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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案例名称
基于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一主线二轨道三阶段四融合”混合式内科护理

学课堂革命案例---循环系统疾病病人的护理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代码） 学时

内科护理

学
HL0088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践课

护理专业

（520201）
136

二、授课1情况
授课教师 授课时间 授课班级 所属专业（代码） 学生评教分数

熊海燕
2021-2022学年

第 2学期
20级 1班

护理专业

（520201）
98.96分

熊海燕
2021-2022学年

第 1学期
20级 1班

护理专业

（520201）
92.17分

熊海燕
2020-2021学年

第 2学期
19级 9班

护理专业

（520201）
98.55分

熊海燕
2020-2021学年

第 1学期
19级 9班

护理专业

（520201）
96.92分

熊海燕
2019-2020学年

第 2学期
18级 5班

护理专业

（520201）
96.31分

熊海燕
2019-2020学年

第 1学期
18级 5班

护理专业

（520201）
95.43分

三、案例内容

（一）摘要（500 字以内）

1 仅提供最近三个学年（2019-2020学年、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授课情况。可自行增加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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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核心课程，为解决学生处理真实病情与实际护理的关联能力欠佳；教材落

后与岗位胜任力脱节；教学活动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实践学习中难以全程参与完整的护理过程；

教学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开展本次课堂革命。

本课程以活页式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为抓手，以护理工作五大程序为逻辑框架，模

块化教学内容，形成课程思政案例库、企业实操案例库、应急救护包、老年护理包、双语特色包、虚拟

仿真特色模块等。在教学过程中，以内科护士岗位胜任力为主线（一主线），形成“仁心”、“仁护”

双轨道思政育人路径。为丰富“专业技能”，形成“岗位引领（课前），能力本位（课中），循环递进

（课后）”三阶段教学内容改革，同时将课程教学与德育融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融合、课程教学与

创客教育融合、课程教学与 1+X 证书培训融合（四融合）。最终打造“一主线两轨道三阶段四融合”顶

层教学设计。

课程为省优质网络课程、省教学资源库核心课程、国家级在线开放课程；负责人主编的活页教材第

5 次印刷、教学团队立项为省护理创新团队、2021 年获省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并入围国赛遴选，2018 年

获省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教学改革论文获国家级一等奖。

图 1 内科护理学课程定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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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的问题（500 字以内）

1.学生面对真实患者时无处着手，处理真实病情与实际护理的关联能力欠佳。

教学过程出现成绩非常好的学生面对真实病情无从下手，不能很好实施护理措施的现象。教学团队

根据提炼护理要素建立牢固的知识结构，形成活页式教材。

图 2 学情分析图

2.教学内容与护士胜任力实际“两张皮”，难以适应临床护理岗位需求。

原有教材内容滞后于技术发展，以活页式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为抓手，形成企业实操案例库、

应急救护包、老年护理包、双语特色包等。

3.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不够突出，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移动慕课“联通”实体课堂，混合运行资源数据有效进行线上线下教学，采用“一主线两轨道三阶

段四融合”顶层教学设计，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4.学生难以全程参与完整的护理过程，化解实训环节存在的“看不见、摸不着、风险大”等现实瓶

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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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校企联合开发富含思政元素的 12模块内科护理实训虚拟仿真项目，采取“双平台”（慕课

平台+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组织教学，突破现实瓶颈。

5.学生价值引领与岗位需求存在差距，缺少综合评价体系。

启动 KPI 测评项目，建立多元化、全过程评价体系。形成定性评价（思政）和定量评价（知识、技

能）相结合、过程性+总结性+增殖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模式。

（三）问题解决策略（思路、过程和做法等，2000 字以内）

1.思路

基于国家课程平台，确立了“一主线两轨道三阶段四融合”的混合式课程改革思路，推进一条主线（内

科护士岗位胜任力为主线），采用两条轨道教学路径（“仁心”即是关心爱护患者，“仁护”即有丰富的

护理知识和精湛的技术），加强三个阶段（岗位引领，能力本位，循环递进），强化四个融合（课程教学

与德育双融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双融合，课程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双融合，课程教学与 1+X 证书培

训双融合）。

图 3 “一主线两轨道三阶段四融合”教学改革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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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程与做法

（1）根据护理程序五步骤，形成惯性的职业反应能力。

为突破学生实际护理能力欠佳的学习困境，教师按照五步骤把疾病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等相邻的知

识点与常见疾病护理项目为知识面进行链接，基于真实病人让学生进行关联性思维训练，把问题捕捉-

分析-对应-实践-反思的过程形成固定编码，让学生建立牢固的知识结构，并将其形成活页式教材，让学

生反复学习，形成惯性的职业反应能力。

图 4 典型工作要素提炼结构图

（2）整合前沿医疗资源，新技术、新规范及新设备对接五大工作程序。

将新技术融入护理工作五大工作程序，帮助学生构建核心工作程序。“评估”对接 3D Body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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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立体解剖图谱让学生理解疾病发生的原理与临床表现中的关系，训练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整

