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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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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教学

资源

中国大学 MOOC（慕课）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JMC-1206321802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1、学生能够准确阐述老年慢性阻塞性（COPD）概念、发病机制以及常见

病因。

2、熟悉老年 COPD 患者的典型症状（如慢性咳嗽、咳痰、气短或呼吸困

难等）和体征（如桶状胸等）。

3、掌握老年 COPD 患者的护理评估内容，包括身体状况评估、心理状态

评估以及社会支持评估等方面。

4、深入理解针对老年 COPD 的患者常用药物（如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

激素等）的作用机制、用法、副作用及用药注意事项。

能力目标

1、能够熟练运用正确的评估方法对老年 COPD 患者进行全面护理评估，

如通过观察、询问、体格检查等方式准判断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护理

需求。

2、能够独立为老年 COPD 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涵盖呼吸功能锻

炼、氧疗护理、排痰护理、营养支持、心理护理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3、掌握老年 COPD 患者常见并发症（如呼吸衰竭、肺心病等）的预防及

护理措施、能够及时识别并发症的早期症状并进行有效处理。

4、学会正确指导老年 COPD 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如缩唇呼

吸、腹式呼吸）及家庭氧疗的操作方法以及疾病自我管理技巧。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关爱和耐心，尊重患者的个体

差异和特殊需求。

2、增强学生的职业责任感，认识到护理工作在老年 COPD 患者康复和生

活质量提高中的重要性。

3、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能够与医生、其他护理人员以及患

者家属有效沟通合作，共同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教学

重点

1、学生需要深入理解老年慢性阻塞性疾病（COPD）的病因、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

现以及诊断标准。

2、学生应掌握如何对老年 COPD 患者进行全面的护理评估，包括身体状况评估、心理

状态评估以及社会支持评估等方面。

3、学生需要学习和掌握针对老年 COPD 患者的各种护理措施，如氧疗护理、呼吸道护

理、营养支持、康复锻炼、心理护理等。



4、学生应该了解如何协助老年 COPD 患者进行疾病的自我管理，包括正确使用药物、

避免诱发因素、定期检测病情等。

教学

难点

1、学生应学会个性化护理原则，由于老年 COPD 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差异较大，学

生需要学会如何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这需要较高的临床判断

能力。

2、注重老年人的心理护理，老年 COPD 患者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学生需

要学习如何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

3、学生应该学会正确指导老年 COPD 患者进行适当的康复训练，但学生可能难以掌握

如何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制定合适的锻炼计划，以及如何确保锻炼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4、学生需要学习如何指导家属进行家庭护理，包括正确使用使用氧疗设备，协助患

者进行康复锻炼，识别病情恶化的迹象等。这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家庭护

理指导技巧。

教法

讲授法、案例教

学法、互动式教

学法、视频辅助

法

学法 自主学习法、合作学习法

教学

准备

1教学内容分析：本门课程是第三学期的课程，学生已经学习了解剖学、生理学、健

康评估、基础护理学等基础课程，掌握了一定的临床护理知识，对老年护理有了粗浅

的了解和认识。

2、学情分析：本班学生都是从中职来的，其中大部分学生都取得了护士执业证书。

对护理理论和技能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这样的学情既有优势也有问题，主要的问题

是，对知识一知半解，还自我满足，表现学习态度不认真，只求期末考试及格，因此，

通过课前召开同学座谈会(班级干部、部分有护士证、没有护士证）了解他们对本节

知识掌握情况和他们的需求和想法。课堂严格要求、发挥好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

作用，增加课堂互动临床实际案例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课后布置作业、强化

对学生学习过程评价的手段，以此督促其学习。

3、教学内容选材：收集相关的教学资料，包括教材、教辅书、多媒体资料等，并根

据教学目标选取合适的内容。

4、教学环境准备：检查教室的多媒体设备，确保 PPT、视频等教学辅助材料能够正

常播放。同时，准备好人体肺部模型。

5、课前教师准备：PPT、补充教材、实用老年护理手册、养老护理员指导用书、教案、

讲稿。

6、教学评估准备：确定评估方法，如考试、作业、讨论等，并指定明确的评估标准，

以确保评估的公平性和客观性。



教材

处理

及数

字化

资源

情况

一、教材处理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护理”是由孙建萍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高职教材《老年护理学》第八章第二节，本教材是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教材，突显出

职业教育的特性，强调与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接轨，对于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尤为重要。

本节课内容的讲授是在学习了呼吸系统的解剖和生理知识之后进行的。这样的安排使

学生能够循序渐进的掌握相关知识，同时也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将相关的知识点

串联起来。同时，教师在课前查阅相关的资源，对教材的内容进行补充讲解。

二、数字化资源情况

1、医学数据库和知识库

查阅大量的医学文献，研究报告等资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加深

对知识点的理解。

2、多媒体素材

如教学视频、动画、图片等，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操作

过程。

教学实施

课前活动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

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含课程思政元

素）

自 主

学

测 、

反 馈

学情

(一)自主学测

教师创建一份在线学习测试

问卷，内容涵盖老年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COPD)的基础知

识，如定义、常见病因(吸烟、

空气污染、感染等)、主要症

状(咳嗽、咳痰、呼吸困难

等)。要求学生在课前独立完

成这份问卷，问卷设置为限

时完成，以促使学生认真对

待并提高答题效率。

(二)反馈学情

教师在学生完成问卷后，立

即查看答题数据统计，包括

通过问

卷星创

建一份

在线学

习测试

问卷；

查看答

题数据

统计；

向学生

反馈整

体的答

题情

况。

1.配合教师完

成学情调查。

2.了解教学进

程与安排。

3.预习本次课

程相关内容

4.提出个人重

点关注内容或

问题。

通过自主学测和反馈学情，

让学生对自己的知识储备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发现自

己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护理知识方面的薄弱环

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促使学生更加主动地参

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引导学

生对老年护理事业具有职

业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



每道题的正确率、学生答题

所用时间等信息。根据答题

情况，将学生存在的共性问

题(如对病因中的职业性因

素理解不足、案例分析中护

理措施考虑不全面等)和个

别问题(如部分学生对特定

症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判断错误)进行分类整理。教

师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或者班

级群，向学生反馈整体的答

题情况，让学生了解自己在

知识掌握方面的大致水平，

同时针对共性问题给出简要

的提示，激发学生对课堂学

习内容的期待。

课堂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9 0 分钟）

一、导

入新

课（5

分钟）



二、讲

授 课

程（70
分钟）







三、思

政 教

育 融

入 （ 5

分钟）



四、课

程 小

结 （ 5

分钟）

五、练

习 与

作 业

（5 分

钟）

板书

设计

教学

与评

价

教学效果

学生对疾病基础知识、护理评估、措施和健康教育等理论掌握较好，实践

操作如呼吸训练、用药指导等也基本达标。临床思维、沟通和团队协作能

力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和小组活动中有一定提升。对老年护理重视度提

高，认识到老年患者护理的特殊性。

教学不足 在教学深度方面部分复杂知识如老年患者合并症的深入护理讲解不够。

整改措施 在知识深化方面增加复杂知识的专题讲解，结合更多临床案例。同时采用



多样化教学法，如情景模拟、线上互动等，提高参与度。还可以争取更多

实践资源，安排课外实践或模拟操作训练。

教学评价
教学效果整体良好，但存在不足。通过整改措施有望提高教学质量，使学

生在知识、能力和态度上得到更全面发展。

注：可根据内容情况自行调整行高

1. 每次教案编写不少于 5页纸，且符合教学要求。

2. 课程类别：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