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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代码)

护理（5202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职业面向如表 1 所示。

表 1本专业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

（或技术领域）
职业类证书举例

医药卫生大类

（62）

护理类

（6202）

卫生（84） 内科护士

（2-05-08-01）

儿科护士

（2-05-08-02）

急诊护士

（2-05-08-03）

外科护士

（2-05-08-04）

社区护士

（2-05-08-05）

助产士

（2-05-08-06）

口腔科护士

（2-05-08-07）

妇产科护士

（2-05-08-08）

中医护士

（2-05-08-09

临床护理

社区护理

健康保健

养老服务

护士资格证

育婴师证

美容师证

养老护理员证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1+X 老年照护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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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和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

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医院及其

他医疗卫生机构的护理岗位，能够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

健康保健、养老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

求：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

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

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

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

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神；具有尊重病人、保护隐私、患者利益至上的服

务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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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

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

良好的行为习惯；

（7）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

术特长或爱好。

（8）树立依法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观念，学会用法律

保护病人和自身利益。

2.知识

（1）掌握必备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伦理与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

护、医疗安全等相关知识。

（3）掌握护理专业必需的基础医学理论和卫生保健与

疾病预防知识。

（4）掌握儿童、妇女、成人、老年人常见疾病的病因、

发病机理、健康史、身心状况、辅助检查、治疗原则、护理

措施及护理评价等相关知识。

（5）掌握儿童、妇女、成人、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护理

教育、健康照护及职业防护等相关知识。

（6）掌握基础护理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并能

联系实际；熟悉常用护理技术的应用范围、操作原理；了解

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应、及处理方法。

（7）掌握对急危重症病患者进行诊断、急救护理等相

关知识。

（8）熟悉社区传染病的流行及传播的基本条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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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传染病的防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知识。

（9）掌握健康史评估、身体评估的基本知识；了解辅

助检查的临床意义；掌握病历书写的基本方法。

（10）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中医基础护理技术，了解

精神障碍常见疾病的护理等专科护理知识。

（11）通过护理专业顶岗实习，了解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的运作、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和医疗护理文化。

3.能力

（1）具有对儿童、妇女、成人、老年人的身体、心理、

社会、文化等方面提供整体护理的能力。

（2）能够观察儿童、妇女、成人、老年人常见疾病的

病情变化、治疗效果及药物不良反应并进行及时处理的能

力。

（3）能够独立进行对儿童、妇女、成人、老年人常见

疾病的健康教育和卫生保健指导。

（4）能够规范地开展急危重症的抢救配合，具备一定

的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护能力，能够对社区人群进行急救技术

宣教。

（5）能够从事手术室护理工作，能够对外科疾病病人

进行围手术期护理。

（6）具有完整记录护理过程的能力，能对收集的信息

作出正确判断并制定护理计划。

（7）具有健康史评估、身体评估的能力；学会判读辅

助检查的临床意义；能够进行护理病历书写。

（8）能规范地进行各项基础护理技术操作；能按护理

程序为护理对象提供整体护理，满足护理对象生理、心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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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需求。

（9） ғ ɻ Ԑ , ָ

ῗ ɼ

（10）能够对患者进行初步的中医体质辨识;能够识别

精神科患者的急危状态，能够对有自知力的精神科患者及家

属进行精神健康卫生宣教。

（11）能够从事康复护理工作，能运用康复护理基本技

术、康复护理治疗技术指导病人进行训练、治疗和护理; 能

熟练掌握一般常见病的诊疗方法，具有紧急处理及康复护理

的知识和技能，有丰富的判断能力和应急能力，能完成预防、

保健、医疗、康复、健康促进、计划生育指导、临终关怀等

护理服务。

（1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伦理意识、法律意识、医

疗安全意识，以及评判性思维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有健康

的体魄。

（13）能够熟练运用心理护理的程序对患者进行正确的

心理护理、同时学会运用心理评估的技术能对患者做出初步

的心理诊断和适合的心理护理方案。

（14）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充分掌握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内容，通过护士执

业资格证考试。

（15）能够依据婴儿护理知识，对婴儿气管异物进行紧

急处理;能够掌握产后恢复操护理知识，指导产妇进行产后

形体恢复训练。

（16）具有提供提供健康体检与咨询及家庭护理服务并

进行健康教育的能力；具有提供老年人情感支持和生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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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满足老年人的生理、心理需要，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的能力。

（17）具有初步处理或协助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

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护理专业职业能力分析表

本专业课程设置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来源于职业

（岗位群）的职业能力要求，见下表。

表 2本专业职业能力分析表

序号 职业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专业能力要求

（技能点）

相关知识要求

（知识点）

对应课程

1

ָ

Ὺ 1ɻ

ָЇ

ᵆɼ

2ɻ Ї

Ї┼

ɼ

3ɻ ⅓

Ї

ɼ

4ɻẦ

Їꜘ

5ɻ

֢

ЇẦ

ӫ

Їằ

ғ₴

ɼ

1. Ὺ

ָ

ᵆɼ

2Љ ∆₴Ὺ

ָ

ɻ

ɻ

ᴍɼ

3Љ Ὺ

ָ

Ὺ

Ї

₴

ɼ

4. Ὺ

Ї

Ầ

ɼ

5Љ ᴰῪ

ָ

∑ɼ

6Љ Ὺ

ɻ

1.

ָ

Ж

2.

ָ

Ж

3.

ָ

Ж

4.

ָ

Ж

5.

ָ

Ж

6.Ὺⅎ

ָ

Ж

7.

ָ Ж

8.

ָ

Ж

9.ᴶ

ָ Ж

1. █

2.

3.

4.

5.ằ ᵆ

6.

7.ᾟ

8. ֥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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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Ὺ

Ҙ

Ї√ ”

Ὺ

Ҳ └

Ї

ָ

ᵩ ɼ

7Љ Ὺ

Ḧ

ằ ָ

Ї

үᵩɻ

ָ ᶱ

ằ Ḍ ꜙ

Ⱶɼ

8ЉΊ

ҟ

ҿӥ Ї

Ὺ

Ҳ ₴

ɻ

Ї

ҟɻ ɻײַ

ɻҪ

ᵲ

ᵲ Ї

Ί

ᵲ ɼ

10.

