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资源建设、能力提升与科研探索，《外

科护理》线上精品课程团队已逐步实现了既定的课程建设目标，为提

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科研与教学能力提升

《外科护理》线上精品课程教学团队科研成果显著，在科研杂志

上发表了题为《基于工作过程教学法在急危重症护理中的应用》的

论文，为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完成了就业与升学“双

导向”视域下中职护理专业课程体系及新时代中职药剂专业“双导

向”课程体系的研究，两项课题均顺利结题，为课程体系的优化提

供了重要参考。教学能力比赛获奖丰硕，在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中职组）中，连续两年获得一等奖，并在全国职

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获得三等奖，展示了卓越的教学能力和

专业素养。袁文静、侯碧凤等教师在市级、省级教学比赛中屡获佳

绩，进一步提升了教学团队的整体实力。课程负责人教学经验丰富，

在本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课程团队师德师风优良、主讲教师能力

强，积极投身信息技术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改革。

二、课程资源建设

1.积极更新课程标准与教案

团队教师积极开展学生学情调查，找出学生容易接受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遵循教学规律、体现现代教育思想，以学习者为中心，



开展实习巡查，以医院岗位要求为核心。团队组织教师对《外科护

理》课程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课程内容进行了重构，依据岗位流

程开展教学设计，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标准紧密对接。更新了所有

46 份教案，教案中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思路，提高了教

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积极更新课件与视频资源

为了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课程设计、教学安排和呈现方

式符合学习者移动学习和混合式教学需求。教学团队成员制作并更

新了 135 份课件和 144 份视频资源，涵盖了课程的全部知识点和技

能点，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材料。智慧职教平台上的《手术人

员的无菌准备》等录课视频，展示了生动的教学场景和互动环节，

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

3.积极更新习题库与考试题库

更新了 824 份试题，构建了全面的习题库和考试题库，为学生提

供了多样化的练习和测试机会。结合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医学教育

题库，进一步丰富了学习资源，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

1.混合式教学计划与实施

通过智慧职教平台展示了教学活动的完整过程，包括课前学习、

课中互动和课后练习，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的无缝衔接。制定了河

源市卫生学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计划，明确了线上线下教学的具

体要求和考核标准。建立了全面的考核与评价机制，包括线下考核、



线上精品课程考核和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医学教育题库作业评价

等，确保了学生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采用了线上、线下综合评

定学生成绩的方式，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四、课程思政与新技术应用

1.课程思政融入

积极将立德树人、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思政内容融入《外

科护理》线上课程，同时，在《外科护理》线下课程中也融入了课

程思政元素，如《创伤病人的护理》教案中利用新闻视频告知学生

创伤救治最新进展，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案

例库中的 27个案例，让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模拟演练，进一步

强化了课程思政的渗透和引领作用。

2.新技术应用

更新了线上慕课动画及虚拟操作资源，其中动画资源质量高、效

果好，虚拟仿真资源在校园网内运行良好，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

在教学中自创了无菌检测手段等新技术应用，利用学生上课操作

无菌不好考核判定的不足，积极研究利用荧光粉技术让学生提前粘

在手上，然后考核学生无菌操作，操作完毕后利用荧光灯照射外科

手术衣情况，看手术衣无菌区是否有荧光粉来判断学生无菌操作是

否污染，提高了教学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五、课程满意度与成效

1.课程满意度调查

平台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能较 好的应用，将线上课程与课堂教 学



结合，学生对教师教学及课程 满意度较高、社会影响大、与同类课

程相比较有明显优势。通过《外科护理》课程满意度调查表及调查

研究，得出师德师风、课堂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综合满意

度高达 97.7%。智慧职教平台上的学习者人数达到了 2272 人次，MOOC

使用课程学校 66个，引用课程学校总数 2 个，分别是银川忠信职业

高级中学、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体现了课程的广泛影响力和受

欢迎程度。

2.学生成绩提升

岗--在 2023 年、2024 年内积极到省内开展实习巡查调研，到护

理专业实习单位及实训基地访谈实习生、毕业生学习工作情况，询

问其需要教师在校内加强学生哪方面课程学习，让学校培养的学生

更加符合医院发展的实际要求；另外，团队采用请进来的方案，要

求护理、中医护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来校指导，对《外科护

理》课程标准、教案设计、课件制作、视频及微课制作进行协助和

指导，让《外科护理》精品课程建设更加贴近护理医疗岗位。

课--课堂教学方面，重构《外科护理》教材，开展项目式教学，

在课程内容与体系方面，我们高度重视改革。紧密结合专业培养目

标和岗位需求，通过临床调研、行业专家指导、青年教师行业实践

以及毕业生意见反馈，我们精心选取教学内容。以护理项目为载体，

我们设计了 22个具体的教学项目，并对已有资源进行重构，使资源

更加碎片化、内在逻辑更加系统合理。在课堂教学方面，积极寻求

符合学生发展教学手段，开展课前+课中+课后综合学习方式，全面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课前---资讯学习+演练

