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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名称

人体解剖学

二、适用专业

适用于高职护理专业、高职助产专业

三、课程性质

高等职业学校护理、助产专业核心基础课程

四、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以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理念为指导，围绕护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

标，准确把握本门课程在护理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桥梁作用，着重强化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理念，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科学安排教与学活动，灵活使用启发式、

案例式、信息化等教学方法和手段，构建“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

框架设计注重基本技能训练与综合素质提升相结合，根据护理专业的特点，

结合医院实际工作任务，提出学生应该完成的本课程学习任务，将完成任务需要

掌握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知识技能等融入任务之中，让学生带着任务参与到

教师的课堂教学之中。注重学生护理职业能力的培养，教学设计中突出“教学做

一体化”，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操作机会，将理论知识融入技能操作之中，培养

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

根据上述教学方法，授课内容包括绪论、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

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腹膜、脉管系统、淋巴系统、感觉器、内分泌系统、神经

系统等 11 个学习模块，如表 1所示。

表 1 人体解剖学学习模块

序号 学习模块 任务单元 教学地点

1 绪论

一、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和任务

二、人体解剖学的分科和发展简史

三、人体的组成与分部

四、解剖学姿势和常用的方位术语

多媒体教室

2 运动系统 1.运动系统总论 解剖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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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模块 任务单元 教学地点

2.骨与骨连结 解剖学实验室

3.肌学 解剖学实验室

3 消化系统

1.消化管 多媒体教室

2.消化腺 多媒体教室

3.消化系统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4 呼吸系统

1.呼吸道 多媒体教室

2.肺 多媒体教室

3.胸膜与纵隔 多媒体教室

4.呼吸系统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5 泌尿系统

1.肾 多媒体教室

2.输尿管、膀胱、尿道 多媒体教室

3.泌尿系统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6 生殖系统

1.男性生殖系统 多媒体教室

2.女性生殖系统 多媒体教室

3.生殖系统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7 腹膜

1.腹膜和腹膜腔 多媒体教室

2.腹膜与器官的关系 多媒体教室

3.腹膜形成的结构 多媒体教室

8
脉管系统

1.心 多媒体教室

2.心脏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3.体循动脉 多媒体教室

4.体循环动脉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5.体循静脉 多媒体教室

6.淋巴管道 多媒体教室

7.淋巴器官 多媒体教室

8.体循静脉及淋巴系统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9 感觉器

1.视器 多媒体教室

2.前庭蜗器 多媒体教室

3.感觉器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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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模块 任务单元 教学地点

10 内分泌系统

1.甲状腺与甲状旁腺 多媒体教室

2.肾上腺、垂体、松果体 多媒体教室

11
神经系统

1.脊髓 多媒体教室

2.脑 多媒体教室

3.脑、脊髓被膜、血管及脑脊液循环 多媒体教室

4.中枢神经系统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5.脊神经 多媒体教室

6.脑神经 多媒体教室

7.内脏神经 多媒体教室

8.周围神经系统实验 解剖学实验室

9.神经系统传导通路 多媒体教室

五、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高等职业学校护理、助产专业核心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够掌握人体各系统器官的正常形态结构和位置。为学习其他基础医学课程

（如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和临床医学课程（如健康评估、内科学、外科

学、妇科学、儿科学等）课程奠定必要的形态学基础。护理操作技术中有相当一

部分操作和解剖结构密切相关，例如肌内注射、静脉穿刺、导尿术、插胃管术等，

掌握并运用好解剖结构特点，可以大大提高操作项目的成功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正常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形态结构和位置；

2.学会正确触摸人体体表骨性标志和肌性标志。

3.了解 3D 打印技术在解剖学中的应用。

（二）能力目标

1.能够辨认人体器官的形态结构和位置关系；

2.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应用理论知识分析临床护理问题和解决问题；

3.能够在活体触摸体表标志，确定浅静脉等浅层结构的位置。

（三）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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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3.具有不怕苦、不怕脏、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4.认同护理专业和职业，爱岗敬业、爱护病患、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