2 ᾟ 1.┼

↔Ж

2. ɻ

Ж

3. ᾟ

Ḧằ ῠ

Ж

4.Ḍ ᾟ

ằ

1. ᾟ

‟Ầ₴

ᴍ

ᾟ

Ầ₴

Ж

2. ᴰ Ғ

ῠ Ѓ

Ӹ ῠɻָ

ῠɻ

ῠЄ ᾟ

Ж

3. ᴰָ

ῠӸ

1.ᾟ ⅎ

ɻᵩ

ɼ

2. ῠ

ɻ

Ӹ ῠᴮ

ꜘ ∑

3. ᾟ

Ḧằ Ж

4. ↔ᾭ

Ὺ

Ԑ Ж

ָᵩ ғ

ɻ ɻ

ɻ

ɻ

ᾟ ɻ

ᴼ ɻ

ᴀғ 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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Ӹ

ɼ

4.

ᵲ ᾟ ɻ

ᾟ ꜠ ɼ

5. ᾟ

↔

ᾭ Ж ⌡

↔ᾭ ₴

Ғ Ї

ɼ

6. ⅎ

ᾟғ

֥ᾟ

Ж┼

ᾟ ֥ᾟ

↔ɼ

7. ┼ ᾟ

↔

ɼ

5. ᾟ

Ḧằ Ж

6. ᾟ

ⅎ Ж

ᾟ ֥

ᾟ Ж

ᾟ ₉

Ж

7.ᾟ

ɻҹ ɻ

∑ɻ

Ж

8.ᾟ ᴶ

ɼ

3

ɻ

1. ᵆ

ָЇ∆₴

Ї┼

╦

Ж

2.

Ҳ

ᵲЖ

3.

Ҳ

ᵲЖ

4.┼

ָ

Ж

5.┼

ằ Ж

1.

ᵲ

∑Ж

2.ᴰ ָ

╦ ‼

Ж

3. ꜡

╦

ָ

ғ Ж

4. Ҳ

ғᴶ Ж

5. ꜡

Ґ

ᵲЖ

6.

Ὺ

ᵲЖ

7.

1. ָ

ᵩ ғ

Ї ᴧᾫЖ

2.

ᵲɻ

Ї

Ж

3.∕ᴺɻ

ɻ

ָ Ж

4.

ָ Ж

5.

ָ Ж

6.

ָ Ж

7.

ָ Ж

8.

ָ

Ж

1. █

2.

3.

4.

5.ằ ᵆ

6.Ὺ

7.ᾟ

8. ֥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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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ᵲЖ

8. ғ

Ὶ ֢

Ὶ

ɼ

9.

ָ

Ж

10. ғῗ

ָ

Ж

4 ɻ

ɻ

ICU

1.Ԑ

Ж

2. Ὺ

꜡

ᵲЖ

3. ICU Ὺ

꜡

ᵲЖ

4. ָ

ғ ᴶ

Ж

1. ≡

Ὴ Ḧ

ῊЖ

2.

ⅎ

Ж

2.

Ẩ

Ж

3.

Ḧ

Ж

ᾫ Ж

4. ᴺ₴

Ж

5. ɻ

ᵣ

Ж

6. Ҳ

Ỹ

ɻ ɻ

ɻ

ᵲЖ

7. ғ

Ὶ

ЇᶕῚ

Ж

8.

ɻ Ҳ

Ж

9.

ָ

ῗ Ї

1.

ꜙᵩ ɻ

ɻ

ɻICU

ᵩ Ж

2. ⅎ Ї

Ж

3.

Е

ɻ

ɻ

ɻ

Ж

4. ᵲ

Е ɻ

Ҳɻ

ᵲɻ

ᵲɻ

Ж

5. Ҳ Е

  Ҳ

ɻCO Ҳ ɻ

Ҳ ɻ

Ỹ Ҳ

ɻ Ҳ Ж

6. ɻҲ ɻ

₵ᴺɻ꜠

ᴺ ғ

Ж

7. Ԑ

Е ɻ

ɻ

Ԑᴌ ғ

ԝ Ж

8.

Ж

9.ICU

1. █

2.

3.

4.

5.ằ ᵆ

6.Ὺ

7.

8.ᾟ

9. ֥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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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

Ж

5 1.┼

2. ằ

3.

4. ָ

Ḧằ

5.

1.

ằ

2.

3.

4. ָ

5. Ԑ

ᴌ

ғ

1. ằ

ғ

2. ằ

ғḌ

3.

ғ

4. ָ

Ḧằ

5.

ғ

6. ᴶ

ғ

7. Ԑ

ᴌ

ғ

1.ָᵩ ғ

2.

3.

4.

4.

5. ᴼ

6. ᴀғ

7.

6 ֥ 1. ꜡

֥

ᵲЇ Ḧ

Ὴ

Ї

ָЇẦ

ָ Ї

בָ

ῗ ɻ

Ї

Їᶕ

ָ

ɼ

2. ꜡ ┼

֥╦

Ї

֥╦ ῗ

ɼ

3. ꜡

ָ

█ ֥ɻ

ⅎ

ЇḦ ᵲ

1.ᴰᶕ

ɼ

2.ᴰ

ᵩ ɻᶕ

Їᴰ

֥

ɼ

3.ᴰᶕ

סּ ᴀɻ

ᾟ

ᴀЖ

4.ᴰ

ɻ ɼ

5.ᴰ ֥

Ӹ Ḧ

ằ ɼ

6.

ᾟ

ɼ

7. ᴰ

ɻ

ᵲ

1.

█ғ

ɼ

2.

ɼ

3.ⅎ

ɼ

4.֥

ɼ

5.

ɼ

6.

ɼ

7.

ɼ

8. ⅎ ֥

ɼ

9.ⅎ

֥ ɼ

10. ֥

ɼ

11.

ɼ

1. █

2.

3.

4.

5.ằ ᵆ

6.Ὺ

7.ᾟ

8. ֥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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Ὴ

ɼ

4. ֥

ᾟ ᵩ

‟Ї Ὶ

Ї ᵩ ɻ

ɻ ɻ

ɼ

5. ᾟ

√

Ї ɻ

ЇḦ

ᾟ

ằ ɼ

6.