合能力。“诊断”对接虚拟仿真技术。通过仿真平台学生可直观观察了解病情，锻炼学生护理诊断能力。

“计划”对接思维导图。学生在 Process on网页上梳理病人疾病的相关要点，主动制定具体护理目标和

护理措施，帮助学生形成整体护理观念。“实施”对接高仿真模拟技术。学生进入仿真病房，实战操作，

处理突发病情变化，加强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应变能力。“评价”对接互联网+医疗形态。以远程心

血管平台为依托，与医院科室远程连线，观察临床教师护理过程，促进学生反思及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同时新技术、新规范融入到在线课程中，形成企业实操案例库、老年护理包等，进一步满足内科护士岗位

胜利力的需求。

图 5 新技术、新规范对接五大工作程序

（3）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混合式教学，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

实施“一主线两轨道三阶段四融合”的混合式课程改革思路，整个教学过程以内科护士岗位胜任力为

主线，通过“仁心”、“仁护”双轨并行展开教学，采用革新教学模式 5E 和“KSR-CDIO”。“仁心”轨

道：课前通过“医护工作者”的典型案例树立无私奉献的形象；课中通过“精益求精、求真创新”树立

岗位责任感，课后通过近距离接近临床护理工作，培养工匠精神。“仁护”轨道：理论课通过“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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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课前）、“识”病情（课中）、“行”护理（课中）、“拓”思维（课后）、“再”评价（课后）

五 E 混合式教学一体化展开“评估-诊断-计划-实施-评价”五大工作程序。实践课通过“项目构思

(Conceive）”“项目设计（Design）”“项目实施（Implement）”“项目运作（Operate）”的“KSR-CDIO”

的实践教学模式展开整体护理中五大工作程序。将“专业技能”的教学内容，设计成“岗位引领，能力本

位，循环递进”三阶段递进式教学形式。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进行四融合，国家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开展

了音传心声音及思政园地等（对接德育教育）、专创融合对接创客教育、老年护理特色包对接 1+X 老年护理

证书，国家在线开放课程及虚拟仿真平台对接线下教学，实现线上线下双融合。

图 6 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框架图

（4）利用虚拟仿真平台，真实临床环境提升职业体验感。

院校企三体联动，针对 8大系统开发富含思政元素的 12模块化平台项目，学生在慕课平台完成虚拟

仿真模块学习，然后在手机端和电脑端登录仿真平台，化解实训环节存在的“看不见、摸不着、风险大”

等现实瓶颈，最后线下进行实操训练，提升职业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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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内科护理学虚拟仿真模块

（5）启动 KPI测评项目：实现四主体，五结合，体现增值评价。

以教师、学生、小组、企业导师为四元评价主体，通过五个结合（课前课中课后结合、理论与实践

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个人成绩与团队成绩结合、线上线下成绩结合），启动 KPI测评项目，

形成定性评价（思政）和定量评价（知识、技能）相结合、过程性+总结性+增殖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模式。

图 8 内科护理学形成性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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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典型教学过程样例

以循环系统疾病病人护理中的模块一心力衰竭为例展示“仁心”、“仁护”双轨并进的教学实

施过程。

图 9 心力衰竭教学实施过程

采用线上线下、工学结合，理实一体混合式教学方法，实现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等多种

导向教学方法，实现了“做中学，学中做、学中思，思中辨”，实践育人的目标。理论授课选用“参与-

探究-解释-拓展-评价”5E教学模式。实践课选用 KSR-CDIO教学模式。

图 10 理论课 5E 教学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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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实践课 KSR-CDIO 教学模式图

课前自学阶段：引导学生整合知识，学生通过 MOOC 平台观看线上信息资源自学相关内容，运用已

学知识对真实病人进行画像，老师通过线上测试、心电感应游戏视频等评价其自主学习效果。

1）理论课

课中导学阶段：通过“识”病情、“行”护理两大步骤，一体化展开五大工作程序。设置案例情景

导入课程，再联线真实临床患者，评估患者体征，然后针对病例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利用 3D动画、交

互游戏、思维导图等信息手段引导学生制定、实施、评价护理方案。利用MOOC平台签到、抢答、主题

讨论、分组活动等多样的教学活动，及时反馈教学情况，体现混合教学的理念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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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课中导学教学实施过程

图 13 一体化展开工作程序

课后拓学阶段：通过拓思维、再评价引导学生开展课后反思，拓展学习。在拓思维中，学生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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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图归重点，编制健康宣教册；运用线上 AHA优质资源拓知识，深入社区践真知；在再评价中，运用

mini-CEX量表评思维，校内外导师齐点评；设置主题展讨论，引发生生发言互评价。充分利用平台的作

业、考试等模块进行考核，夯实学生理论和技能的知识掌握；通过平台笔记、专题等空间，实现课后有

效互动。

2）实践课

课中导学阶段：通过“项目实施”“项目运作”两大步骤展开整体护理中五大工作程序。以学生为

中心，针对临床案例，抽取小组演示，学生扮演病人、护士、家属，通过情景模拟展现护理过程；教师

引导学生树立救死扶伤，护佑生命的责任感。

图 14 实践课-课中导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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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学生进行情景模拟

