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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学期   _2019-2020_学年 第_二__学期 

课程名称  病理解剖与病理生理 课程代码  __2410204 

课程性质  __专业基础课__    课程类别  _理论、实践__ 

专业代码  ___630201______专业名称  __护理_______ 

授课年级 ___19 级__授课班别 _19 护专 1-5、涉外班_ 

总课时 _54___学时，其中理论__46_学时，实践__8_学时 

授课教师   __张霞_______  教师性质____专任

__________ 

系（部）  ___基础医学部____教 研 室____病理

__________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绪论与疾病概论 编号 1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病理学的研究方法、健康与疾病的概念、常见的病因、疾病的分期、疾病的转归 

重点 
病理学的研究方法、健康与疾病的概念、常

见的病因、疾病的分期、疾病的转归 
难点 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病理学的研究方法；健康、疾病的概念；常见的病因；疾病的分期和转归 

2.理解：疾病的发生机制 

3.了解：病理学发展史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预习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绪论：病理学的概念、内容、地位与作用 

        结合视频讲授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病理学的发展史 

②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③疾病概论：健康、疾病、亚健康的概念 

            举例说明常见的病因 

            举例说明疾病的分期 

            举例说明疾病的转归 

④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本次课的重点内容是：病理学的研究方法、健康与疾病的概念、常见的病因、疾病的分期、

疾病的转归、脑死亡的判断依据。 

教学反思： 线上授课，没有了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教学效果一般，虽然也有一些方式互动，但效果

不佳。今后的教学中应注意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保证听课效果。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细胞、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复（一） 编号 2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变性、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玻璃样变性 

重点 

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变性、细胞水肿、

脂肪变性、玻璃样变性的概念、原因、病理

变化、结局 

难点 
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玻璃样

变性的发生机制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变性、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玻璃样变性的概念、原因、病理变化、

结局 

2.了解：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玻璃样变性的发生机制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结合实例讲授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变性、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玻璃样

变性的概念、原因、机制、病理变化、结局 

②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③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本次课涉及概念较多，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变性、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玻璃样变

性，学习的重点在于掌握概念及病理变化。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细胞、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复（二） 编号 3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坏死的概念、原因、机制、病理变化、分类、结局；再生的概念、分类、肉芽组织的概念、

结构、作用 

重点 

坏死的概念、原因、机制、病理变化、分类、

结局；再生的概念、分类、肉芽组织的概念、

结构、作用 

难点 病理学的研究方法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坏死的概念、原因、机制、病理变化、分类、结局；再生的概念、分类、肉芽组织的概念、结

构、作用 

2.理解：各种组织的再生过程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结合图片讲授坏死的概念、原因、机制、病理变化、分类、结局 

②再生的概念、分类、各种组织的再生能力 

③肉芽组织的概念、结构、作用 

④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⑤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坏死是贯穿整门课程的重要内容。坏死的概念、原因、类型（凝固性坏死、液化性坏死、

坏疽-干性坏疽、湿性坏疽、气性坏疽）及好发器官、结局；绝大部分疾病引起的损伤均由肉芽组织来

修复，肉芽组织的概念、结构、作用、演变过程均应重点掌握。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一） 编号 4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淤血的概念、原因、病理变化、结局；血栓形成的概念、条件、形成过程、类型、结局 

重点 
淤血的概念、原因、病理变化、结局；血栓

形成的概念、条件、形成过程、类型、结局 
难点 血栓形成的机制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淤血的概念、原因、病理变化、结局；血栓形成的概念、条件、形成过程、类型、结局 

2.熟悉：动脉性充血、出血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结合图片讲授淤血的概念、原因、机制、病理变化、结局； 

②肺淤血、肝淤血的原因、病理变化、临床病理联系 

③血栓形成的概念、条件、形成过程、类型、结局 

④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⑤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左心衰竭引起的肺淤血是临床常见病理过程，根据心衰程度不同可引起劳力性呼吸困难、

端坐呼吸、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等形式呼吸困难；慢性肝淤血最终可引起肝硬化；心血管内膜损伤是血

栓形成最重要的条件，血栓脱落可引起栓塞，栓塞可造成梗死。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二） 编号 5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栓塞的概念、栓子的运行途径、常见栓塞的类型及结局；梗塞的概念、条件、病理变化、

类型、结局 

重点 

栓塞的概念、栓子的运行途径、常见栓塞的

类型及结局；梗塞的概念、条件、病理变化、

类型、结局 

难点 栓子的运行途径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栓塞的概念、栓子的运行途径、常见栓塞的类型及结局；梗死的概念、病理变化、类型、结局 



