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护理 

专业代码：5202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中生和三校生 

三、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 3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四、职业面向 

护理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临床护理、预防保健、护理管理、护理教学、护理科研，

民办医院、公办医院、育婴师，私人家庭护理师，持有相关证书可出国做护理师。 

五、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护理技术性专业人才为根本任务， 

以深化护理教育改革，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以工、学结合为培养途径，加强对学生综合 

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努力形成“专业精、技能强、人文全、素质高” 

的护理人才培养特色，主动适应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卫生保健需求。培养适应城 

乡、社区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熟练、规范的操作技 

能，良好的卫生职业道德，健康的心理素质和一定医学科学研究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知识结构 

（1）掌握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医学、预防保健的基本 

理论知识； 

（2）熟悉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 

（3）了解护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与动态。 

2、能力结构 

（1）具备护理学的基本技能、基本操作、专科护理和监护护理技能，并能够应用 

护理程序对服务对象实施整体护理； 

（2）具备社区健康服务、护理管理和护理教育的基本能力； 

（3）具备一定的病情和常用药物及疗效、心理反应的观察能力。掌握急、危、重

症病人的急救原则； 



（4）掌握医学文献检索、资料调查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 

能力； 

（5）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6）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7）具备一定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较熟练的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 

3、素质结构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诚信品质； 

（3）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4）具有较强的遵纪守法意识； 

（5）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乐于奉献的精神； 

（6）具有敢于拼搏、勇于尝试、主动探索的创新精神； 

（7）具有善于沟通与协调，与人合作的团队协作精神。 

4、技能资格证书 

本专业毕业生要求取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证书（专科 A/B 

级）》和卫生部颁发的《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六、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一）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贯彻“教、学、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行业背景与专业特色，以职业

生涯发展为目标，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进行设计，坚持“职业能力本位、适于个性发

展”原则，通过深入合作企业调研和毕业生回访，对护理专业的岗位设置、工作对象、

典型工作任务和典型职业能力进行深入调研，归纳出就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总

结出学生胜任工作岗位需要的职业能力和素质要求，设置公共基础平台，培养学生基本

素质；结合专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重新整合课程体系，设置专业核心模块，培养学生

胜任临床护理、急危重症护理、中医护理、社区护理等专业岗位的职业能力；设立包括

通识选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认知与实践、技能竞赛、技能考试、社团活动、社会实

践和公益活动的个性化培养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从而构建出“基本能力与专

业知识兼顾、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兼顾”的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重视个

性化及创新精神培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实现“职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培养、人文

素质教育”三线贯穿。 

本专业主要面向全国各省、市、县、社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和发展需要，适应岗位群需要，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协调发展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护理人才。因此想要培养一个合格的护理人员，不仅要有护理知识和技能，还应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护理职业道德是在一般社会道德基础上，根据护理专业的性质、

任务，以及护理岗位对人类健康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对护理工作者提出的护理职

业道德标准和护士行为规范。在护理教育中使学生形成高尚的护理职业风范，能够指导

自己的言行，调整护士与病人、护士与集体、护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学生判断自己

和他人在医疗、护理、预防保健、护理管理、护理科研等实践过程中的行为是非、善恶、

荣辱和褒贬的标准。通过学习，为学生将来从事护理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课程体系设计 

1、根据护理专业职业岗位群，分析典型工作任务，得出完成典型工作任务对应的

职业能力，结合护理专业技能标准要求，将职业能力进行整合，构建了本专业的突出职

业技能，突出技术应用能力，优化护理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机构的“两突出三优化”

的课程体系，使学生动脑、动手，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知识与技能同步，克服传统的

理论与实践课程分离的缺点。溶理论知识和技能于一体，避免教学冗余，突出专业技能

与岗位能力的培养。 

2、按照岗位群的工作任务分析，将课程体系分为五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公共基

础教育模块，主要培养学生应具备的通识理论知识，注重学生专业达标和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第二模块是专业基础教育模块，这一模块培养护理专业人才所需的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第三模块是核心课程教育模块，设立《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

护理学》、《儿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中医护理学》和《社区护理学》等

核心课程，满足临床和社会需求。第四模块是选修课教育模块，可以满足学生对基础知

识的运用、培养实践能力、训练沟通能力等。第五模块是专业理论与实践教育模块，专

业理论学到哪里，学生的实践操作就做到哪里，让学生通过实践亲身体会到要解决实践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又必须要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作指导，带着社会实际问题去分析、