课后拓学阶段：最后通过项目反思、项目拓展引导学生升华、固化实践操作。在项目反思中，要求

学生再看护理查房视频，再整护理查房记录；虚拟仿真再练习，查房记录齐分享。在课后拓展中，要求

要求学生多接触临床新技术，熟悉临床新规范；利用优质教学资源固操作，深入社区再实践。通过平台

上传查房记录，小组操作视频，引发话题讨论，深化护士岗位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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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效果（500 字以内）

1.教学质量评价

（1）学生评价：学习变得有趣、变得容易、学习效果提高

教学模式的创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执业考试通过率和就业率明显提高，教学质量得到学

生、督导和企业专家的好评。

图 16 学生积极性提高

（2）企业评价：操作技能熟、职业意识强、职业素养好

校企结合的省级护理创新团队，学做结合的教学过程，培养了学生的仁心精神和仁护能力。企业用

人单位满意度高，有的企业提前半年预定实习生。

（3）督导评价：教学方法新、教学效率高、教学效果好

教学方法的改革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值得推广。

2.师生竞赛获奖

全程思政育人，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学生获国家技能大赛奖 1 项、省级奖 7 项、省挑战杯银奖 2 枚，



15

师生共创国家专利 7 项。教师获得省教学大赛一等奖 1 项并入围国赛遴选、入围青教赛省决赛、国家论

文一等奖 1 项，省级一等奖 3 项。

图 17 育人成果

3.课程建设效果

成为具有示范性质的课程，获省优质网络课程、省教学资源库核心课程及国家在线开放课程。上线

MOOC 平台，有 599 单位（1.5 万多人）选课学习，在智慧职教 MOOC 学院同名课程排名全国第一，同

类排名第四；撰写《内科护理学实践报告》、活页教材等辅助资源，并形成《教学做一体化实践报告》

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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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国家级MOOC和国家级课程立项截图

4.专业建设成效

成为省级二类品牌专业、第一批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五）创新与示范（500 字以内）

1.创新

1）构建国家级慕课线上教学资源及虚拟仿真平台。创新数字赋能，构建立体化泛在式资源体系优化；

打造“校、企、师、生”四维共建共用的专业资源库。

2）构建“一主线二轨道三阶段四融合”的课程建设理念。采用混合式教学，深化知行合一，点燃学

习者中心的课程革命，实现线上线下全过程育人模式。

3）启动 KPI 评价体系，构建贯穿学习全过程的课程考核评价方案。定性评价（思政）和定量评价（知

识、技能）相结合、过程性+总结性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模式。

4）实施仁心先导研究性学习的教改理念。理论课基于 5E 教学模式，实践课应用 KSR-CDIO 教学理念，

全程课程思政育人，塑造医德仁心的职业道德体系。

2.课程成果与应用示范

1）本课程已为 599 个单位，超过 1.5 万多人提供在线教学服务。累计互动次数 222755 次，累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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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总数 2136533 个。

2）主持的改革项目获得省级立项，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获国家级论文比赛一等奖 1 项，

省级一等奖 3 项。

3）课程负责人带队的团队在 2021 年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团队人员进入省青教赛决赛。分别

向本校教师、惠州卫生职业学院、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等院校教师分享课程建设与混合式教学经验。

4）课程负责人带队的团队综合素质得到提高，立项省级护理创新团队、校级思政示范团队等

（六）反思与改进（500 字以内）

1.成功之处

（1）以学生为中心，整个教学过程贯穿护理工作五大程序，基于岗位职业能力，进行项目化教学，

充分积极调动学生自主性和积极性，秉承先行后知，知行合一理念，切实解决传统理论教学中“教、学、

做”的脱节，理论课学生参与探索少、积极性不高、实践与临床工作岗位脱节、学生久缺真实病情与实

际护理的关联能力等问题。针对问题，采取的教学策略思路清晰，方法有效、可行。值得推广、应用。

（2）有机融入人文思政，突出书证融通，岗教融合的职教理念。

（3）原创活页式教材、职教智慧MOOC等应用和推广价值高。

（4）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过程、评价等方面有明显突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具

有较强的推广及应用价值。

2.反思与改进措施

反思一：课程性质决定了学生提前进入岗位角色，对学生的岗位能力、职业发展规划等要加强引导。

改进思路：加强医院和学校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临床教师的实践指导和岗位素养的培育作用。

反思二：教学案例资源收集整合仍显不够，教学载体尚需进一步完善。

改进思路：联合医院、社区，基于心内科护士岗位核心能力开发教学资源，共同采编循环系统疾病

案例，拓展教学真实案例，并在课程平台提供多样课外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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