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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体功能”课程整体设计 ①

李昱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院，陕西 咸阳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开发和建立新型职业教育课程需要从研究课程特点、抓好课程设计开始。主要从实践出发，介绍了我院高

职护理专业《正常人体功能》课程设计的前期准备，设计思路，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教学

策略设计、考核评价设计等设计内容，旨在同行交流，切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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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已被大家所认识，探索和建立适合国情、符合工学结合要求的新

型职业教育课程模式［１］，已经成为广大职业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开发和建立新型职业教育

课程需要从研究课程特点，抓好课程设计开始。教学设计是针对教学对象，通过创设教学情境，预先安

排好教学进程，综合教师、学习者、教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所进行的以实现学习目标的一个宏观系统过

程。教学设计一般包括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教学策略设计、考核评价设计等

几大方面［２］。我院“正常人体功能”课程被立项为精品课程以来，经过不断研究和探索，形成并优化了

课程设计。

１　教学设计的前期准备
１．１　明确课程定位

我院护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能在各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健康保健、

护理管理等工作的技术技能专门人才”。在这一专业目标统领下，我们走访调研、结合岗位进行职业能

力和需求分析，研究了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新变化，本着结合“淡化学科、突出能力、形成特色”的原则，

设置了“正常人体功能”课程。该课程是护理专业所必需的重要基础课程，是由传统学科体系“生理学”

与“生物化学”课程有机整合改造而来的。一般在高职第二学期开设，是上承“正常人体结构”，下接“病

理学”“药理学”和其他专业课，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一门课程。

１．２　开展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是“教为了学”教学设计思想的体现，学习者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主要

从课程内容的角度分析学生先行知识，从教学需要的角度分析认知特点。首先同一班级内先行知识存

在差异，原因主要是当前多数高职院校护理专业招生政策是“文理兼招”，吸引了大量文科学生的报考，

而学校编班是系统随机的，文科生化学、生物学基础普遍偏差，学生接受和理解程度上参差不齐。其次

从认知特点上分析，理科学生普遍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较容易接受本课程，而文科生普遍形象思维较强，

不适应本课程特点和学习规律。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５０９１８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课题资助项目（ＳＧＨＩ２６４４）
作者简介：李昱（１９８２－），女，陕西西安人，讲师，硕士生，主要从事高职医学基础课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１．３　了解教学现状
教学现状是一方面学生心理上因多年成绩不佳及老师和家长的责备存在厌学情绪，认为老师讲的

东西枯燥、无趣，又或者根本不做预习完全听不懂，但为了保住毕业证疲于应付。另一方面老师经常抱

怨学生不爱学习，上课经常玩手机，产生职业倦怠感，不愿与学生多交流，为了完成任务只看黑板或课

件，不看学生，课堂不活跃，教学效果不佳。这样的教学现状使教学改革刻不容缓。

２　教学设计
在“学院建病房，医院设课堂”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导下，基于护理工作过程，按照“以护

理行业要求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以护理行业标准引领课程设置标准、以护理实验实训对接行业技术要

求、以教学资源内容对接护理岗位任务”的理念进行设计。

２．１　教学目标设计
准确定位教学目标是高职特点在课程中的体现，应定位在有利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支撑

和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职业素养养成，与前后续课程衔接得当，并且区别于中职和本科，体现高

职特色的目标。具体：１）能力目标：能将人体功能活动规律用于医学专业课学习和临床实践，能解释生
命现象，疾病发生、发展，提高整体护理能力；掌握机能学实验基本操作方法，能进行验证性实验，初步设

计综合性实验的能力；通过设计案例，任务引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初步分析能力。２）知识目
标：掌握人体各大系统、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活动规律。３）素质目标：良好的护理职业道德，严谨、
细致的工作作风，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职业态度。

２．２　教学内容设计
在设计时一定要脱开教材，不唯教材，始终以支撑教学目标为出发点，结合未来主要就业岗位来开

发，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序化是高职课程改革的关键，且随着行业发展、岗位变化、学情不同，教学内容是

不断创新变化的。结合护理学生文理兼收以文科为主的生源特点、针对学生就业岗位及职业发展的需

求，参考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要求来优化筛选教学内容。将人体正常生命活动与物质代谢紧密联系，突出