六、参考学时与学分

参考学时：64

参考学分： 4

七、课程内容

表 2 人体解剖学课程内容

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1 绪论

掌握及应用

解剖学的方

位术语能进

行病灶位置

的正确描述

1.掌握：解剖学标准姿势、方位术

语、切面术语

2.了解：人体解剖学的定义和任务、

人体解剖学的分科和发展简史

3.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以及临床工

作中的严谨态度；热爱生命、珍惜

生命、敬畏生命。

以提问的方式，

了解学生对人体

结构的认识情

况，激发学生对

本课程的兴趣，

再进一步介绍绪

论知识

2

2
运动系统

1.能在标本

上或活体上

指出全身主

要骨的名称

2.学会活体

触摸骨性标

志

3.学会活体

触摸体表肌

性标志

1.掌握运动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2.掌握骨的形态构造、全身各骨的

名称、位置及主要形态结构

4.学会活体触摸骨性标志

5.知道关节的基本结构和辅助结

构，关节的运动形式

6.掌握脊柱的组成；脊柱的生理弯

曲、运动和胸廓的组成

7.掌握肩、肘、桡腕关节（腕关节）

的组成、结构特点和运动

8.掌握髋、膝、踝关节的组成、结

构特点和运动

理实一体课

10 节

1.介绍运动系统

的组成和功能；

骨、骨连结、骨

骼肌的基本知识

2.引导学生认识

骨结构，学会活

体触摸骨性标志

3.引导学生结合

标本模型，认识

全身主要关节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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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4.学会肌肉

注射的定位

9.知道骨骼肌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

特点

10.掌握：斜方肌、背阔肌、胸大肌、

膈、腹肌、咀嚼肌、胸锁乳突肌、

三角肌、肱二头肌、臀大肌、股四

头肌、小腿三头肌

11.学会活体触摸体表肌性标志

12.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敬畏生命，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13.通过肌肉的健美引出运动与健

康，引入学生们的偶像钟南山，鼓

励同学们多参加体育运动。

结构、运动形式，

联系临床关节损

伤情况。

4.引导学生结合

标本模型，认识

全身的浅层骨骼

肌，活体触摸肌

性标志。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3 消化系统

1.能在标本

上指出消化

系统各个器

官

2.掌握食管

的位置、三

个狭窄的部

位及其距中

切 牙 的 距

离，应用于

插胃管术中

3.活体上确

认腹部消化

1.知道内脏的概念、胸部的标志线和

腹部的分区

2.知道消化系统的组成，功能

3.掌握口腔分部、咽峡的组成、三对

唾液腺的位置和腺管开口部位

4.掌握咽的位置、分部

5.掌握食管的形态、位置、三个狭窄

的部位及其距中切牙的距离

6.掌握胃的形态、分部、位置；了解

胃壁的构造

7.掌握小肠的分部、十二指肠大乳头

开口部位

8.掌握大肠的分部和位置；阑尾的位

置及其根部的体表投影；直肠的形

态、位置和毗邻；盲肠和结肠的特

理论课 4节

介绍消化系统的

组成和功能；消

化系各器官的位

置、形态、结构。

实验课 2节

引导学生结合标

本模型，认识消

化系统各器官的

结构。

适当联系消化系

统疾病临床护理

的相关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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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系统各器官

在腹壁的对

应区，并熟

练触摸部分

器官

征；肛管的分部和结构

9.掌握肝的形态结构、位置及体表投

影；胆囊的位置、分部，胆囊底的

体表投影

10.掌握胰的分部、位置、胰管开口

部位

11.在活体上确认胸、腹部标志线；

腮腺导管的开口部位；麦氏点的部

位

12.在标本上辨认消化系统各器官的

位置、分部和主要形态结构

13.活体上确认腹部消化系统各器官

在腹壁的对应区，并熟练触摸部分

器官

14.通过各器官的学习引入团结协作

精神。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4 呼吸系统

1.能在标本

上指出呼吸

系统各个器

官

2.掌握喉的

位置结构应

用于气管插

管术中

3.学会气管

异物的急救

1.知道呼吸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2.熟悉鼻的分部、鼻甲与鼻道、鼻中

隔；鼻旁窦的位置与开口；鼻腔粘

膜的分部。了解外鼻的形态结构。

3.握喉的位置、喉软骨、前庭襞、声

襞、前庭裂、声门裂。

4.掌握气管的位置；左右主支气管的

区别。了解气管的结构。

5.掌握肺的形态、位置、分叶、体表

投影。熟悉肺门概念。

6.掌握壁胸膜、脏胸膜及胸膜腔的概

念；熟悉胸膜的体表投影了解：胸

理论课 4节

介绍呼吸系统的

组成和功能；呼

吸系各器官的位

置、形态、结构。

实验课 1节

引导学生结合标

本模型，认识呼

吸系统各器官的

结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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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方法 膜顶、肋膈隐窝的临床意义；熟悉