2.熟悉：梗死的条件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结合图片讲授栓塞的概念、栓子的运行图景、常见栓塞的类型 

②梗死的概念、条件、类型、病理变化、结局 

③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④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栓塞是临床常见病理过程，临床最常见的栓塞是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引起的肺栓塞，如果栓

子较大可能引起猝死；羊水栓塞是产科常见危重病症，死亡率高达 50%；心肌梗死是常见心血管疾病。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炎症（一） 编号 6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炎症的概念、原因、基本病理变化 

重点 炎症的概念、原因、基本病理变化 难点 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炎症的概念、原因、基本病理变化 

2.熟悉：炎症介质的概念、类型、作用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结合实例讲授炎症的概念、原因 

②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 

  变质：概念、类型 

  渗出：概念、过程、渗出液与漏出液的区别、渗出液的作用、白细胞渗出的种

类及意义 

  增生：概念、成分 

③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④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炎症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病变，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是本次课的重点内容。变质、渗出

（渗出的概念、过程、渗出液的意义、渗出液与漏出液的区别、WBC的渗出意义、WBC的种类与作用）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炎症（二） 编号 7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炎症的临床表现、常见类型、结局 

重点 炎症的临床表现、常见类型、结局 难点 炎症的常见类型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炎症的临床表现、常见类型、结局 

2.熟悉：红肿热痛的发生机制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炎症的临床表现：局部表现：红、肿、热、痛、功能障碍 

全身反应：发热、WBC计数增多 

②炎症的类型：变质性炎 

              渗出性炎：浆液性炎、纤维蛋白性炎、化脓性炎 

              增生性炎：一般增生性炎、肉芽肿性炎 

③炎症的结局：痊愈、 

迁延不愈转为慢性  

转移：局部蔓延、淋巴道扩散、血道扩散 

（菌血症、败血症、毒血症、） 

④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⑤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炎症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病变，炎症的类型是本次课的重点内容。变质性炎、渗出性炎

（浆液性炎、纤维素性炎、化脓性炎-表面化脓和积脓、蜂窝织炎、脓肿）、增生性炎；炎症扩散形成的

败血症亦是临床危重病症之一。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肿瘤（一） 编号 8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肿瘤的概念、肿瘤增生与非肿瘤增生的区别、肿瘤的异型性、肿瘤的生长与扩散 

重点 
肿瘤的概念、肿瘤增生与非肿瘤增生的区

别、肿瘤的异型性、肿瘤的生长与扩散 
难点 肿瘤的异型性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线上集中面授、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评方式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肿瘤的概念、肿瘤增生与非肿瘤增生的区别、肿瘤的异型性、肿瘤的生长与扩散 

2.熟悉：肿瘤的形态特征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结合图片讲授肿瘤的概念、肿瘤增生与非肿瘤增生的区别 

②肿瘤的特性：大体特征-形状、大小、颜色、质地、数目 

              镜下特征-实质与间质 

③肿瘤的异型性：良性肿瘤的异型性-组织结构、细胞形态 

                恶性肿瘤的异型性-组织结构、细胞形态 

④肿瘤的生长与扩散 

  生长：生长方式-膨胀性、浸润性、外生性生长 

        生长速度-良性、恶性 

  扩散：局部蔓延 

        转移-淋巴道、血道、种植性转移 

⑤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⑥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恶性肿瘤的异型性、肿瘤的生长与扩散是本次课的重点内容。恶性肿瘤的异型性包括组织

结构的异型性和细胞的异型性； 细胞的异型性是诊断恶性肿瘤的依据；肿瘤的扩散是恶性肿瘤难于根

治的原因。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肿瘤（二） 编号 9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肿瘤的临床表现、命名与分类、良、恶性肿瘤的区别、癌前病变、非典型增生、原位癌、

常见肿瘤举例、肿瘤的病因与机制、肿瘤的预防 

重点 

肿瘤的临床表现、命名与分类、良、恶性肿

瘤的区别、癌前病变、非典型增生、原位癌、

常见肿瘤举例、肿瘤的病因与机制、肿瘤的

预防 

难点 

良、恶性肿瘤的区别、癌前病

变、非典型增生、原位癌、肿

瘤的病因与机制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肿瘤的临床表现、命名与分类、良、恶性肿瘤的区别、癌前病变、非典型增生、原位癌 

2.熟悉：肿瘤的病因与机制、常见肿瘤举例、肿瘤的预防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肿瘤的临床表现：良性、恶性 