ᵫ

ᾟЇ ᾟ

ῠ ɻ

ɻ Ӹ

ῠ ɼ

7.Ầ ╦

҅⅓‼

ᵲЇ

ɻ

Ї

ɻ ɻ“

∆

ɼ

8.Ầ

Ḧ

ῠɻ ɻ

ɻ

ᵲɼ

9.ҿ

ָ

ằ

ɼ

10.

ᵲ ЇҪ

ᶕ ɼ

8. ‼

ɼ

9. ‼

ɻָ ɻҏ

ɻ

ᵲ Ї

Ҳ ɼ

12.

ɼ

13.

ɼ

14. ῠ

ɼ

15.

Ὺⅎ

ɼ

16.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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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ЇḦ

Ὺ

ɻ

ᵲ Ὴɼ

7 Ҳ 1. ᵆ Ҳ

ᵩ ⅎ Ж

2. Ҳ

ɻ

ɻ

Ҳ

ᵲЖ

3. ᵩ

Ї

Ҳ

ᵆЖ

4.┼

Ҳ ằ

Ж

1. Ҳ

ɻ

Ж

2.Ί

ᵩ

Ҳ

ⱵЖ

3.Ί ҿ

ᶱҲ

ằ

Ⱶɼ

1.

2.֒

3.

4.

5.

6.Ҳ ғ ╛

7.Ӣ ᵩ

8. Ҳ

1.Ҳ

2. █

3.

4.

5.

6.ằ ᵆ

7.Ὺ

8.ᾟ

9. ֥

10.

11.

12.

13.

8

ꜙ

ָ

ῠ 1.

ָ ɻ

ɻ

Ж

2. Ὴ

Ḧ Ї

ᴺ Ж

3. ɻ

ɻ ɻ

‡

ЇẦ ῗ

Ж

4. ꜡

Ї

ɻ

ҹ Ж

5. ằ

ɼ

Ί ᶱ

ָ

꜡Ї

ָ

ɻ Ї

” ָ

ằ

Ⱶɼ

ָ

ɻ

ɻằ

ɻ ‟ɻ

꜡ ɻ

∑ɻ

ɻ

ɻằ

ῗ ɼ

1. █

2.

3.

4.

5.ằ ᵆ

6.

7.

8.

9.

10.

9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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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及要求

表 3 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及要求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ʃ ғ

ʄ

Ѓ҅Є

Ί

ῠɼ

ЃԑЄ

Е ᴰɻ

ɻ ҟ ɼ

ЃҎЄ Ⱶ

ᴰ Е ᵫ

ӥɻ ᵫẦָɻ

ᵫẦԐ ᵫ֢ ɼ

ᾫ Ӏӎ ָ

ɻᴍẅ ɻ

ɻ Ї ᴰӀ

ӎ ᴍẅ ғ ᴰ

Ӏӎ ῗ

Їᴶ Ҳ ᴶ

Ї Ҳ Ї

Ї

ῠɼ

ɻ ɻ ɻ

ɻ ԓ҅

ᵩЇ Ҳ

ɻ ᶡⅎ ɻ

ɻ

ᴰɻ ɻ

Ї ꜡ ῠ ᴮ

ῠɼ

2

ʃ ҡ Ҳ

ᴰӀӎ

ᵩ ʄ

Ѓ҅Є

1.Ί ᾫ Ӏӎ

ῠЖ

2.Ί Ғ ғ

Їּד ╦ ᴮ

Ж

3.Ί ᴰ

ᴑ ғ ᵩӀӎ

ɼ

ЃԑЄ

ᾫ ӀӎҲ

ש

ῚӀ Ὺ

ЃҎЄ Ⱶ

1. Ԑ

2. ∕ Ⱶ

Ҳ ΐ֥Ά

ᾫ Ӏӎ

Ҳ Ίᵩ

֥ ᾫ ӀӎҲ

ש ҩ

Ї ꜡

ҡ ɻ

ɻŅҎүש ņ

ɻ

ɻӥ Ҳש

ᴰӀӎ

҅ ғ Ḻ

ᵩ Ї

╔ Ҳ ΐ

֥Άҿ־Ӎ ɻ ᾫ

Ӏӎҿ־Ӎ ɻҲ

ᴰӀӎҿ־

Ӎ Ї ү Ḫɼ

1.ᵩ ᾫ

Ӏӎ Ї

ש ɼ

2. ₴

ꜗ Ї

ɼ

3.

ᾫ ɻ

Ї Ḫ ɼ

3
ʃӥ Ҳש

ᴰӀӎ

ʄ

Ѓ҅Є

1.Ὴ ש

Ҳ ᴰӀӎ

ҹҲ ᴰ

‟

ᴑɼ

2. Ҳש

ᴰӀ

1. ᾫ ӀӎҲ

2. Ҳ

ᴰӀӎ

ᴑꜙ

3. Ά Ὴ

1.

Ї Ї

” ɼ

2.Ὴ

Ї

Ņ ү ņ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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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Ά ∕

‼

3. ӥ ש

Ҳ ᴰӀӎ

Ҳש ΐ

֥Ά ɻ

ɻ ᴰ

ɼ

ЃԑЄ

1. ӥӥ

Ҳש

ᴰӀӎ

2. ᾫ Ӏӎ

Ҳ

3. Ҳש

ᴰӀ

ҲΆ

∕ ‼

ЃҎЄ Ⱶ

1.

ᴰ ӥ

Ҳש ᴰӀ

ӎ ɻ‼

2. Ӏ

ӎ Ӏӎ

ɻⅎ

ɻ ” Ⱶ

3. ῠ ɻ∕ ɻ

ɻ ɻ ɻ

Ⱶ

4. ָװ ҿ

Ҳ

װ.5

6.Ὴ

7. Ὴ ָ

Ӏ

8.Ὴ ᶳ

9. ᴰӀӎ

10.ꜘ װ

ҿ ᴰ

11. ᴰӀ

ӎ

12. ҅

Ά ɻ ɻם

ᵲ ᴮ ָ  

13.Ὴ

ᵩ Ὴ

14. Ņ҅ ҩ

┼ņ ҅

15. ꜠ ָ

ΐ ᵩ

16.Ὴ Ҫה

Ά

қ

Їװ ָɼ

4.