纵隔概念，了解纵隔的位置、分部。

7.在标本上辨认呼吸系统各器官位

置、形态和结构。

8.在活体上确定肺和胸膜下界的投

影部位。

9.通过观看新冠疫情记录片，引导学

生向钟南山院士及众多一线医护人

员学习、致敬，做好随时为我国医

疗卫生事业奉献的心理准备。

适当联系呼吸系

统疾病临床护理

的相关案例。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5 泌尿系统

1.能在模型

上辨认泌尿

系统的组成

及各器官的

连续关系

2.熟悉女性

尿 道 的 特

点，应用于

临床女病人

导尿术中

1.知道泌尿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2.掌握肾的形态、位置、内部结构、

肾的被膜和固定装置

3.掌握输尿管的位置及 3 个狭窄的

位置

4.掌握膀胱形态结构、位置；膀胱三

角的位置及特点

5.掌握女性尿道的特点。了解女性尿

道的位置、开口部位

6.在标本上辨认泌尿系统各器官的

位置、分部和主要形态结构

7.在活体上确定肾区；确认泌尿系统

各器官的位置

8.通过联系临床案例，让学生意识到

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从而

引导学生正确科学的饮食、用药，

尽可能减小对肾脏的损伤。

理论课 2节

介绍泌尿系统的

组成和功能；泌

尿系各器官的位

置、形态、结构。

适当联系泌尿系

统疾病临床护理

的相关案例。

实验课 1节

引导学生认识泌

尿系统各器官的

结构。购买若干

猪肾，供学生切

开观察肾脏大体

结构。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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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6 生殖系统

1. 在 标 本

上能辨认男

性尿道的分

部、狭窄及

弯曲部位，

临床上帮男

性病人导尿

时应注意这

些狭窄和弯

曲，避免损

伤尿道黏膜

2.掌握阴道

的形态、位

置，应用于

阴道冲洗术

中

1.知道生殖系统的组成及其功能

2.掌握睾丸的位置、形态结构和功

能；附睾的位置、形态和功能；输

精管的行程；射精管的组成和开口

部位；精索的位置、组成；前列腺

的位置

3.掌握阴茎的构造；男性尿道的分

部、狭窄和弯曲。了解阴囊的形态、

构造

4.掌握卵巢的位置和形态；输卵管的

位置、分部；子宫的形态、分部、

子宫的位置及固定装置、毗邻。了

解卵巢的固定装置

5.掌握女性尿道口和阴道口位置。了

解女阴的一般形态

6.知道乳房的位置和形态结构

7.在标本上辨认男、女性生殖器官的

位置、分部和主要形态结构

8.让学生认识和了解自己，两性交往

中学会自我保护，懂得尊重他人，

引导学生科学看待性，珍惜生命。

理论课 4节

介绍生殖系统的

组成和功能；生

殖系各器官的位

置、形态、结构。

实验课 2节

引导学生结合标

本模型，认识生

殖系统各器官的

结构。

适当联系生殖系

统疾病、性传播

疾病的临床相关

案例，引导学生

科学看待性，珍

惜生命。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6

7 腹膜

1.掌握腹膜

腔的概念

2.掌握女性

腹膜陷凹位

置，能应用

1.掌握腹膜壁层、脏层、腹膜腔；小

网膜、大网膜的位置、组成；系膜

的位置；腹膜陷凹位置

2.了解腹膜与脏器的关系、腹膜的一

般功能

理论课 2 节

介绍腹膜的概

念、结构。

适当联系临床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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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于腹腔出血

