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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名称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二、适用专业 

护理专业 

三、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高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核心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疾病的原因、发生

机制、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过程中机体形态结构、功能代谢的变化；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

殊规律，揭示疾病的本质和基本原理，了解本学科的新进展，为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病理学

与病理生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课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儿

科护理、妇产科护理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四、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采用岗位任务驱动模式，构建“理论实

践”一体化教学模式。 

优化教材内容，体现护理专业特色。紧紧围绕高职护理专业能力的培养，选择与职业相关的教学内容，

结合临床护理课程教学要求，将完成任务需要掌握的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知识技能等融入任务之中，让

学生带着任务参与到教师的课堂教学之中。注重学生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基础知识的培养，教学设计中突

出“教学做一体化”，使学生具备护理专业所必需的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备运用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习临床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打下基

础。同时注重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根据上述教学方法，本课程教学内容包括疾病概论、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复、局部血液循环

障碍、炎症、肿瘤、水、电解质代谢紊乱、酸碱平衡紊乱、缺氧、发热、休克、DIC、心血管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女性生殖系统疾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 

本课程总学时 54节，其中理论 46节，实验 8节，第二学期开设。 

五、课程教学目标 

（一） 素质目标 

1.具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工作态度。 

2.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尊重患者、关爱生命。 

3.具有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及人际沟通能力。 

http://www.gwyoo.com/lunwen/hllw/
http://www.gwyoo.com/lunwen/jxztlw/
http://www.gwyoo.com/lunwen/yaoxuelunwem/lchyxlw/
http://www.gwyoo.com/lunwen/jxztlw/kcj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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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目标 

1.掌握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基本概念、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 

2.熟悉常见病的形态、功能、代谢的变化及其病理与临床护理联系。 

3.知道引起疾病的常见原因、发病机制。 

（三）能力目标 

1.学会观察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病理变化的方法，能够识别基本病理过程和常见疾病的病变特点，

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应用病理学知识综合分析临床护理问题的能力。 

2.能够利用运动发展的观点认识局部病变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疾病发生发展的普遍与特殊规律。 

六、学习任务和教学要求 

表 1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课程学习任务和教学要求 

序号 
学习任务 

（单元、模块）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教学活动设计 

参考学时 

（节） 

（理论+

实践） 

1 

绪论、疾病概论 1.掌握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2.掌握健康、疾病、脑死亡的概念；

脑死亡的诊断标准 

3.熟悉疾病的病因学、发病学和疾病

转归的基本知识 

4.知道死亡、亚健康的概念和脑死亡

的意义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2 

2 

细胞和组织的

适应、损伤与修

复 

1.掌握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

复相关概念，如萎缩、肥大、增生、

化生、变性、坏死、凋亡、再生、肉

芽组织等；坏死的基本病变及类型；

肉芽组织的形态结构特点及其功能 

2.熟悉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性反应的

特点及结局；坏死的结局；细胞和组

织再生类型与再生能力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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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道常见变性的主要原因和机制；

创伤愈合的基本过程及影响修复的

因素 

4.学会观察大体标本和切片标本 

5.学会通过病理变化分析临床表现 

3 

局部血液循环

障碍 

1.掌握淤血的概念、原因、病理变化

及后果；血栓形成的概念、原因和条

件；栓塞的概念、栓子运行途径及栓

塞的部位；梗死的概念 

2.熟悉血栓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栓塞的类型及后果；梗死的原因、类

型及常见器官梗死的病变特点 

3.知道动脉性充血的概念、原因、病

理变化及后果；血栓形成过程及类

型；梗死的后果 

4.学会观察大体标本和切片标本 

5.学会通过病理变化分析临床表现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6 

（4+2） 

4 

炎症 1.掌握炎症的概念和基本病理变化；

炎细胞的种类和主要功能；急性炎症

的类型和病理变化；肉芽肿性炎的概

念和病变特点；炎症的结局 

2.熟悉炎症介质的概念和主要作用；

炎症的局部临床表现与全身反应；渗

出液与漏出液的区别；炎性息肉、炎

性假瘤 

3.知道炎症的原因；炎症时血管壁通

透性增高的机制；白细胞的渗出过程 

4.学会观察大体标本和切片标本 

5.学会通过病理变化分析临床表现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6 

（4+2） 

5 肿瘤 1.掌握肿瘤的概念、组织结构、异型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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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肿瘤的生长与扩散，肿瘤对机体

的影响，良恶性肿瘤的区别，癌与肉

瘤的区别，癌前疾病、非典型增生和

原位癌的概念 

2.熟悉肿瘤的形态特征，命名原则，

常见肿瘤的类型及形态特点 

3.知道肿瘤的分级和分期，肿瘤的病

因及发病机制 

4.学会观察大体标本和切片标本 

5.学会通过病理变化分析临床表现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6 

（4+2） 

6 

水、电解质代谢

紊乱 

1.掌握各种类型脱水的概念及其对

机体的影响；水肿的概念及发病机

制；低钾血症和高钾血症的概念及其

对机体的影响 

2.熟悉各种类型脱水的原因；低钾血

症和高钾血症的原因 

3.知道水中毒的概念；水肿的特点及

对机体的影响；各种类型脱水的防治

原则；高钾血症和低钾血症的防治原

则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3 

7 

酸碱平衡紊乱 1.掌握酸碱平衡紊乱的概念，各型酸

碱平衡紊乱的原因、对机体的影

响。 

2.熟悉判断酸碱平衡的指标及意义 

3.了解酸碱碱平衡紊乱时机体的代

偿调节方式。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3 

8 
缺氧 1.掌握缺氧的概念；缺氧的类型，各

型的血氧变化特点及皮肤黏膜颜色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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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2.熟悉常用的血氧指标；缺氧时机体