Ї

ɼ

4 ʃ ғשׂ ʄ

Ѓ҅Є

1.Ί ⅎ

≡ Ὺ שׂ

ῠЖ

2.Ί Ά

ῠЖ

ЃԑЄ

ᾥⅎ ᾫ Ӏ

ӎ שׂ ɻΆ

ɻ

ɻ Ὺ שׂ

Ҳ ש

Ӑ

∕

Ґ

Ӑ

қ

ɻ ɻ Ї

Ҳ

ɻ ᶡⅎ ɻ

ɻ

Ї ꜡

қ Ҳ

Їשׂ

Ҳ

ⱵЇꜘ

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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Ὶ ɼ

ЃҎЄ Ⱶ

ᾫ Ӏ

ӎ ɻ

ⅎ ”

Ⱶɼ

ᴑ ᶕ

ɼ

5 ʃ ʄ

Ѓ҅Є

1.Ί Ӏ꜠ῗ

Ж

2.Ί ɻ

ғḪ

ɼ

ЃԑЄ

1.ԋ

ɻ Ӏ ɻ

ṢЇ

Ж

2.

Ԑҟ ғ

↔Ж

3. Ά

ɼ

ЃԑЄ Ⱶ

Ί ҅

Ⱶɻⅎ Ⱶғ

Ⱶɼ

҅ Е

ԑ Е

ӂ

Ҏ Е

Е

ԝ꜡ ᴰ

֒ Е

῏ Е

Ԑҟ

҈ ЕҒ

ᴰӀӎ Ӏ

Ҳ

Ҙ ɻ

ⅎ ɻ

ɻ ꜡

ɻ

Ї ӥ

Ῐ Ї

ָ ῠЇᶕ ԋ

ⱵЇה

Ḫ

Ї

ɼ

6 ʃҲΐΆ ʄ

Ѓ҅Є

1.

Ї ΐ֥Ӏ

ӎ Ḫ Ж

2. Ά

Ї Ά

ᴮ ᴶ ᵲ ɼ

ЃԑЄ

ԋ ᴂΆ

Ԑҟ Ж

Ҳ ᴰӀ

ӎ ῇ ש

ɼ

ЃҎЄ Ⱶ

ⅎ ᴍ

҅ Е

Ԑ

ԑ Е

Ҏ ЕҲ

Е

Ԏ Ҳ

֒ Еҿ Ҳ

῏ Е

ָ

҈ Е

Ҳ

῍ Е

Ҳ ᴰӀӎ

Ӣ ЕҲ

Ҳ

ɻ ᶡⅎ

ɻ ɻ

ᴰɻ

Ї

Ҳ ΐ

֥Άҿ־Ӎ ɼ

ῠ

ⅎ

” ⱵЇ

Ї

Ҳ

ᴵ ῘԐҟ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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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

ᴰ

Ⱶɼ

ᴰӀӎ

ЕҲ

ᴰӀӎ ῇ

ש

7 ʃ ʄ

ӥЇ

ԋ Ḧ

Ї ⅎ

↔ⅎЇ

┼ ῗ

Ḧ ᴌɼ

ԋ ᵲ

ҿָ

҅ ԓ

Ḫ

Ї Ὶ ֥

ɻ ɻ┼

Ї װ

ҿ Ḫ

└ ɼ

Ίᵩ

ӎ Ὺ ɻ Ḧ

ⅎ ῗ ɻ

╦

ɼ

└

ɻ

Ї

ῗ

Ӏ Ѓ ɻ Ḧɻ

ᵤ ɻָ ғ

ΐ ɻ ╦

ɻ

ɻ

ЄЇ

ɻҒ ԓ

800 ɼ

Е

ᴑꜙ ꜠ ɻ ᶡ

ɻ

ɼ

8 ʃַײ꜠ ʄ

ӥװ

Ҳש

ᴰӀӎ ҿ Ї

ײַװŅה ņɻŅװ

ײַ ņɻŅײַװ

ᵩņɻŅײַװ ņ

₴ Їײַװ꜠

ӥғ ӥɻ

ЇḌ

ҟ ғ ҟ

Ї

꜠ײַ

Їַײ

Ї

ɻ꜠ײַ Ї꜠ײַ

꜠ײַ

ᾩ ɻַײ꜠

ɻַײ꜠ ᴵ ɻ

꜠ײַ ӂ Ї

ᶕ

꜠ײַ

꜠ײַ ꜠ײַ

ɻ ғ ɻ

ᴰ ꜙɻ

꜠ײַ ɻַײ꜠ ɻ

ײַ ɻ ɻ

꜠ײַ Ὴғַײ꜠

ɻַײ꜠ ғ∕

Ҙ Ὺ ɼ

ɻ

ᶡⅎ ɻԝ꜠ ɻ

ҏ Ґ

Ї Ҳ

ᶡɻҲ ┼

ῗ ∆ Ї

Ж

Ї

Ї Ҙҟ

Ҙ Ї

ҟ ꜠ײַ ᾨ

Ԑ Ї ꜠ײַ

ɻַײ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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ᴍẅ Ї

ɻ꜠ײַ ꜠ײַ

∕ ɼ꜠ײַ

9

ʃ Ԑ ʄЃ  

Ԑ

ғ Ԑ Є

 Ԑ װ

ҿӀ Їװ Ԑ

ҿ Ї

ᶕ Ҳ

ɻ Ὴɻ

 Ԑ ɻ ש

ԎɻḪ

 Ԑ Ї

Ӏӎ

Ї

Ὴ

Їꜘ

ЇḌ

ɼ  Ԑ

ғ Ԑ

ЇҿҲ ָ

  ɻỴ

Ῑ

ῠ   Ґ

Їҿ

ῗҘҟ ῠ

Ὴ װ

Ӏӎ ɼ

ғ Ԑ

װ

ᴑ Ї

Ї ꜡

ɻ

ɻḦ

ņ Ї

Ї

Ӏӎɻ ᵩ

Ӏӎ

ɼ  Ԑ

 Ԑ Їҿ ῠ

ᴰӀӎԐҟ

ָ ָ Ї

Ῑ ɻ ῠ

Ҳ Ὺ

ɻ ɻ ɻ꜠

Ⱶ

Ж Ὴ

Жשׂ Ҳא

 Ԑ Ї Ὶ

ҡ Ԑ ӥ

  Ж

Ԏ Ḫ

Ԏɼ Ҳ

₴

ᶡɼ

1. ү ָ ∆

꜠ᵲ Ж

2. ∆꜠ᵲ

Ж

3. Ж

4. Ῑ ɻⅎ∆

Ж

5. ɻ ɻ

ɻ

Ὶל Ԑ

Ӏ ᶕ

∕ ɻ ᶡ

ɻԝ꜠

Їᾥⅎ

⌐ Ḫ

Ὺ

Їװ ῠ

Ӏӎ Ї

Ғ

Ὴ

ɼ

 