或积液穿刺

术

3.在标本确认腹膜形成结构，腹膜与

脏器的关系，为腹膜疾病的临床护

理打好基础

膜疾病护理的相

关案例。

8 脉管系统

1.学会在活

体上辨认心

脏 所 在 位

置 ,能应用

于心肺复苏

术

2.学会在活

体上触摸动

脉、会测脉

搏

3.学会在活

体上确认动

脉止血部位

4.在活体上

寻找辨认浅

静脉，能应

用于静脉注

射及穿刺术

1.知道脉管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掌握心血管系的组成，体循环和肺

循环的概念

3.掌握心的位置、外形、各腔结构、

传导系及心的动脉；熟悉心的体表

投影；心壁的构造。了解心包的形

态结构

4.掌握肺动脉干和肺静脉的位置。了

解动脉韧带的概念

5.掌握全身主要动脉的分部、走行及

各部主要分支的名称

6.掌握上腔静脉的组成、收纳范围和

汇入；颈外静脉、头静脉、贵要静

脉和肘正中静脉的起始、走行和汇

入

7.掌握下腔静脉组成、收纳范围和汇

入；大隐静脉、小隐静脉起始、走

行及汇入；门静脉组成、位置、收

纳范围及侧支循环

8.在标本上辨认心血管系统各器官

的位置、分部和主要形态结构

9.在活体上触摸、确认动脉摸脉点；

触摸、确认动脉止血部位

10.在活体上寻找辨认浅静脉

11.掌握淋巴系统的组成；胸导管的

理论课 7节

1.介绍心血管系

统的组成和功

能；心血管系各

器官的位置、形

态、结构。

2.介绍淋巴系统

的组成和功能；

淋巴系各器官的

位置、形态、结

构。

实验课 4节

1.引导学生结合

标本模型，认识

心血管系统各器

官的结构。

2. 购 买 若 干 猪

心，供学生切开

观察心脏大体结

构。

3.引导学生结合

标本模型，认识

淋巴系统各器官

的结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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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组成、走行位置、收纳范围和汇入；

右淋巴导管的组成、收纳范围和汇

入

12.在活体上触摸、确认全身浅表淋

巴结位置

13.举例说明临床上有很多需要输血

而因没有血源失去生命的病人、引

导学生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自愿

无偿献血，珍惜生命，尊重生命。

适当联系心血管

系统疾病临床护

理的相关案例。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9 感觉器

1. 熟 悉 眼

睑、结膜、

泪器、泪道

的位置和结

构，学会洗

眼和滴眼药

水的方法

2.熟悉外耳

道的组成及

弯曲，鼓膜

的位置，能

应用于外耳

冲洗术。

1.知道感觉器及感受器的概念，了解

感受器的组成及其基本功能

2.掌握眼球壁各层的名称、位置、分

部、主要形态结构和功能；晶状体、

玻璃体的位置、形态结构和功能。

房水的产生和循环途径

3.熟悉结膜和泪器的名称、位置及形

态结构；眼外肌的名称、位置和作

用，了解眼睑的形态结构

4.掌握前庭蜗器的组成和分部；中耳

的位置、分部；鼓室内外侧壁；三

块听小骨的名称及其连结；内耳的

位置、组成、分部及主要形态结构

5.熟悉外耳道的组成及弯曲；咽鼓管

的位置和通向

6.了解耳郭的形态结构；鼓室各壁及

乳突小房的位置；鼓膜的位置、形

态及分部

7.在标本和模型上辨别并确认视器、

理论课 2节

介绍感觉器的主

要结构。

适当联系感觉器

疾病临床护理的

相关案例。

实验课 2节

1.引导学生认识

生感觉器官的结

构。

2. 购买若干猪

眼球，供学生切

开观察眼球大体

结构。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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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前庭蜗器的主要结构

