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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开设《急救护理学》必修课的实践与思考

李红莉，彭　奇，王梁平，张　懿，刘春江，桂　琛△（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４０１３３１）

　　【摘要】　目的　探讨高职高专《急救护理学》的教学方法与效果。方法　该校对２０１０级高职高专的学生开设

的《急救护理学》作为必修课，教学中突出理论与临床急救护理实践工作相结合、遵循学以致用的原则，以达到临床

实际需求的目的。结果　学生急救护理理论和技能操作技能的考核成绩平均８２分。结论　《急救护理学》课题的

学习有助于学生实际工作中达到“学以会用，用而有效，效而必果”的最终教学效果。

【关键词】　高职高专；　急救技能；　护理；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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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高职高专学生急救专业知识，尤其是实训器材和现代

ＩＣＵ设备的匮乏这一实际情况，为了做好高职高专急救护理学

的教学工作，以培养学生的急救意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的合格人才［１２］。本校利用已有的护理教学资源，开设了《急救

护理学》必修课程，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０级在校的高职高专的学生。大专学生

的来源均是当年高考上了一专分数线的考生，高职学生是从护

理专业中专毕业通过全市统考择优录取的，生源互补性好，知

识储备较丰富，自主学习能力强，主观能动性强，但实践动手能

力和临床思维能力较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组织教学　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方案，在第四学期

开设《急救护理学》课程，它是医护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

总学时为３４学时，其中理论１４学时，实验２０学时，教材选自

人民军医出版社，关红、冯小君主编的《急危重症护理学》，学习

的主要内容见表１。学生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别进行教学，教师

均为本校专职教师，而且都具备“双师”资质（即有教师资格证

和执业医师或执业护师资格证）。理论课：核心要素是概念讲

解清楚，关键性标靶“服务临床”要明确，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媒

体实施教学；实验课：高职高专的教学应以“实训教学”为主，根

据课程内容的特点不同建立护理操作技能的实训优先、“以人

为本精神”为指导思想的新的实验课程模式；其方法是先由教

师示教，再将学生分组（２人１组）、８人形成“学习板块”进行实

训；“实训板块”可分为３个部分，分别是模拟患者、模拟急救现

场、在仿真患者身上进行急救实践技能训练或临床使用的“现

代仪器设备”的操作实训。

１．２．２　教学方法　教学在以交互式多媒体课件为主体教学的

基础上，根据知识内容的特点，设计、组织多种教学方法。如以

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团队学习法、角色扮演法

等丰富、新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勤于思考、乐于实践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以及综合分析能力。

１．２．３　教学评价　（１）考核。课程结束时组织理论和操作技

能考试。理论考试为闭卷考试，卷面分１００分，时间９０分钟，

题型包括选择、填空、判断、名词解释、问答题；操作技能考试为

现场考评，总分１００分，内容是心肺复苏或止血、包扎、固定二

者选一，每个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总评成绩由三部分

组成，平时学习成绩（包括上课答问及学习态度等）占５％，操

作技能考核成绩占２５％、理论考试成绩占７０％来综合考评学

生。（２）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对急救知识的

知晓率。针对１２种常用的急救知识及技能，设计单选题３０题

（每题３分），综合思考题１题（１０分），总分１００分。参加问卷

调查的学生是由２０１０级班级中随机抽取的４个班、共２００名

学生组成，要求当堂完成收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采用狋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急救护理学》教学内容与时间

内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验课时

急救概论 ２ ２ －

院前急救的护理 ４ １ ３

现场急救技术 １０ ３ ７

急症科的护理工作 ４ １ ３

急性中毒抢救与护理 ４ ２ ２

常见理化因素所致症病的救护 ４ ２ ２

休克的急救与护理 ２ １ １

重症医学科的护理工作 ４ ２ ２

合计 ３４ １４ ２０

　　注：－表示无数据。

２　结　　果

２．１　考核成绩　教学前理论知识测试及格率为０，教学后理

论和技能操作测试均合格。２００名高职高专学生的平时成绩

平均９１．５分，操作考核平均成绩８３．５分，理论考试平均成绩

７９．４分，总评成绩平均８２分。教学前、后测试成绩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２．２　学生课前急救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　对中毒、溺水、触