҅

 Ԑ  Ԑ

Ї ∆

ת Ὺꜙ ת

∆꜠ᵲ

Ὺꜙ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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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Ж

6. ָ ҿ Ж

7. Ὺꜙɼ

10 ʃ ʄ

ƶ ɻ

‼

֢ ɼ

Ʒᴰ 3400 ү

Ї

  ɼ

Ƹ ҡ

ЇΊ ֢

Ⱶɻ Ⱶ

∕ Ⱶɼ

4. Ί

ᵲ ЖΊ

Ⱶ Ӏ꜠ ɻ

” Ж

ƺ Ҳ

Ԑɻᴶ Ҳ

ɼ

Ņװ +Ҙҟņҿ

ЇװӀ ҿ

ᵣЇ

ҏЇ  

ҿ

Ҙҟ ꜙЇ Ҙҟ

ҏЇ Ӏ

Їᶕ

└ Ї

ɼ Ὺ

Їⅎ

Ὺ Ї

ӥ

ῠЇ ῠ

ҟ Ⱶɼ

ƶ ғ

ῠ Ї∕

Ї

ɼ

Ʒ Ὺ ғҘҟ

Їғ ᵣ

Їꜘ ғ

ɻҘҟ ᴰ

ɼ

Ƹװ Ḍ ɻ

Ї

ῇЇ ῠ

ῠЇҿ

ɼ

11 ʃᵩ ғằ ʄ

ӥЇ

ᵩ Їᶕ

ằ

ῇҘҟ ӥɼ

ӥЇ

ᴰ1 ᴶ

ᵩ Ї

ᴶ Ї

Ї ῠ

ΐ ᵩ ɼ

ӥЇ

1 ᵩ Ї

װ ᵲҿ

≡ ɼ

ӥЇ

1 ᵩ

Їῠ ᵩ

ӥ Ї

꜠ ᴺɼ

Ӏ Ὺ

ҿ ᵩ Ї

ɻⱵ

ɻ ɻ

ɻ ɼ

Ὺ

Е ᴶ ᵩ Ї

Е 24

ɻằ ꜗ῍ ɻ

ҡ ᵩ

ɼ

Ὺ ҿ

≡

ӥЇ 14 ү ɼ

ɻ ɻ ɻ

ӗӘ ɻ ɻ

ɻ ɻằ ɻ

ᵩ ɻ ɻ

ᵓɻ ɻ

ɻ ᵩ

Ὺ ҿῘ

꜠ ᴺ

ɻ

Ὺ

Ї

ᵩ

ɼ

ɻ

ⅎ

Ї

└ᴶ ᵩ

ⱵЇ

Ḫɻ Ḫɼ

ɻ

ⅎ Ї

֩ ꜠

ӕɼ

ɻ

ⅎ

Ї ῠ

ᵩ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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Ї 14 ү

ɼ ɻ ɻ

ɻӗӘ ɻ ɻ

ɻ ɻằ ɻ

ᵩ ɻ ɻ

ᵓɻ ɻ

ɻ ᵩ

12

ʃ ằ

ʄ

ᴰ ằ

ῗ

ɻ ằ

‼Ж

Ї └

꜡ԝ꜡ɻ

꜡Їῠ

ɻ ɻ

Ḫɻ ɻ

ӕ ҏ

Ғ ɻ

Ғ ɻ Ғ

ɼ

ằ

ɻ ԋ ɻ

Ҏ

ЇΊᵩ

ằ ɻ

ғ ɻ

ғ ῠɻ

ָ ғ ằ

ɻ ғ Ⱶ

ɻָ ֢ ғ

ɻ ғ

ɻ ↔

ғ ӥ ῍ Ҙ

ᶕ ɻ

ɻ ᵩ ɻ

ɻ ᶡⅎ ɻ

ɻ

Ї

ҏ Ґ ҅ᵩ

ӥɼ

13

ʃ ҟ

ғ ҟ ʄ

1. Е

Ї

Ҙҟ

ҟ

Ї

ҟ ҟ

Ї үָ

ɻ ᴰ

Ї ҟ

Ї ҿ

үָ

ᴰ Ӏ꜠

Ầ₴ꞈⱵ

ɼ

2. Е

Їᶕ

ԋ ҟ

Ж ԋ

ɻ

ҟ װ

ᴰ Жԋ ҟ

ғשׂ Ж

Ӏ

ҟ ↔

┼ ɻ ҟ

” ғ ꜠

↔ɻ ҟ ҟ

ῠ ɻ ҟ שׂ

ғ ⅎ ɻ ҟḪ

ғ װ

‼

Ὺ

ɼ

ᴰ שׂ

ש

Ї

ҟɻ∕ҟɻ

ᶡЇ װ

ҿӀɻװү

ҟ∕ҟ ҿ

Ї

ɼ

ҲЇ

Ї ᶡ

ɻ ɻ ɻ

ɻ ɻ

  Ї

ӥ Ӏ꜠

ғ Ж ӥ

ҟ Ї ⅓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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ҟ

ῗḪ ɻ ῗ ҟ

ⅎ װ ҟ

ɼ

3. Е

Ї

Ί ғⅎ

ɻḪ ғ

ɻ ”