人体功能的一致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增加与护士工作紧密的内容，使教学内容力求体现“职业化、实

践化、情境化、开放化”。具体内容分为细胞生理、物质代谢、血液循环、内脏功能和调节系统（神经内分

泌）五个学习模块，每个学习模块可再分具体的学习单元。教学单元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的认知规律递进式编排，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２．３　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
一是教学环境设计。教学环境设计包括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基础设施配备、信息化教育技术和

软件的引进、专业文化氛围的营造等。在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充分发挥校企合作互补办学的优

势。本课程现有校内实训室５个，理实一体化教室２个，另外还有校企共建校医院１所，校外实训基地
４０余个。先后与多家医院开展深层次联合办学，将学生第二学年的专业课教学直接搬入医院，为每位
学生安排导师指导学习，充分发挥医院的资源优势，几年来效果显著，培养的学生深受就业单位的青睐。

所有教室均配有多媒体设备，校园网络全覆盖，教学管理实行精细化管理，精品课程资源上网，师生共建

学习微信群、ＱＱ群，实行线上线下无阻碍交流。
二是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提升内涵的重要支撑，只有教师的观念转变了，教学

水平提高了，才能将各种教学硬件发挥最大效能。通过引进、招录、培养、培训、招聘等多种途径，构建老

中青、学历职称合理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积极转变教育观念，改过去“教师是演员，学生是观众”为

“教师做导演，学生是演员”，变“围着黑板讲护理”为“围着病床学护理”。

三是学习资源开发。将以往课程网站资源服务于教师改为开发学习资源，服务于学生。开发信息

化教学资源，如课件、彩图、动画、视频、微课，是非计算机专业教师客服多种困难，花费很大精力来学习

并积累起来的。鼓励青年教师发挥特长，积极进行微课制作，小范围内实施翻转课堂，网络化的学习资

６３



第２期 李昱：“正常人体功能”课程整体设计

源，学生可以随时使用手机学习终端在校园学习。发挥高年资教师的作用，编写体现高职特色的校本教

材，拓展补充辅导读物、教学案例。

２．４　教学策略设计
教学策略，教学策略是指教师为实现特定教学目标，通过选择具体的教学方法和相关技术，合理组

织教学和制订教学过程的整体方案［３］。具有可操作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我们在课程中注重提高课堂

教学实效性，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探究为引领，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素质

为目标进行具体的学习单元设计，包括信息资讯，任务导向，即课前布置任务，以任务为导向、提供多种

信息资讯使学生获得形象感知；网络化资源开展自学检测，发现问题；课中案例引领，提出问题；教师示

范、学生演练并及时纠错，形成学做一体，解决问题；通过考核、小结、布置思考题等环节，总结提升，拓展

问题。并在课外开展问卷调查、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学习动向，反馈完善教学设计方案。

２．５　考核评价设计
考核采取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过程性考核占６０％，包括课堂考勤、师生

互动评分、单项实训考核、学生互评、组间互评等形式。终结性考核占４０％，包括理论测验和实训考核。
建立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的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每学期发放纸质材料组织学生评教１

次，网络评教１次；教研组老师、教学督导通过听课开展同行评价；为见习医院、实习医院和就业单位发
放调查表，校企深度合作医院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收集社会评价等意见。

３　结语
课程是办好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设计是每一位教师面临的一项重大难题，也是高职教育走提升内

涵发展、领先其它院校同类专业、提高专业吸引力的重要法宝。教师们应树立新观念：知识不是教师

“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能力不是教师“讲”会的，而是学生“练”会的。要站在“忠诚党的高职教

育事业”的高度，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摸索适合校情的教学设计方案，并认真在教学中组织实施，及

时总结，不断改进，修改完善设计。通过教学设计，教师从原来教学改革的旁观者变为设计的实施者，通

过亲身体验，不断提高教学能力，获得职业满足感。

参考文献：

［１］赵志群．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开发指南［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黎华，刘柳．浅谈高职课程如何进行教学设计［Ｊ］．广西教育，２０１０（１５）：４２－４４．

［３］张震，张京毅，吴树华．基于核心能力培养的高职医学院校教学策略改革与创新［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５（１４）：

１０３－１０５．

（责任校对　谢宜辰）

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