的功能、代谢变化 

3.知道影响机体对缺氧耐受性的因

素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1 

9 

发热 1.掌握发热、内生致热原的概念及发

热的发病机制；发热时相的特点 

2.熟悉发热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

化 

3.知道发热的临床意义与防治原则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1 

10 

休克 1.掌握休克的概念、发生发展过程及

其机制 

2.熟悉休克的原因与分类 

3.知道休克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

化 

4.了解休克的防治原则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2 

11 

DIC 1.掌握 DIC的概念、原因、临床表现. 

2.了解 DIC的机制、分期、分型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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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心血管系统疾

病 

1.掌握动脉粥样硬化的基本病变，风

湿病的基本病变 

2. 掌握动脉粥样硬化的继发改变，

高血压病的病变；熟悉冠心病、高血

压性心脏病的病因、病变及后果 

3.了解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病、风

湿病的发病机制 

4.掌握心力衰竭的概念、对机体的影

响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4 

13 

呼吸系统疾病 1.掌握大叶性肺炎的病理变化、临床

病理联系及并发症；小叶性肺炎的病

变特点 

2.熟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病理

变化及其之间的关系 

3.知道大叶性肺炎、小叶性肺炎的病

因及发病机制；慢性支气管炎、肺气

肿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肺癌、鼻咽癌

的病因、病理变化、扩散、临床病理

联系 

4.掌握呼吸衰竭的概念、对机体的影

响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4 

14 

消化系统疾病 1.掌握消化性溃疡的概念、病因、病

理变化及并发症；病毒性肝炎的病

因、病理变化；肝硬化的病因和病理

变化 

2.熟悉消化性溃疡、病毒性肝炎、肝

硬化的临床病理联系 

3.知道消化性溃疡、病毒性肝炎、肝

硬化的发病机制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2 

15 泌尿系统疾病 1.掌握急性弥漫性增生性肾小球肾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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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及慢性肾小

球肾炎的病理变化及临床病理联系 

2.熟悉肾盂肾炎的感染途径；急、慢

生肾盂肾炎的病理变化及临床病理

联系 

3.知道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的病因

及发病机制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2 

16 

女性生殖系统

疾病 

1.掌握子宫颈癌、葡萄胎、侵蚀性葡

萄胎、绒癌、乳腺癌的主要病变及临

床病理联系 

2.熟悉慢性子宫颈炎的病理类型；子

宫内膜增生症的概念；子宫颈癌、绒

癌和乳腺癌的主要转移途径 

3.知道子宫内膜增生症的病理变化

及临床病理联系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2 

17 

传染病和寄生

虫病 

1.掌握结核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原

发性肺结核病和继发性肺结核病的

病理变化和结局 

2.熟悉结核病的基本病理变化和转

归；伤寒、细菌性痢疾、流行性性脑

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淋病、

尖锐湿疣、艾滋病的病变特点及临床

病理联系 

3.知道肺外器官结核的病变特点；伤

寒、细菌性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1.给出病例，提出问题，引

出本次课的教学目标,让学

生带着问题听课 

2.详细讲授本次课中的重

点内容 

3.师生共同讨论解决病例

中的问题，通过简单测试，

巩固本次课的内容 

 

 

 

2 

 合计   54 

（46+8） 

 

八、资源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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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编写与使用 

以临床护理岗位为基础，按工作过程导向，以岗位任务引领编制教学情境。以完成岗位工作任务为主

线，在不同任务步骤中融入相关知识内容、实践操作项目，体现“理论实践”一体化，要关注学生病理学

与病理生理学知识在临床实践中的运用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重视职业素质的培养。 

（二） 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1. 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方式早已在教育中广泛应用。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

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准备临床病例、幻灯片、教学视频、辅助教学软件等教学资源，以

多种媒体信息用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2.网络课程 

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是信息时代条件下新的

课程表现形式。它包括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它在教学

前准备、教学活动的实施、教学反馈、教学后的复习、教学效果的检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课程

努力构建基于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学习的随身课堂平台。 

九、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采用岗位任务驱动模式，构建“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以临

床病例为基础，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带着任务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二）教学条件 

表 2 病理学实验室主要设备 

病理学 

数字网络显微互动实验室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电脑、显微镜、数字切片库  180套 

病理切片标本 每盒 25张切片 260盒 

病理大体标本  200个 

   

 

十、教学评价 

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包括教学结果评价、教师的教学行为效果评价、学生的学习行为效果评价等。通过

完善这一系统过程，可以帮助教师从整体上了解教学质量，判断教学任务的完成程度和教学目标的达成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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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程标准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制定该课程的考核方式，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 终结性考核：即理论考核为闭卷笔试，占总成绩的 70%，命题时严格实

行考教分离，采用流水方式阅卷。题型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病例分析等。形成性考核：即平

时考评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中段测验、作业、实验报告、学习态度等，占总成绩的 30%。由课程主讲教

师期末综合评定。                                                                                                          

 

（撰稿人：张霞、陈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