ɻ Ї

Ї

ɻ ” ɻ

ָ

֢ ɼ

꜡ ү

Ї⅓

ҟ∕ҟ ԎⱵɼ

Ὴ

Ї Ғ

Ғ

Ὺ ɼΐ

38 ЇῚҲ

ҿ 32 Ї

ҿ 6 ɼ

14 ʃ ʄ

ӥ א

Ҳ ᵲЇ ῠ

Ӏӎ

ҿ

Ӏ∕ ҿ

ש Ї ꜡

қ

ɻָ ɻᴍẅ Ж

ῠ ҟ

ῠɻ∕ ɻ

ᵲ

Жᶕ ԋ

Ҳ ᴮ

ᴶ Ж ᴰ

ɻ

ɻ

ЖΊ

ӥ

ⱵЇ ᴰ

ⱵЇΊ

 

ᵲ ɼ

ɻ ɻ

◌ɻ ɻ ɻ

 ᵲ ɼ

Їᶕ

ɻ ɻᴑꜙ

꜠ Їᶕ

֢ Ж

ɻ

꜠ ꜠Їꜘ

ⱵЖ

ɻ ӥ

Ї

ⱵЖ ↔ɻ

꜠Ж

ᶕ ᶕ

Ҙҟ

 ᵲ Ї

ҟ

Ї

” ɼ

15 ʃḪ ʄ

ӥЇ ꜡

Ḫ ᵲ

Їԋ ש ᴰḪ

Їשׂ

Ḫ ᴰ

ҟ

Ҙ Ḫ

‼Ѓ2021 Єҿ

Ὴװ‼

ҿ Ї

Ὺ װ

ᾨ ָЇ

ꜘ

ᴰ ᴑ

ЖῚ ₴

Ї 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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Ḫ ᴰ Ж

ᶕ

Ί ᴌ Ḫ

⸗῎ ЇΊ

Ҙҟ ӥ ⱵЇ

ɻ ӥ

ᵲҲ Ḫ

” Жᶕ

ҟ ЇΊ

Ӏ꜠

ⱵЇҿ ҟ

Ⱶ

ɼ

ɻ

ᵲ ɻInternet

ɻ ɻ

ɻ

┼ᵲ῏ ⅎῪ ɼ

ⱵЖ ∕

Ї ῠ

ӥ Ⱶ ∕

ɼ

16

ʃ ʄЃҘ

Є

Ҙ

Ї Ḍ

ҟЇ

ָ ῠ

ɼ

װ Ҙ

ҿ Ї

Ὺ

ɻ ҩү

ɼ

Ƙ

ʃ Ҙ

ʄ

Ѓ

Ї ₴ Є

3400 ү

500 ү

ӥ

ӎ

Ж

װ ꜗ

ɼ

ƙ ∑ Е

ҏЇ

ӫɻ ɻ Ҳῗԓ

҅ װ

ɻ ɻ̓́ ɻ

Ї Ҳה

ῗḪ Ї Ғ

ᴑꜙЖ

ҏЇ

҅ Ҳ

ԝ ᴑꜙЖ ᵲҏЇ

Ҙ

Їװ ɻװ

Ḍ Ї

Ӏ ӥ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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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

ᴑꜙɼ

17

ʃ ʄЃ

Є

1. √ ⃰

Ж

2.

ӎ Ж

3.

” ɼ

4.Ί ҅

Ⱶɻ Ⱶ

Ⱶɼ

5. Ҫ

ӥ Ж

6. ῠ ᵲ

ɼ

⃰ ɻ ɻ ɻ

ғ ⅎɻ

Ҙҟ Ї

ᾥɼ

ⅎ ɻ

ɻ

Їװ ҿҲ Ї

ҿӀ

ɼ

18

ʃ ʄЃ

Є

1. √ ⃰

Ж

2.

ӎ Ж

3.

” Ж

4. ⌡Ғ

ⅎғ ⅎ Ж

5. ⅎғҒ

ⅎ Ж

6. ⌐ ⅎ

” ᵩ ɼ

7.Ί ҅

Ⱶɻ Ⱶ

Ⱶɼ

8. Ҫ

ӥ Ж2. ῠ

ᵲ ɼ

⃰ ɻ ɻ

ғ ⅎɻ

ɻҒ ⅎɻ

ⅎɻ ⅎ ɼ

Ҙҟ Ї

ᾥɼ

ⅎ ɻ

ɻ

ЇװҘ ҿ

Ӏ Їװ ɻװ

Ḍ Ї

Ӏ ӥɼ

19 ʃ∕ ∕ҟ ʄ

Ї

ᶕ

∕ҟ ꜠

Ї

∕ ҟ Ὺ

Ї ∕

ɻ∕ҟ Ї

ᴰ

Ӏ

Ὺ∕ҟ ғ

ɻשׂ ∕ ғ

∕ҟ ɻ ∕

∕ҟ ɻ ∕

∕ҟ ғ

Їה

∕ҟ ɼ

ᾣ

Їװ ᴍ

ҿӀ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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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Ὴ

Ї

∕ҟӐ

Ї ᾭ ∕

ҟ ɼ

20

ʃҲ ᴮ ᴶ

ʄ

ῠ Ҳ ᴶ

Ӑ Ї֥ Ῐ

Ї

ɻ Ḫ ɻ

ɼ

Ї ῠɼ

Ғ

ᵣЇҒ ҵ

қ ɼ ῠ

Ҳ ᴶ

Ї ᴰ

ָғָɻָғ ᴰɻ

ָғ Ӑ ῗ

ɼ ῠ Ӏӎ

ɻ ᴰӀӎ

Ї

ָ

ָ ɻқ ɻᴍ

ẅ Ї Ҳ ᴮ

ᴶ

ɻ

ɼ Ҳ

ᴶ Ї

ᴶ

Ї ᴶ

Ὺ ɼ

1. Ї

ЃҲ ᴮ ᴶ

Ὺ ɻ

ש ɻ ɻ

Ҳ ᴶ ḠЄ

2 ҐῘ֟Ї

Ѓ Ӏӎ ɻ

Ӄɻ Ӑ Ї῝

ᶡЕ Ґ

ᵲ Є

3.ҏ Ї

Ѓ ғ ɻ

ғ ⌐ ɻ

Є

ҏ Ґ

ɻ Ӏŀ ᵲ

ŀ Ї

ғ

Ӏ꜠

Ї

Ņָװҿ ņ

Ї

Ӏᵩ

∑Ї

ғ ԝ

꜠ɼ

21 ʃ ֢ ᴀʄ

ᴀ ɻүָ

ɻ ֢ ɻ

⸗῎

Ḫ ᴀ ӥЇ

ԋ

ᴀ ɼ ῠ

ᵲҲ

ᴀ ЇΊ ҅

ⱵЇ√

ᴀ ᴀ ɻ

ᴀᴀ ᴀɻ

ᴀɻ ֢

ᴀɻᴰ ₴ ᴀ

Ѓ ᵣ

Ї ָ ₴

ҟ῝

Ї

Єɼ

ᴑꜙ ꜠

ɻ ᶡ ɻ

Ї

60%Ї

40%ɼЃ ҐІ

ҏ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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Ί

