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常人体结构及护理应用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为中高职衔接五年贯通制护理专业（中职阶段）的专业基础课程，由人体解

剖学、细胞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合并而成的一门医学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或了解人体各部的形态、位置和毗邻，学会正确运用人体结构学知识和术语，为

正常人体功能学、病理学、药理学及各门临床、护理相关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本课程

依照护临床护理岗位工作任务、职业能力和国家护士执业标准而设置，对学生未来的工

作学习具有指导意义。

本课程安排在第一学期，建议学时数为 84 学时，理论 62 学时，实验 22 学时。本

课程对接高职阶段课程是医学基础与临床。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正常人体结构中最基本的知识，如器官的名称、位置、形态、结构等。

2熟悉执业护士资格考试大纲中常见疾病的发生与结构改变之间的关系。

3.了解与护理操作相关的解剖知识。

（二）能力目标

1．具有按系统进行归纳、总结提高的综合能力，并通过有选择的病例讨论，初步

锻炼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2．养成对所解剖的结构进行细致观察的习惯，并不断培养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

断的能力。

3．能运用解剖知识进行护理应用技术操作。

（三）态度目标

1．具有敬业爱岗，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维护消费者权益；遵守操作规程，确保

工作质量；勤于思考，善于观察；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团结互助，积极协作的良好职