去判断那些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学与用的结合这样才能使学生遇到问题，得到解决

问题的能力，才能增强学生们学习理论的积极性，能更好的培养学生专业理论技术和应

用能力，强调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七、教学组织 

为保障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实施，突出职业能力培养，推行“教、学、做一体”的教

学模式改革，强化“学训赛相通”的培养特色。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等实训条件，

按照临床护理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全面推进“教、学、做一体”教学模式改革，重新

整合教学内容，科学设计教学项目，把典型工作任务作为教学载体，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做到边学、边做、边练，实施课堂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效结合。 

八、课程设置 

（一）公共课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0学时）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大学生活和人生发展，保持身心健康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创造有价值的精彩人生，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遵守社会

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增强法律意识和树立法治精神，我国的宪法精神与法律制

度等内容。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64学时） 

本课程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成果的精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内容。 

3、大学英语（124 学时） 

本课程主要以培养学生外语应用能力为教学重点，同时传授必要的语言知识。通过

教学，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外语

资料的能力，听说能力和基本的书写外语信函等能力，为学生进一步提高外语使用能力

打好基础。 

4、大学语文（62 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知识，提高学生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进行口

头和书面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学习和工作的需要，使学生比较准确地阅读和理解文学作

品及文字材料，并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水平、较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较高的写作能力。 

5、计算机应用基础（60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0学时，实践教学 30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计算机基础知识、常用操作系统的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计

算机网络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具有文字处理能力，数据处

理能力，信息获取、整理、加工能力，网上交互能力，为以后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 

6、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15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学生择业方面的职业测评、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从业方面的职业

意识和职业行为；就业方面的简历、面试等技能，同时提供就业政策、 就业信息等方

面的指导；帮助毕业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选择职业岗位，促进 学生顺利就业，提

高学生未来职业可持续发展力。 

7、形势与政策（68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以及我国

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与应对政策，帮助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开拓视野，教育

和引导大学生全面准确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方略，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8、大学体育（98 学时） 

本课程主要通过体育基础理论，使学生喜爱体育，基本技能的传授和有效的体育实

践，全面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使学生喜爱体育，掌握锻炼身体的基

本方法，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乐观、自信、进取的心理品

质。 

9、劳动教育（65 课时） 

劳动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劳

动习惯的教育，是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劳动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塑

造健全人格、磨练顽强意志、锤炼高尚品格。高校应该结合实际，从思想引领、亲身实

践、有机融合三方面入手，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教育体系，培养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专业基础课 

1、人体解剖学（9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60 学时，实践教学 32 学时） 

本课程主要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学，属于生物科学中的形态

学范畴，是医学学科中重要的基础课程。学习本门课程，使学生认识和掌握人体各器官

系统的形态结构及人体各局部的层次解剖、重要器官的配布与毗邻关系以及解剖的基本

技能，为学习其它基础医学课程奠定必要的形态学基础。 

2、组织胚胎学（3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 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本课程主要由组织学和胚胎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组织学是用显微镜技术

研究正常人体的微细结构及其与功能关系的学科。它可分为细胞、基本组织和器官系统

三部分。胚胎学是研究人体发育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从受精卵开始通过细胞分裂、分

化、逐步发育成新个体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研究先天性畸形的形成过程

及其原因。 

3、医用化学（3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4 学时，实践教学 6 学时） 

本课程主要分基础化学和医学有机化学两部分。基础化学部分：主要使学生了解什

么是医用化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目的，使学生了解生命化学进化及化学本质，了解化学



与医学的关系等，主要讲授溶液理论、结构理论、电化学、胶体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内容。

医学有机化学部分：主要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常识、有机物的结构、性质（反应

机理）及有关应用。通过医用化学的学习，为后续医学基础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4、生理学（6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4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人体生理活动的发生机制、条件以及机体内、外环境中各种变化对生

理功能的影响，从而掌握各种生理变化的规律。 

5、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30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 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熟悉细胞

的结构和功能、遗传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等基本原则；了解细胞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

等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并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能初步解决医学实践中的问题。 

6、生物化学（48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0 学时，实践教学 18 学时） 

本课程主要研究人体的生物化学， 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近来年，生物学、

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基础医学学科的研究均深入到分子水平，并应用

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技术解决各个学科的问题。同样，近代医学的发展经常运用生物化学

的理论和方法来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许多疾病的机理也需要从分子水平上加以

探讨。生物化学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介绍生物化学的基本知识，以及与医学相关的生物化