ᾣ ָ ֢ ɻ

ᵩ

Ⱶɼ └ᶕ

ɻ ɻ

Їҿ үָ

ɻ Ḫ ɻ

ҟ ғ ҟ ῠЇ

ҿא ҟ

Ї ҿ ɻ

ָ 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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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技能）课程设置及要求

表 4专业（技能）课程设置及要求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ᵩ ғ ָ

ᵩ

ᵣ

ῗ Їҿ ӥ

Ὶ

Ҙҟ

ɼ ꜠ ɻ

ɻ █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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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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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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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时分配表

表 5 学时分配表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表 6 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类别

课程

门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

时

占总学时百

分比(%)

公共

基础

课程

公共必修课程 13 35 676 358 318 24.11

限定选修课程 9 10.5 172 112 60 6.13

任意选修课程 1 1 16 14 2 0.57

小计 23 46.5 864 484 380 30.81

专业

技能

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7 20 336 236 100 11.98

专业核心课程 7 32 572 340 232 20.40

专业拓展课程（选修） 11 24.5 392 190 202 13.98

实践教学 1 40 640 0 640 22.83

小计 26 116.5 1940 766 1174 69.19

合计 49 163 2804 1250 1554 100

选修课程总学时 580 20.68

实践课程总学时 1554 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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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考核

方式

学分

教学学时 开设学期及学时数

备注总学

时

其中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公共基础

课程

公共

必修

课程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A12001 考试 3 48 32 16 48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A12002 考试 2 32 32 0 32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A12016 考试 3 48 40 8 48

4 贵州省情教程 A12003 考查 1 18 16 2 18

5 形势与政策 A12006 考查 1 32 32 0 8 8 8 8

6 生态文明教育 A01001 考查 1 16 6 10 16

7 劳动教育 A13011 考查 2 32 16 16 32
线上+

线下

8
军事课（含军事理论及

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
A13069 考查 4 148 36 112 148

9 大学英语 A13026 考试 6 92 72 20 56 36

10 体育与健康 A13004 考查 6 108 8 100 20 32 32 24

11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A13007 考查 2 32 16 16 32

1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
A13010 考查 2 38 24 14 8 8 8 8 6

13 大学语文 A13001 考试 2 32 28 4 32

小计 35 676 358 318 370 196 64 40 0 6

限定

选修

课程

1 中共党史 C13062 考查 1 16 16 16

2 信息技术 C13052 考查 3 48 24 24 48

3
大学英语

（专升本方向）
C13058 考查 2 36 24 12 36

线上+

线下

4 高等数学 C13055 考查 2 32 28 4 32

5 创新创业教育 C13051 考查 0.5 8 4 4 8
线上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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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C13050 考查 0.5 8 4 4 8
线上+

线下

7 社交礼仪 B13076 考查 0.5 8 4 4 8
线上+

线下

8 大学生健康教育 C13060 考查 0.5 8 4 4 8
线上+

线下

9 音乐欣赏 B13063 考查 0.5 8 4 4 8
线上+

线下

小计 10.5 172 112 60 32 108 16 16

任意

选修

各系按照学院提

供的任选课目录，结合

专业特点和学生兴趣

爱好，规定学生应选学

时和学分。共计需要修

满 1个学分。专业拓展

课可纳入选修课学分。

考查 1 16 14 2 16
线上

教学

公共基础课程合计 46.5 864 484 380 402 304 80 56 0 22

专业（技能）

课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1 人体形态与结构 D06003 考试 5 90 56 34 90

2 生物化学 D06004 考查 2 32 20 12 32

3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 D06005 考试 3 48 34 14 48

4 生理学 D06107 考试 4 64 50 14 64

5 病理学 D06108 考查 2 32 20 12 32

6 护理药理学 D06109 考试 3 54 40 14 54

7 护理学导论 F06113 考查 1 16 16 0 16

专业

核心

课程

1 健康评估 E06101 考试 4 72 48 24 72

2 护理学基础 E06922 考试 6 108 54 54 36 72

3 内科护理 E06110 考试 6 108 54 54 72 36

4 外科护理 E06111 考试 6 108
54 54

72 36

5 妇产科护理 E06114 考试 4 72
54 1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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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儿科护理 E06117 考试 4 72
52 20

72

7 急危重症护理 E06109 考试 2 32
24 8

32

1 老年护理 E06112 考查 2 32 16 16 32

专业

拓展

课程

（专

业限

选

课）

2 社区护理 F06101 考查 2 32 28 4 32

3 中医护理 F06112 考查 2 32 16 16 32

4 精神障碍护理 F06106 考查 2 32 28 4
32

5 护理伦理与法律法规 D06006 考查 2 32 24 8 32

6 护士礼仪与人际沟通 D06007 考查 2 32 16 16 32

7
实习前基础护理综合

实训

E06122 考查 1 16 0 16 16

8
实习前外科、急救护理

综合实训

E06115 考查 1 16 0 16 16

9 就业前规范化培训 F06201 考查 6.5 104 16 88 104

专业

拓展

课程

（专

业任

选

课）

1 护理心理 G06101 考查 2 32 30 2 32

2 康复护理 F06102 考查 2 32 16 16 32

3
护士执业资格考前综

合训练

905100163 考查 12.5 200 200 0 200

4
1+X 老年照护职业技

能培训

F06200 考查 2 32 0 32 32

5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

能培训

F06200 考查 2 32 0 32 32

专业（技能）课程合计 76.5 1300 766 534 250 258488 200 0 104

实践性 1 社会实践、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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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