8.在活体上辨别、确认视器、前庭蜗

器的表面结构名称

9.通过临床案例，强调工匠精神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10
内分泌系

统

在活体上辨

认内分泌系

统各器官的

位置

1. 知道内分泌腺的概念及组成

2.掌握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

垂体、松果体、胸腺的形态和位置

3.了解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

垂体、松果体和胸腺的功能

4.在标本上辨认内分泌系统各器官

的位置、分部和主要形态结构

5.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保

持平和的心态

理论课 2节

介绍内分泌系统

的基本知识。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2

11 神经系统

掌握坐骨神

经的行程，

在肌肉注射

中防止损伤

坐骨神经

1.知道神经系统的组成及其基本功

能；神经系统中常用术语

2.掌握脊髓的位置、外形和功能；了

解脊髓内部结构

3.掌握脑干的位置、分部及主要形

态；了解脑干主要脑神经核的部位、

性质

4.掌握小脑的位置及外形；了解小脑

的结构和功能。

5.掌握间脑的位置和主要分部；背侧

丘脑的位置和功能；熟悉下丘脑位

置和功能

6.掌握大脑半球的位置、外形、分叶

及其主要的沟、回；大脑重要的皮

理论课 10 节

介绍神经系统的

组成和功能；神

经系各器官的位

置、形态、结构。

实验课 4节

引导学生结合标

本模型，认识神

经系统各器官的

结构。

适当联系神经系

统疾病临床护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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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质中枢；内囊位置、分部

7.掌握脑脊液的产生及循环途径；了

解脑的动脉的来源及其分布范围。

了解颈内动脉在颅内的行程及其主

要分支（后交通动脉、大脑前动脉、

大脑中动脉及其发出的皮质支、中

央支）的分布。熟悉脑和脊髓被膜

的层次、名称以及硬膜外腔、蛛网

膜下腔的位置。熟悉大脑动脉环的

位置、组成。了解脑的静脉的特点

和大脑浅、深静脉的位置及回流。

8.知道脊神经的数目、组成、纤维成

分及其来源；颈丛、臂丛、腰丛、

骶丛的组成、位置和主要分支分布。

了解颈丛皮支、脊神经后支的分布

9.知道 12 对脑神经的名称、性质和

主要分布范围及一般功能。了解动

眼神经、滑车神经、三叉神经、展

神经、面神经、喉上神经与喉返神

经、副神经、舌下神经损伤后的临

床表现

10.知道内脏神经的概念；内脏运动

神经和躯体神经的区别；交感神经

和副交感神经的比较

12.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应用理论知

识分析实际问题

的相关案例。

引导学生登录网

络课程，加强课

后复习及自我检

测。

机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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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习任务

（单元）
职业能力 知识、技能、态度要求

教学活动

设计

学

时

合计 64

八、实施建议

（一）教学策略建议

本课程基于以生为本、因人施教、实用够用等教学理念，主要采用理实一体

化、案例教学、问题导向等教学方法以及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学习方法组织

实施教学，依托智慧职教、职教云、超星学习能等信息化教学平台实施教学。

（二）教学评价

本课程坚持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突出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

方式的多样性、评价过程的开放性、评价内容的全面性、评价结果的科学性。注

重对学生在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三个方面的综合考核以及学生解决问

题能力的考核，强化过程考核、实践考核。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过程性考核(50%)

和总结性考核(50%)。

过程性考核，充分发挥在线平台的优势，设置学生学习任务权重，通过学习

平台记录学生视频学习、章节测验、作业、主题讨论等学习行为的数据，基于学

习过程行为数据进行教学评价与即时反馈，具体考核点包括内容学习 60%、作业

10%、讨论 20%、期末考试 10%。

总结性考核主要通过期末考试，实验实训项目等进行评价，明确考试内容与

知识点、能力点的对应关系，强调对知识运用和技能掌握能力的考察。

（三）教材编写与使用

本课程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数材、省部以上获奖数材或近三年新板教材。结合

护理、助产专业特点，以临床护理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以人体解剖学学习任务

引领设计教材编写框架，编写国家规划教材或校本教材。教材内容要体现思想性、

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等要求，及时反映行业企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新流程。文字表述准确、规范，图文并茂，装裱精美，呈现方式为纸质教材、电

子教材或云教材。

（四）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主要使用多媒体课件、网络视须、动画、彩图等课程资源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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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标准，开发文本类、图形图像类、音频类、视频类、动面

类、虚拟仿真类以及微课、课件等教学资源

（五）师资条件建议

1.取得高校教师职业资格证书；

2.具有临床医学专业或学科学习背景；

3.具有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研究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以

及社会服务能力和企业实践经历；

4. 具有双师素质教师资格；

5. 取得执业医师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技能等级证书。

（六）实验实训设务配置建议

本课程主要在校内解剖实验室、人体生命科学馆、数字人体解剖学实验室进

行人体模型、标本观察实训，需要铸型标本、型化标本、断层标本等各系统解剖

标本 300 余件；数字人体解剖系统一套，《人体解剖学实验教程与学习指导》校

本教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