学进展，为学生学习其它基础医学和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 

7、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4 学时，实践教学 20 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免疫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疾病诊断和防治中的应用，以及病原微生物

的生物学特性、生命活动规律、致病性、免疫性、实验室检查及防治原则的一门医学基

础学科。其内容包括医学免疫学、病原微生物学和医学寄生虫学三部分。 

8、病理学（68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0 学时，实践教学 18 学时） 

本课程是学习临床护理学的重要基础课程。该学科主要研究疾病的病因、在病因作

用下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在疾病过程中机体各组织和器官形态结构的变化、代谢和功

能的异常，阐明疾病本质。 

9、药理学（9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70 学时，实践教学 20 学时） 

本课程是护理学的基础课程之一。是研究药物与机体（包括病原体）间相互作用的

规律和原理的学科。通过学习可以为临床合理用药奠定理论基础。可以使学生能运用药

物学的知识和技能，在护理工作中正确执行处方、医嘱、观察药物疗效、监护不良反应

并能做出初步的应急处理。 



（三）专业课及素质拓展课“*” 

1、护理礼仪（3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16 学时，实践教学 14 学时） 

本课主要程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情感、较高的美学素质、优美的礼仪举止、有效 

的沟通交流能力以及规范的护理职业行为，使学生能塑造良好的护士职业形象。 

2、健康评估（96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80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 

本课程是护理专业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门医学基础课和临床护理专业课的桥梁

课程。各章内容均以护理程序为框架，系统阐述了健康评估方法、常见症状评估、身体

评估、心理评估、社会评估，同时对心电图、影像和实验室检查以及护理病历书写格式

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3、基础护理学（172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82 学时，实践教学 90 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帮助护理对象满足生理、心理和治疗需求的护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及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内容包括护理学的基本概念、护士素质及其行为规范、护理程

序、护理方案、医院内感染的预防和控制、病区护理管理新模式、临终护理及基础护理

技术操作等。 

4、社区护理学（36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 

本课程主要是运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保健医学和环境卫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探讨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和疾病作用的规律，应用医学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等原理和方

法，分析环境中主要致病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并通过制定公共卫生措施，达到预防

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的一门应用性学科。 

5、眼耳鼻咽喉科护理学（36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 

本课程是阐述眼科、耳鼻喉科和口腔科护理规律的学科。属临床护理学的一个分 

支。本学科从护理学角度观察眼、耳鼻喉、口腔等器官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态，为共 

进行护理评估和护理诊断,并制定护理计划，提出预期目标和护理措施，探讨用护理学 

的技术方法，协同医生做好各种治疗护理工作，促使疾病状态向健康状态转化。 

6、内科护理学（10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78 学时，实践教学 24 学时） 

本课程内容包括内科护理学总论和叙述各系统常见内科疾病病人护理评估，及其判

断、决策、处理和评价的内科护理学各论。也是临床护理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研究内

科病人生物、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特点，运用护理程序实施整体护理以预防疾病，促进

康复和保持健康。本课程内容包括内科护理学总论和叙述各系统常见内科疾病病人的护

理评估，及其判断、决策、处理和评价的内科护理学各论。 

7、外科护理学（10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78 学时，实践教学 24 学时） 



本课程是临床护理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是从现代护理观出发，研究对外科病人进

行整体护理的一门专业护理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外科护理学总论、普通外科护理，颅脑、

胸部、泌尿、骨关节等系统的护理以及常用的外科护理操作技术。 

8、卫生法律法规（3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5 学时，实践教学 7 学时） 

本课程是以医疗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和法律问题为对象进行分析和解决的一门实用

性法律知识普及课程，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由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卫生法

环境的形成，使得卫生社会关系变得复杂且具有特殊性，进而使卫生法律社会关系也具

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在这样一个社会进程中也使卫生法自身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特殊性

的部门法律体系。 

9、传染病护理学（3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 学时，实践教学 12 学时） 

本课程是内科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以往所学医学基础课程及内、外科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着重讲述传染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治疗、护理等方面的

知识，强调以临床症候群和病原微生物为主线，重点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鉴别诊断能

力。 

10、妇产科护理学（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4 学时，实践教学 20 学时） 

本课程是一门研究妇女特有的生理和病理的一门学科及在非妊娠期、妊娠期、计划

生育中和胎儿、新生儿的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人类生理的反应、疾病预期结果、

护理措施；并监测以发现并发症的发生及状态的临床专科护理之一。 

11、儿科护理学（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8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 