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一般不低于 80%,专任教师队伍职称、年

龄结构合理。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护士资格证书、临床执

业医师资格证书级专业领域有关证书；具有护理、临床医学

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

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

革和科学研究;每年累计不少于 1 个月的临床工作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

把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科

研能力,能够引领专业教学改革,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

定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医院或相关行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

教学环节 2 跟岗见习

3 顶岗实习 考试 40 640 0 640 640

小计 40 640 0 640 0 0 0 0 640 0

总合计 163 2804 1250 1554 652 562568 256 640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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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临床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具有中级以上职称,能承担课程和

实训教学、指导临床见习等专业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校内实训

室和校外实训基地等。

1.专业教室

专业教室配备智慧黑板,所有教室能接入互联网或 WIFI

环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

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

无阻。

2.校内实训室

（1）基本护理技术实训室。

基本护理技术实训室配备备用床、麻醉床、多功能病床、

多功能护理人、鼻饲模型、导尿及灌肠模型、各类给药模型

等。

（2）专项护理技术实训室。

专项护理技术实训室配备智能化胸腹部检查教学仪、心

电图机、心肺复苏训练模拟人、快速血糖仪、心电监护仪、

局部创伤模型、痿管造口术护理模型、手术器械台、常用手

术器械包、胎心监护仪、分娩综合技能模型、婴儿护理模型、

老年护理模拟人等。

(3 )拓展护理技术实训室。

拓展护理技术实训室应配备物理治疗(PT)训练床、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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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回旋训练器、助行器、多媒体按摩点穴电子人体模型、家

庭访视包、约束床、智能身心反馈音乐放松仪等。

3.校外实训基地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临床护理、社区护

理和健康保健等实训活动，实训设施齐全，实训岗位、实训

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4.学生实习基地

具有稳定合作关系的校外实习基地，具有临床护理、社

区护理、 健康保健、养老服务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

相关产业发展的主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 能

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具

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具有安全、

保险保障。

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

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

解答等信息化条件;教师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

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

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

学研究和教学实施所需的教材、图书文献及数字教学资源

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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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学校建立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

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

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

护理行业政策法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以及护理类实验实

训手册等；护理专业操作技术类图书和实务案例类图书；5

种以上护理专业学术期刊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

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

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教

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1.流程式教学法

把学习内容作为现实工作（模拟）中的总任务和阶段任

务，把每一阶段任务的完成程度作为评判知识与技能掌握程

度的标准；在教学过程中广泛应用互动式、主动体验式教学

方法。该教学方法不光要求学生在老师设置的教学环境中体

验所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学生主动猎取知识、主动创

新的意识及完成实际任务的能力。

2.“教学做”一体的同步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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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实践教学，通常在实验室内进行。通过“教师

示范、学生观摩、学生操作、教师指导”，做到边学习边观

察边动手操作，使学习与应用密切结合，能够通过教师的课

堂示范讲解，学到重要的知识点及实验技能，并通过实际演

练达到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提高知识的

活学活用及锻炼提高动手实践的能力。

2.PBL 式教学法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建立假设、

收集资料、论证假设、小组总结 5 个阶段。通过提出问题为

教学切入点，然后展开问题，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相关

问题的教学过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

的潜力，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中获得良好效果。进行 PBL

式教学在调动了学生积极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动手查阅

文献，提升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问题讨论式教学法

把所学的主要知识点设立成几个问题，通过学生讨论，

解答问题，从而达到对关键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活

动中，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精神，教师与

学生相互配合，培养、提高学生知识获取能力和创新能力。

4.多媒体课件辅导教学法

广泛地使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

术及影视音像技术引入教学中，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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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动画、图形以及色彩与声音的变化，结合临床案例，

给学生以全新的视听感受，使学生加深对课堂所学内容的理

解，提高教学质量。

5.思政案例融入式教学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背景下，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实现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和首要任务。用思政案

例有机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也

有益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高素质型专业人才。

6.案例教学法

采用临床典型案例，通过案例导入，进一步贴合临床护

理，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临床疾病护理流程，提升学生知行

合一的能力。

7.情景模拟教学法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模拟岗位或扮演某一角色，在教

师创设的一种背景中，进行技能训练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一种典型的互动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

力，发现自己的创新潜能，找出自己能力上的不足，从而增

强对实际问题的预测与处理能力，同时让学生在角色演练中

体会到某些角色（岗位）的地位、作用、处境、工作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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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评价

1.教学评价

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评价，行业企业对实

习顶岗学生的素、知、能评价，兼职教师对学生实践能力的

评价，教学督导对教学过程组织实施的评价，教师对教学效

果的评价，学生对教学团队教学能力的评价，学生专业技能

认证水平和职业资格通过率的评价，专业技能竞赛参赛成绩

的评价，社会对专业的认可度等，形成独具学校特色、开放

式、自主型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2.成绩考核

采用模块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注重过程考核.学生

总学分=综合素质学分+课程学分，其中综合素质学分=纪律

学分+活动学分+社会实践学分，课程学分=必修课学分+选修

课学分，学生修完规定的学分方可毕业，实行差异化毕业.

（六）质量管理

1.系部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

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

习实训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

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

改进, 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

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

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

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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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

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

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

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毕业要求

学生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须修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

规定的学时学分，完成规定的教学活动，毕业时应达到的素

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表 7 本专业毕业要求表

序号 毕业要求 具体内容及说明

1 思想品德考核 学生年度思想品德考核评鉴均合格。

2 学分要求

学生必须修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 163 学分。其中必

修课程要求修满 127 学分，选修课程最低选修 36 学分。

3 其他要求

符合学院学籍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要求

完成规定的教学活动

学分转换：根据专业情况明确学分折算情况，学生取得护士

资格证、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可按相关规定折算学分。

第二课堂学分可按照《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第二课堂

成绩单”制度实施细则》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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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录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审批表

申请单位
适用年级

专业

申请时间
申请执行

时间

调
整
内
容

原
方
案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调
整
方
案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调整原因

开课单位意见
负责人（盖章）：

年 月 日

系部意见
负责人（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负责人（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院长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院长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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