合一线实际工作的特点，医院模块和居家模块设置的是完成

照护计划书写、进行实际照护及撰写反思报告，养老院模块和社区

模块设置的是照护计划书写、进行实际照护及制作健康教育海报。 

照护计划培养学生工作的计划性及条理性；实际操作要求学生

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并为老年人健康问题提供解决的方

法；反思报告的撰写要求学生能够对本次照护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思

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健康教育海报开拓了学

生健康宣教方法的新思路。 

（三）实操案例模板 

实操案例的编写吸纳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赛项相关

案例，并进行适当修订，形成实操案例库。以医院模块案例举例如

下： 

李晓红，女，69 岁。5 年前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伴喘息，诊

断为“支气管哮喘”住院治疗，间断雾化吸入乙酰半胱氨酸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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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缓解。近 1 周，出现无明显诱因上述症状突然加重，再次以“支

气管哮喘”收住院。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听诊双肺满布哮鸣音，

肺功能检查为中度阻塞型肺通气功能障碍，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

她心情烦躁，对发病原因不详。给予抗感染、止咳、化痰、平喘等

对症治疗 1 周，症状缓解较明显。你是照护员 XX。 

照护任务 

请书写照护计划、完成实际照护任务并撰写反思报告。 

实际照护任务： 

v 为患者进行持续双侧鼻导管氧气吸入 

v 为患者进行超声波雾化吸入乙酰半胱氨酸治疗 

四、考核标准 

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进行本土化改良，同时与教研组成员

进行考核设计，最终制定考核标准，涵盖照护计划评分标准（见表

1）、实际操作评分标准（见表 2、表 3）、反思报告评分标准（表 4）

以及健康教育海报评分标准（表 5），其中实际操作评分标准包括客

观评价和主观评价（人文评价）两部分。 

表 1   照护计划评分标准 

子标准名称 

评分类型 

M=测量 

J=评判 

评分项目描述 

M 根据案例列出 3-4 项任务，清晰完整，有条理性和逻辑性，重点突出 

M 根 据 总 体 的 时 间 进 行 合 理 安 排 ， 条 理 清 晰 ， 不 超 时  

M 
写 清 楚 每 项任务要达到的照护目标，至少包括 4 个目标。目标应具体、可评价，不可含糊不清或无法实

行 

M 照护目标体现以“人”为中心 

M 书 面 计划单页上有学生的姓名、学号和班级。字数适中，字体清晰可读等 

照护 

计划 

M 按 照计划在实践中执行，或者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 

表 2  实际操作评分标准—客观评价 

子标准名称 

评分类型 

M=测量 

J=评判 

评分项目描述 

M 护理人员穿着得体，未留长指甲，长发盘起，未佩戴首饰 

M 核实老年人的身份 

M 与老年人建立融洽互信关系 

M 对老年人进行一般情况评估、 疾病相关情况 

M 
评估老年人对于自身疾病、营养饮食、身体状况等的了解与需求，能够正确应用相关的

量表 

M 需结合家庭背景情况进行，评估老年人的家庭、社会、心理对其影响 

M 解释本次照护目的、意义 

M 确认老年人已理解本次照护过程 

M 实际照护任务的实施：不违反基本原则，能够根据实际 情况完成任务。包括物品准备。

M 离开前整理床单位或与其相关的环境 

M 记录评估、照护情况及老年人满意程度 

M 确保老年人舒适并给予积极支持 

M 鼓励老年人最大限度发挥能动性 

M 保护老年人的隐私 

M 护理人员完成照护前能充分与老年人沟通，并根据情况给予需求能否满足的反馈 

M 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措施 

M 遵守感染控制和管理要求，坚持卫生原则 

M 注意劳动保护 

M 通过健康教育，使老年人能够学习新的生活技能，促 进健康生活方式 

M 讨论如何从他人/社会获得帮助（如通过网络或借助智能化设备等） 

M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M 对法律、法规、公约、标准等有无违反的言行 

J 共情沟通，积极倾听 

沟通、评估 

与实际照护 

 

M 按时完成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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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际操作评分标准—主观评价（人文评价） 

等级 子标准名

称 

评分项目 描

述 
具体内容描述 

0 1 2 3 

(1)在 与 老 年 人 沟 通 的 过 程 中 ， 目 光 尽 量保持同一高度，以表示对老年人的尊重 

(2)语 气 友 好 ， 与 老 年 人 讲 话 不用命令性语气；对于老年人的积极配合和表现，能够

及时表 示 赞 赏 和 鼓 励  

(3) 保 持 积 极 的 照 护 态 度 ，使 用 积极倾听技巧，例如：重复 老 年 人 正 在 使 用 的 词 语，

点头，或说“哦”等，体现出护理人员在积极聆听。 

(4)护 理 人 员 对 老 年 人 的 担 忧有反应，并能够表示关切 

(5)护 理 人 员 与 老 年 人 有 效 互动，避免单方面说教 

(6)提 出 的 问 题 充 分 且 具 有 目标性 

(7)能 准 确 地 回 答 老 年 人 提 出 的 健 康 相 关 问 题 

 

 

 

沟通与实

际照护 

 

 

 

共情沟通，积极

倾听 

(8)交 谈 过 程 中 ， 不 会 有 意中断老年人的讲话 

    

表 4 反思报告评分标准 

子标准名称 

评分类型 

M=测量 

J=评判 

评分项目描述 

描述要反思的事件 描述在本项目中某一个你需要反思的学习事件，描述发生了什么？ 

感受 在这一学习事件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 

评价 1 在这个学习事件中，你做的好的方面有哪些？好的体验有哪些？ 

评价 2 在这个学习事件中，你有什么问题/困难？不足的方面在哪里？ 

分析 认真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困难？ 

总结 在这个学习事件中，你还能做什么？ 

反思报告 

 

提升计划 
今后你将采取哪些措施去改进和提升照护方式？如何去克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如果再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你将会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并做出什么样改变？ 

表 5 健康教育海报评分标准 

子标准名称 

评分类型 

M=测量 

J=评判 

评分项目描述 

字体足够大，1 米外可看 到 文字高度至少 1.5cm 

字迹清晰 海报没有修改和删除 

至少使用 4 种不同颜色  

绘制元素多于书写元素  

文字简短易懂  

疾 病 或 是 健 康 教 育 信息 清晰易懂 4 个主题得最高分 

健康教育 

海报 

避免诱发因素信息  

五、总结 

目前，我们已经将该实训课程体系应用到实际教学过程中，在

学生中得到了好评，同时教师也能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复合型老年护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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