本课程是临床护理学的主要课程之一，是研究促使小儿身心健康成长及运用护理程

序对患儿进行护理的一门护理专业课。内容包括小儿生长发育规律及促进小儿身心健康

的卫生保健措施，儿科基础护理与常用专科护理技术操作以及儿科常见病的护理等。 

12、急危重症护理学（3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2 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本课程主要从临床和教学实际出发，强调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理念。主要内容

包括急诊科管理、急诊分诊、心搏骤停与心脑肺复苏、休克、创伤、脏器功能衰竭、急

性中毒、急救技术、常见急危重症救护等。 

13、中医护理学（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8 学时，实践教学 26 学时） 

本课程根据中医护理专业培养目标，包括中医护理学发展简史、中医护理学基本任

务、中医护理的特点与原则、整体护理、一般护理、中药用药护理、经络腧穴、常用中

医护理技术操作、中医护理文件书写规范等内容。 



14、*精神科护理学（3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2 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本课程是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研究精神障碍急性期病人的护理、慢性期或恢

复期病人的康复护理和健康教育，以及如何早期干预、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保持心理

健康的护理学科，其与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并列为精神领域的四大学科。 

15、*老年护理学（3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 学时，实践教学 12 学时） 

本课程通过介绍和讨论老年护理理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体现老年护理的特点，通

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不论在医院还是在社

区，均能提供保持老年人人生的连续性和个性化护理，最大限度地发挥老年人生理、心

理、社会方面的潜在能力。本课程可满足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并使其感受不同学科的

思维方法，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其它 

入学教育及军事训练（90 学时）   

为使学生学习军事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学校可根据具体情

况分期或集中组织学生参加军训和入学教育。主要学习解放军内务、队列条例、学校规

章制度等知识。 

九、教学计划进程 

 

 

 

 

 

 

 

 

 

 

 

 

 

 



 

 

兰州科技职业学院教学计划进程表 

学制：3年         专业名称：护理            修订日期：2022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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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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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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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试 64 64 0  4   

1003 大学英语 考试 124 124 0 4 4   

1004 大学语文 考查 62 62 0 2 2   

1005 计算机应用基础 考试 60 30 30 4    

1006 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考查 15 15 0 1    

1007 形势与政策 考查 65 65 0 1 1 1 1 

1008 体育 考查 98 20 78 2 2 2  

1009 劳动教育 考查 65 45 20 1 1 1 1 

小  计 583 455 128 17 14 4 2 

专
业
基
础
课 

2001 人体解剖学 考试 92 60 32 4 2   

2002 组织胚胎学 考查 30 20 10 2    

2003 医用化学 考查 30 24 6 2    

2004 生理学 考试 60 44 16 4    

2005 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 考查 30 20 10 2    

2006 生物化学 考试 48 30 18  3   

2007 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 考试 64 44 20  4   

2008 病理学 考试 68 50 18  2 2  

2009 药理学 考试 90 70 20   5  

小    计 512 362 150 14 11 7 0 

专
业
课 

2010 护理礼仪 考查 30 16 14 2    

2011 健康评估 考试 96 80 16  6   

2012 基础护理学 考试 172 82 90  4 6  

2014 社区护理学 考查 36 20 16   2  

2015 眼耳鼻咽喉口腔科护理学 考试 36 20 16   2  

2016 内科护理学 考试 102 78 24   4 2 

2017 外科护理学 考试 102 78 24   4 2 

2018 卫生法律法规 考查 32 25 7    2 

2019 传染病护理学 考试 32 20 12    2 

2020 妇产科护理学 考试 64 44 20    4 

2021 儿科护理学 考试 64 48 16    4 

2022 急危重症护理学 考试 32 22 10    2 

2023 中医护理学 考查 64 38 26    4 

2501 *精神科护理学 考查 32 22 10    2 

2502 *老年护理学 考查 32 20 12    2 

小   计 926 613 313  2 10 18 26 

合计学时数  2021 1430 591  33 35 29 28   

其它 
毕业实习  960 0 960        

入学教育/军事训练  90 10 80        

总计学时数 3071 1440 1631  33 35 29 28   

总学

时 
3071 

说明：教学总学时为：3101； 校内理论教学学时：1440； 校内实践教学总学时：1631；

（包括第五学期是毕业实习 960 学时）；带“*”的课程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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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课程结构比例表 

 

十、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机构 

本专业生师比为 1:18.2，双师型教师占转而教师比例不低于 46.1%，专任教师队伍

的职称、年龄保持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本专业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具有护理、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

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临床实

践和科研水平。 

3、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省内各大医院和本科院校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