业道德。

2．具有细心、能吃苦、持之以恒的开拓能力。

3．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吃苦耐劳、严谨慎独的系统性思维能力。





第二节 骨骼肌

一、概述

二、头肌

三、颈肌

四、躯干肌

五、上肢肌

六、下肢肌

附：常用的骨性和肌性标志

一、常用骨性标志

二、常用肌性标志

熟悉

了解

了解

掌握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理论讲授

2

实验四 全身骨骼

实验五 骨连接

实验六 实验考核：识别骨标本

实验七 骨骼肌

学会

学会

考核

学会

实践

8

第五章

消化系统

第一节 消化管

一、消化管的微细结构

二、口腔

三、咽

四、食管

五、胃

六、小肠

七、大肠

掌握

熟悉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理论讲授

4

第二节 消化腺

一、口腔腺

二、肝

三、胰

第三节 腹膜

一、腹膜与腹膜腔

二、腹膜与脏器的关系

三、腹膜形成的结构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熟悉

理论讲授

2

实验八 消化系统大体结构及微细结构 学会 实践 2

第六章

呼吸系统

第一节 上呼吸道

一、鼻

二、喉

三、气管和主支气管

第二节 肺

一、肺的位置和形态

二、支气管肺段

三、肺的微细结构

四、肺的体表投影

五、肺的血管

第三节 胸膜与纵隔

一、胸膜

二、纵隔

了解

熟悉

掌握

熟悉

了解

掌握

了解

了解

熟悉

熟悉

理论讲授

4



第七章

泌尿系统

第一节 肾

一、肾的形态

二、肾的位置和毗邻

三、肾的被膜

四、肾的结构

第二节 输尿管

第三节 膀胱

一、膀胱的形态

二、膀胱的位置和毗邻

三、膀胱壁的结构

第四节 尿道

了解

熟悉

熟悉

掌握

熟悉

熟悉

了解

掌握

熟悉

理论讲授

4

第八章

生殖系统

第一节男性生殖系统

一、 男性内生殖器

二、 男性外生殖器

三、男性尿道

熟悉

了解

掌握

理论讲授

2

第二节 女性生殖系统

一、 女性内生殖器

二、 女性外生殖器

三、 乳房和会阴

掌握

了解

熟悉

理论讲授

2

实验九 呼吸、泌尿生殖系统标本及微细结构 学会 实践 2

期中考核 考核 2

第九章

脉管系统

第一节 心血管系统

一、概述

二、心

三、动脉

四、静脉

五、血管的微细结构及微循环

掌握

掌握

熟悉

掌握

了解

理论讲授

6

第二节 淋巴系统

一、概述

二、淋巴管道

三、淋巴结

四、脾

五、胸腺

六、扁桃体

熟悉

熟悉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理论讲授

2

实验十 脉管系统标本及微细结构 学会 实践 2

第十章

感觉器

第一节 视器

一、 眼球

二、 眼副器

三、 眼的血管

掌握

熟悉

了解

理论讲授

2

第二节 前庭蜗器

一、 外耳

二、 中耳

三、 内耳

熟悉

熟悉

熟悉

理论讲授

2



第三节 皮肤

一、 皮肤的微细结构

二、 皮肤的附属器

熟悉

了解

第十一章

神经系统

第一节 概述

一、神经系统的组成

二、神经系统的活动方式

掌握

熟悉

理论讲授

2

第二节 中枢神经系统

一、脊髓

二、脑

三、脑和脊髓的被膜

四、脑的血管

五、脑脊液的产生与循环

六、血-脑屏障

七、脑和脊髓的传导通路

掌握

掌握

了解

了解

掌握

掌握

熟悉

理论讲授

6

第三节 周围神经系统

一、脊神经

二、脑神经

三、内脏神经

掌握

掌握

了解

理论讲授

2

实验十一 神经系统标本 学会 实践 2

第十二章

内分泌系统

第一节 甲状腺

一、甲状腺的形态和位置

二、甲状腺的微细结构

第二节 甲状旁腺

一、甲状旁腺的形态与和位置

二、甲状旁腺的微细结构

第三节 肾上腺

一、肾上腺的形态和位置

二、肾上腺的微细结构

第四节垂体

一、垂体的形态和位置

二、垂体的微细结构

熟悉

掌握

熟悉

了解

熟悉

掌握

熟悉

掌握

理论讲授

2

第 十 三 章

人体胚胎学

概论

第一节 生殖细胞的成熟

一、精子的发生、成熟和获能

二、卵子的发生和排卵

第二节 人胚的早期发育

一、受精和卵裂

二、植入和蜕膜

三、三胚层的形成和分化

第二节 胎膜和胎盘

一、胎膜

二、胎盘

第四节 胎儿血液循环的特点及出生后的变化

一、胎儿血液循环的特点

二、出生后血液循环的变化

第三节 双胎、多胎和联体双胎

一、双胎

熟悉

熟悉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熟悉

掌握

掌握

了解

理论讲授

2



二、多胎

三、联体双胎

附 2：先天畸形与致畸因素

一、先天畸形的主要类型

二、先天畸形的发病原因

三、致畸敏感期

四、先天畸形的预防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了解

四、教学时间分配

教学内容
学 时

理论 实践 合计

第一章 绪论 2 0 2

第二章 细胞 2 0 2

第三章 基本组织 6 6 12

第四章 运动系统 6 8 14

第五章 消化系统 6 2 8

第六章 呼吸系统 4
2 14第七章 泌尿系统 4

第八章 生殖系统 4

其中考核 2 0 2

第九章 脉管系统 8 2 10

第十章 感觉器 4 0 4

第十一章 神经系统 10 2 12

第十二章 内分泌系统 2 0 2

第十三章 人体胚胎学概论 2 0 2

合计 62 22 84



五、整体教学设计

以任务为引领，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为护理专业课程服务为原则，推行理

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采取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六、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1）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以

工作任务引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2）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工作情景，同时应加大实际操作的容量，在实践实操过

程中，使学生掌握操作应有的技能，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贴近临床实际。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

（4）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提高职业道德。

（5）利用网络资源搭建模拟场景的课程训练平台。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

转化，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2.教学评价

（1）突出过程与阶段评价，结合课堂提问、技能操作，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教

学评价。强调目标评价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式的改变。

（2）应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

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予特别鼓励，全面综合评价学生能力。本课程是统考科目。

3.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教材编写：

1）应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材须充分体现任务引领，注重实践的设计思想。

2）教材应将本专业职业活动，按完成工作项目的需要和工作项目要求组织教材内

容。

3）教材内容应充分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

4）教材中的活动设计的内容要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

地 点 — 教室

教 材 — 具有“理论、实践”

一体化特色的职业教育教材

教 师 — 具有“双师型”结构的教学团队

要 求 — 传授理论知识必需．够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灵活多样，针对性强

地 点 — 正常人体结构实验室

教 材 — 体现“理论、实践”

一体化实践教材

教 师 — 具有“双师型”结构的教学团队

要 求 — 注重技能训练，培养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与手段—灵活多样，针对性强



（2）相关资源建设

1）通过多媒体教学、观看录像、个案分析等多种手段，体现教学的先进性、通用

性、实用性，使教学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2）利用核心课程、校本教材、精品课程、网络课程搭建课程教学平台，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实训条件和基地建设

1）充分利用职业教育集团优势，满足学生见、实习的需要，并注意职业能力的发

展，使院－校合作平台的资源成为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教学。

2）借助校内实验室的开设实验课程，满足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