电、中暑急救的知晓率达１２％～２２％，对心肺复苏、灾害事故

救护、特殊任务时值班、气管异物、脑卒中等急救知识知晓率仅

有５％～１０％。调查结果表明：高职高专学生急救知识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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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生仅有的急救知识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零散地获

取的，这与多位作者调查所发现的“高职高专学生急救知识匮

乏”的情况相吻合［３］。

３　讨　　论

３．１　高职高专医学生学习急救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　高职高

专医学生掌握急救知识，不仅能提高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事件的

自我救护意识，而且他们还肩负着整个社会的急救任务和急救

知识宣教工作的重任，最终成为院前急救的骨干力量［４］。自从

本校急救护理学课程开设后，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学习成效明

显，同时该课程也是本校示范校建设的校内优质核心精品课程

之一。

３．２　高职高专急救知识教育的可行性　高职高专学生文化基

础扎实，综合素质高，接受新知识能力较强，只要方法得当，便

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应对和处理突发意外事件的能力［５］。

急救技能普及教育的形式有很多种，不能单一地依靠医学生来

学习急救知识，还应该扩大到非医学专业的高职高专学生中

去，可以将急救医学列为选修课的内容、列为大学的通识课程，

也可以作为学生军训的内容、编入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教学计划

中等。曾有报道，作者对大学生急救知识教育采用讲座组、小

册子组和网络组进行教学效果比较，结果显示：３组大学生干

预后急救知识均得到明显提高，讲座组得分最高。另外，利用

高校校园网络资源，也可实现急救知识的普及教育。

３．３　教材与教法　在教学中选择的教材是人民军医出版社出

版的由关红、冯小君主编的《急危重症护理学》，教材内容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通俗易懂。该教材将新的急救理念、急救知识

在教材的相关章节中体现出来，同时也紧扣执业护士考试之要

求，能够满足学生学习急救知识的需求。

在教学中以临床急救工作为主线，适应学生学习认知规

律，有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系统。内容模块划分以工作项

目为载体，符合临床工作实际，并让学生在完成具体的项目中

构建相关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高等职业

教育对理论知识学习的需要，融合了相关护理执业资格考试对

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要求。总之，在内容选择上本校强化了工

学结合，建立以“任务为驱动、项目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突出了

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为培养适应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急救护理专业人才打下了夯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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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模式转变与护理教育的相关探讨

车晓宁１，阮彩莲２△（１．延安市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２．陕西省延安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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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护理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扎实的医学和护理理论知识，还应具备娴熟的护理技能以及相关学科的知

识和技能。加强护理教育科研的步伐，加强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同时转变其护理服务观念，全面提高护理人

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在护理程序下具备整体护理能力的高素质护理人才，加快现代护理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　护理教育；　护理模式；　转变；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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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医学模式已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成为了集生

物、心理和社会为一体的医学模式，这就带动了护理模式的转

变。现代护理模式的护理中心已从疾病转向了患者。现代护

理专业不仅仅是对患者的护理，还包括对健康人群的护理，重

视人们在健康问题方面的身心反应，而不仅仅是机体组织与器

官的变化。护理模式的转变对护理人员的能力、知识、素质等

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１］。

１　护理模式转变

１．１　功能制的护理　在传统的护理模式下，护理人员的护理

方式主要是进行功能制的护理。功能制的护理模式十分被动，

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工作中只重视任务的完成，而忽视了患者的

个体差异以及疾病所含的社会因素，对患者的心理感受更是缺

乏重视，导致患者对医院产生了恐惧感和陌生感，这将严重影

响患者的康复。

１．２　整体护理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护理逐渐向整体

护理方向转变。整体护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护理工作是以患

者为中心，护理过程中重视对患者身心需求的满足，并根据患

者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护理，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作

用，从而有计划地采取合理的措施解决护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主要是采用１名护士对几个患者进行固定管理，通过长

时间的接触和沟通交流，培养患者对于护理人员的信任，消除

患者的恐惧感和陌生感，使患者能身心放松，从而积极地配合

治疗，这对患者的恢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护理

人人员也由传统的护理给予者转变成为了集服务、观察、交流

沟通、管理、教育为一身的综合性的专业技术人员。这对护理

人员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理人员除了要具备精

湛、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预防医学以

及康复医学等多学科知识，还应具备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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