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

和担任相应行业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岗位，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

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课程类别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含顶岗实习） 
其他 合计 

理论课学时 455 362 613 10 1440 

所占比例

（％） 
14.8％ 11.8％ 20.0％ 0.3％ 46.9％ 

实践课学时 128 150 313 1040 1631 

所占比例

（％） 
4.2％ 4.9％ 10.2％ 33.9％ 53.1％ 

总学时数 583 512 926 1050 3071 

所占比例

（％） 
19.0％ 16.7％ 30.2％ 3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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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内设施 

1、校内实践教学条件 

根据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从专业课程实施要求出发，按照“教学做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行业背景与专业特色，建设校内实训实训室，不断完善

人体生命科学馆、病理标本室、基础护理示教室和模拟病房、内科实训室、外科实训室、

儿科实训室、中医实训室和生化实验室等实训条件，基本能够满足护理专业学生的实验

实训。 

实训室实训器材一览表 

序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台(件) 购入时间 

1 多功能治疗车  50 2006.7 

2 仿真手部静脉穿刺  50 2006.7 

3 手臂静脉注射模型  50 2006.7 

4 高级肌肉注射模型  25 2006.7 

5 臀部注射实习模型  5 2006.7 

6 标准整体护理模型人  5 2006.7 

7 女性、男性导尿模型  5 2006.7 

8 儿童、成人气管插管模型  5 2007.9 

9 洗胃机制模型  5 2008.5 

10 抢救车及用物全套  5 2006.9 

11 全自动呼吸机  5 2006.9 

12 心电监护仪  5 2007.9 

13 无影灯  2 2006.9 

14 呼吸机  1 2005.8 

15 麻醉机  1 2010.5 

16 多功能手术操作模型  5 2008.5 

17 甲、乙、丙手术器械包  10 2006.9 

18 心肺复苏模型  2 2007.8 

19 血压计（台式）  50 2005.8 

20 体温计、体温笔、热水袋  120 2005.8 

21 超声波雾化器  1 2008.5 

22 氧气瓶  10 2006.9 

2、校外实践教学条件要求 

不断调整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方向和布局，加强与企业合作的范围、力度和深度，实

现学校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确立兰大一院东岗院区、兰大二院、兰州兰石医院、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定西市人民医院、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临夏州中医医院、

武威市二院、庆阳市人民医院、白银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为定点实习医院。并不断为

本专业研究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提高基本技能和综合实践能力的实践环节，使学生在

真实环境下进行顶岗实习，学生能够学习并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为学生今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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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三）教学资源 

逐步引进部分优秀教材，配套微课、慕课、AR等网络资源，组织教师编写多本项目

化教材，针对学校教学设备编写实验实训指导书，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适用的教材体系。

学院建设有电子图书阅览室和线上教学“互联网+资源库”，通过教学课件、实物照片

展示理论知识。 

（四）教学方法 

学院以充分就业为根本，以凸显特色为导向，以改革创新求发展为专业建设思路，

着力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依据“教、学、做一体化”的

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贯彻“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对于职业核

心能力课程、专业基本技能课程要紧密联系实例，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对于专业核心技能课程，按照“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价”的六步法

组织教学。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虚拟、仿真环境，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实现现场教学情

境。为了满足护理专业职业岗位的需求,确实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应

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案例分析法、

分组讨论法、体验教学法、实践操作法、讲练结合法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教学过程中采用临床模拟、具体实践操作、网络教学课件等

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学习评价 

根据专业及课程要求，结合社会人员实际，在保证集中考核的前提下，积极采用灵

活多样的考核形式，重点考核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积极推行理论知识答辩、实

践操作竞赛、综合研判及取得技能证书等作为课程考核的依据和内容。 

（六）质量管理 

1、建立系级教学质量保障组织机构 

成立以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组成的教学管理小组和由行业专家、校内专业教师组

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实施与修改。 

2、制定和执行质量保障与监控制度 

制定和执行听课制度、教学值班制度、教学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教师新课试讲制度、校内实验实训标准、校外顶岗实习标准、顶岗实习管理制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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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达标方案等。通过严格的制度管理对教学质量进行保障。 

3、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是专业的生命线，加强对学习效果的评价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教学

质量的重要保证。本专业高度重视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在现有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极

推进教学管理改革与创新，构建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十一、毕业要求 

学生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须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课程，并且成

绩合格，完成规定的教学活动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达到本方案规定的素质、知识

和能力等方面要求，准予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