课前学生自主完成教学资讯学习，根据教师提供资源，学生看线

上资源、练操作、做计划、促实施，进入实训室提前练习操作，完

成课前任务；教师可通过 OSCE 管理系统或到实训室进行指导，看

数据、评操作记录并总结学生课前学习基础，以调整教学方案。

（2）课中

课中案例引领，通过“护理评估--术前护理--术后护理--灵活应

用”的外科手术病人护理流程对接岗位，各环节操作与思政相融合，

学生按照教师指导自主完成“搜集资讯-制定计划-做出决策-付诸实

施-进行检查”的过程。

① 探究学习

学生接收教师课中发布的学习任务后，小组探究学习，反思课前

操作不足，在制定护理实施中尝试改进练习，并记录笔记，用于自

我评价和教师评价。

② 学生练习

练习前对照操作要求，分别开展探索练习、提高练习、融汇练习。

学生通过课前点评，反思本组操作不足，进行探索性自主改进；通

过教师示范操作、3D 视频教学、口诀记忆、双元导师指导方法等，

突破重难点操作的提高性练习；通过更换案例，学生将前面所学的

各环节操作技术融会贯通，进行完整性操作练习。

③ 教师示范



教师巡视指导的同时，归纳学生较难克服的操作技术，在点评后

采用示教方式清晰展示操 作，提炼操作诀窍，言传身教，向学生展

示德才兼备的教师风范，为学生树立职业榜样。

④ 评价总结

通过课前（演练）、课中（探索练习、提高练习、融汇练习）练

习后，对照评分标准，小组进行自我评价，并分享本组操作过程中

成功的经验、不足或反思，体验成功感的同时给其他同学提供借鉴，

还能锻炼学生自我评价能力和总结反思能力。

⑤ 知识拓展

在教学中以案例为主线，融入外科病人护理流程，对案例中未涉

及的知识点采用知识拓展的形式呈现，让学生对外科护理知识的学

习更全面具体。

（5）思政渗透

在学习中注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入身边外科疾病案例、

网络热门事件、社会关注要点等，操作中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强化

护患交流和医疗安全意识，深化团队合作护理，培养有道德情操的

护生。

（3）课后-精益求精

课后灵活运用案例库针对竞赛、证书、就业与升学需求精细化练

习，体现医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追求。参加各类拓展活动，完成任务

评价单和增值评价单，不断提高专业、方法和社会能 力，促进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赛--利用《外科护理》技能操作知识，如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和

踝关节包扎术等指导学生积极参加职业院校省、市级护理技能竞赛，

收获丰富，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护理专业技能竞赛二

等奖、河源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护理专业技能竞赛一等奖和二

等奖的好成绩。在指导学生竞赛的同时也积极提升自身教育教学水

平，教师参加广东及河源市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中

职组）中，《院前救护技术》《外科手术护理技术》两项均荣获省

级一等奖，其中《外科手术护理技术》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中职组）专业二组三等奖的好成绩，团队教师参加

广东省教育“双融双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一等奖，更有

力验证了《外科护理》线上精品课程教学质量和信息化教学受到了

同行的肯定。综合以上成绩，团队中的李洋州、邬思婷、赖敏、赖

惠敏、梁冬雪、黄利飞等六位教师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均获得国

家级三等奖、省级一等奖、三等奖的好成绩，极大的提升了学校《外

科护理》的教育教学水平，也带动了整个护理专业教师教学水平的

提升，为学校教育培养了一批有能力、敢担当、有想法的教师。

证--在团队教师对学生精心的照顾和培育下，2023 年和 2024 年

两年护理、中医护理专业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护

理课程证书》考核中，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等级证书《护理课程

证书》的通过率连续两年提升，分别达到了 80.96%和 85.17%。这充

分证明了课程建设和实践的成效显著，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综上所述，《外科护理》课程在科研与教学能力提升、课程资源

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课程思政与新技术应用以及课程

满意度与成效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教

学改革、优化课程资源、提升教学能力、强化课程思政与新技术应

用，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护理人才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