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课程教案 

 

 

 

学年学期  _  2020～2021  __  学年 第___一  _学期 

课程名称  _外科护理学_  课程类型 _理论+实践课 _ 

专业名称  __护理__  授课班级 _2019 级涉外护理班_ 

总课时 _68_学时，其中理论_54_学时，实践_14_学时 

授课教师  ___陈晓霞_______  职  称 ___教授____ 

系（部）  ___护理系_______ 教 研 室 _临床护理 _ 

 

 

 

（2020 年 9 月编） 

 



2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教案 
教案编号：01 

课   题 
第一章  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失调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体液平衡           
课时  2 节 

任课教师 陈晓霞 授课日期 9 月 4 日，第 1 周，周五  1-2 节 

课   型 理论课 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掌握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2.技能目标：学会评估临床病人体液平衡状况。 

3.素质目标：培养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关爱病人。 

重  点 

1.学会判断体液平衡状态：正常成

人 24 小时水份平衡、钾、钠正常范

围。 
难  点 

1.不显性失水的类别及量。 

2.钠、钾平衡的调节机制 

一、学情分析 

1. 认知风格：该班学生均为 00 后，喜欢生动、形象、直观的事物，且超过一半的文科生，感性认知

相对突出。因此教学中尽量应用典型的临床案例进行教学，理论知识融于鲜活的案例之中，提高认知

效果。 

2.学习能力：该班学生均为普高生，对知识的理解较容易，但缺乏深度学习，自律性相对较弱，课前

预习及课后复习不扎实。教学中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督促学生勤学苦思，内化知识，提高学习效

果。 

3.学习基础：该班学生大一已经学习了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基础医学知识，本次课内容在病理

生理学中也有接触，具有较好的学习基础，督促学生温故而知新。 

二、教学内容提要 

第一部分： 

说课：外科护理学。说课程定位、说教材、说学情、说教法、说学法、说教学过程与说板书设 

计。 

第二部分： 

第二章  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失调病人的护理 

    第一节  体液平衡 

一、体液组成及分布 

        二、体液平衡及调节 

           （一）水平衡 

           （二）电解质平衡 

           （三）体液平衡的调节 

        三、酸碱平衡及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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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设计 

一、课前准备（包括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设备设施、教具、教学参考资料、师生上课前的情绪

调节、课堂纪律的维护等各项准备工作） 

（一）教学资源、教学设备设施和参考资料 

1.教学资源 

（1）线上资源：随身课堂《外科护理学》、职教云《外科护理学》、中国大学 MOOC《外科护理学》 

（2）教材、临床案例、教学视频、图片、课件 

2.教学设备设施 

（1）多媒体设备 

（2）实训仪器设备 

3.参考资料 

（1）李乐之，路潜.外科护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2）陈孝平，汪建平，赵继宗.外科学（第 9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3）吴孟超，吴在德，黄家驷．外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 

（二）检查教学环境与设备 

课前 5分钟到教室，检查教学环境，整理讲桌，调试教学设备、仪器。 

（三）组织教学 

1.上课预备铃响，引导学生回座位就坐，保持安静，做好上课准备。 

2.通过职教云平台，设置课前检测任务，检查学生的课前学习准备情况。 

3.应用职教云签到考勤。检查学生的到课情况。 

二、教学过程（包括导入新课、讲授新课、教学小结、教学效果检测等师、生活动安排与时长） 

（一）说课：外科护理学    20min 

1.说课程定位：外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是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必考内容，是临床

外科护士核心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 

2.说教材：该课程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全

国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外科护理学”，熊云新、叶国英主编。该教材编写以情景导入，学习目标明确，

内容编排层次清晰，突出知识与临床的有效融合，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知识更新及时，临床新知识

新进展已进入教材，数字资源丰富，扫码即可查看，有利于学生学习。 

    3.说学情：同上“学情分析”。 

4.说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5.说教学过程：以休克病人的护理为例。 

（1）课前：在职教云平台设置情景案例，请学生评估病人病情，判断病人主要的护理问题，讨

论解决措施。 

（2）课中：展示教学目标，请同学回答问题，检查课前预习情况，针对预习中存在的问题，确

定本次课教学侧重点。结合课前预习案例，层层递进，讲述休克的类型、病理生理变化、护理评估、

护理诊断、护理措施、护理评价。 

讲述休克类型时，给出典型案例，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休克的原因，从而总结出休克的类型。结合

典型临床案例（自杀导致或交通事故导致的失血性休克、医护疏忽导致的过敏性休克等）适时开展课

堂思政教育：珍爱生命、交通安全、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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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生结合前期所学病理、生理学知识讲解休克的病理生理变化，教师总结，应用动画突破难点。 

教师示范休克病人的护理评估方法，强调重点。 

结合案例，讲述休克病人的护理措施：病情观察、体位、扩容、CVP 监测及意义（应用图表对比，

突破难点）、健康教育等。每项护理措施均请同学们讨论为什么？培养学生临床思维。 

讲述护理评价的方法及指标。 

6.说考核评价： 

（1）课内考核 

平时成绩  10%   期中考试  20%    学习态度  10%     期末考试（理论、技能）  60% 

（2）实习考核 

（3）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二）导入新课  5min 

  从近年来各地的水灾与旱灾的大量新闻与图片中选择典型的案例，强调人类生存的外环境平衡失

调（课堂思政：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从同学们课桌上的水杯引出人体内环境体液平衡。 

（二）讲授新课  50min 

1.讲授体液组成及分布：细胞内液 40%、细胞外液 20%—血浆 5%、组织间液 15% 

2.课堂讨论：同学们每天进入体内的液体有哪些？约有多少？排出的体液有哪些？约有多少？ 

教师总结：讲授体液平衡及调节，正常成年人 24 小时出入量：2500ml（重点）。 

 

强调：隐性失水—呼吸、皮肤。讲述临床意义：治疗中容易被遗漏，导致体液不足。 

3.展示一张化验单：引出电解质平衡。 

 

 



5 

 

以图表展示常用电解质 K+Na+Cl-Ca+的正常范围，突出重点。 

 

4.请同学结合生活中口渴情况，应用前期所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知识，讲述体液平衡的自我调节。 

5.请同学回答：血浆 pH 值 7.35—7.45 

    讲述酸碱平衡的调节：体液缓冲系统、肺、肾三条途径。 

（三）教学小结  5min 

1.水平衡—正常成人 24h水份摄入量与排出量  2500ml（强调重点） 

    2.电解质平衡—血清钾、血清钠的正常值（强调重点） 

3.正常体液的 pH值：7.35—7.45。机体主要的调节途径：缓冲体系、肺、肾 

（课堂思政：做好周围人群的健康教育—关注健康、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四）教学效果检测  10min 

1.展示临床案例：患者，女，53 岁，因暴雨过后饮用水污染致腹泻，第一日腹泻 8 次，腹泻物为

稀水样便，第二日开始泻洗米水样便，一日 20 次，自己在家吃了止泻药，效果不佳，第三日入院治

疗。体检显示：T38℃ , P124 次/min ,R 22 次/min , BP 68/46 mmHg ，血清钾 3.0mmol/L。患者面

色苍白，眼眶凹陷，唇部干裂，皮肤干燥，非常虚弱，诉：腹部不痛，但腹泻不止，全身无力。请同

学们评估病人情况，发现异常，说明为什么。（培养职业能力） 

2.课堂练习：相关内容护士执业考试练习题。（课证融合） 

三、课后活动（含课后作业和预习内容的布置安排与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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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后作业 

1.深度学习：认真看完今天学习内容，融会贯通前期所学知识。 

2.完成随时课堂相关内容练习题。 

（二）预习安排 

1.预习：水和钠代谢紊乱病人的护理 

    2.复习上学期病理学相关内容。 

 

四、板书设计 

 

五、教学反思（课后填写） 

1.教学成功之处： 

  （1）应用典型临床案例教学，培训学生职业能力。 

  （2）课堂思政贯穿始终。 

2.存在问题： 

  第一次课未提前安排学生复习医学基础知识，学生对体液调节机制不清晰。 

3.改进办法： 

  （1）课前任务增加复习医学基础知识内容，如解剖、生理、病理学相关知识。 

  （2）充分联系临床案例进行教学，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备注：1.原则每 2 学时一个教案，每个授课班级（单班或合班）为完整一套教案。 

2. 每学期分别于学前周（前两周）、第五周末（前五周）、第十周末（前十周）和第十八周末（整个学

期）上交各授课班级的教案到教研室、系部进行检查（含电子版和纸质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