②肿瘤的命名原则：一般命名、特殊命名 

③良、恶性肿瘤的区别：本次课的重点 

④癌前病变、非典型增生、原位癌 

⑤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⑥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良、恶性肿瘤的区别是本次课的重点内容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脱水 编号 10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脱水、高渗性脱水、低渗性脱水、等渗性脱水、 

重点 
各种类型脱水的概念、原因、机制、对机体

的影响 
难点 

各种类型脱水的概念、原因、

机制、对机体的影响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种类型脱水的概念、原因、机制、对机体的影响 

2.熟悉：各种类型脱水的防治原则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脱水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复习正常水、电解质平衡的知识 

③结合实例讲授高渗性脱水的概念、原因与机制、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④结合实例讲授低渗性脱水的概念、原因与机制、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⑤结合实例讲授等渗性脱水的概念、原因与机制、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⑥列表比较三种类型的脱水 

⑦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⑧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脱水是临床常见病理过程，根据脱水时水钠浓度的变化可分为高渗性脱水、低渗性脱水、

等渗性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出现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水肿、钾代谢紊乱 编号 11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水肿的概念、分类、发生机制、水肿的表现特征及对机体的影响、防治水肿的病理生理学

基础；低钾血症的概念、原因、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高钾血症的概念、原因、对机

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重点 

水肿的概念、分类、发生机制、水肿的表现

特征及对机体的影响；低钾血症的概念、原

因、对机体的影响；高钾血症的概念、原因、

对机体的影响 

难点 

水肿的概念、分类、发生机制、

水肿的表现特征及对机体的

影响；低钾血症的概念、原因、

对机体的影响；高钾血症的概

念、原因、对机体的影响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水肿的概念、分类、发生机制、水肿的表现特征及对机体的影响；低钾血症的概念、原因、对

机体的影响；高钾血症的概念、原因、对机体的影响 

2.熟悉：水肿与低钾血症的防治原则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水肿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介绍水肿的概念与分类 

③重点讲授水肿的发生机制 

-毛细血管内外液体交换失衡-组织液生成增多 

--毛细血管流体静压增高 

--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 

--微血管壁通透性增加 

--淋巴回流受阻 

-体内外液体交换失衡-钠水潴留 

--肾小球滤过率下降 

--肾小管重吸收钠水增多 

④图示讲解心性水肿、肾性水肿、肝性水肿的发生机制 



⑤复习正常钾代谢 

⑥详细讲授低钾血症的概念、原因、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⑦详细讲授高钾血症的概念、原因、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⑧列表比较低钾血症和高钾血症 

⑨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⑩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水电解质代谢紊乱是临床常见病理过程，常发生于或伴随于一些全身性或某些重要器官疾

病的病理变化、外界环境的某些剧烈变化以及某些医源性因素等，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水电解质代谢

紊乱又可引起全身各器官系统特别是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和机体的物质代谢发生相应的障

碍、严重时常可导致死亡。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酸碱平衡紊乱 编号 12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酸碱的概念、体内酸碱物质的来源、酸碱平衡的调节、反映酸碱平衡的常用指标及其意义、

酸碱平衡紊乱的类型；代谢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

响、防治原则；呼吸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防

治原则；代谢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呼吸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防治原则； 

重点 

酸碱的概念、体内酸碱物质的来源、酸碱平

衡的调节、反映酸碱平衡的常用指标及其意

义、酸碱平衡紊乱的类型；代谢性酸中毒的

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

体的影响；呼吸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

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代谢

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

调节、对机体的影响；呼吸性碱中毒的概念、

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

响 

难点 

酸碱的概念、体内酸碱物质的

来源、酸碱平衡的调节、反映

酸碱平衡的常用指标及其意

义、酸碱平衡紊乱的类型；代

谢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

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

的影响；呼吸性酸中毒的概

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

调节、对机体的影响；代谢性

碱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

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

响；呼吸性碱中毒的概念、原

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

对机体的影响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酸碱的概念、体内酸碱物质的来源、酸碱平衡的调节； 

反映酸碱平衡的常用指标及其意义； 

酸碱平衡紊乱的类型； 

代谢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 

呼吸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 

代谢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 

呼吸性碱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 

2.熟悉：各种类型酸碱平衡紊乱的防治原则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酸碱的概念 

②体内酸碱物质的来源 

③酸碱平衡的调节 

-血液的缓冲作用 

-组织细胞在酸碱平衡中的调节作用 

-肺在酸碱平衡中的调节作用 

-肾在酸碱平衡中的调节作用 

④反映酸碱平衡的常用指标及其意义 

-pH、PaCO2、SB、AB、BB、BE、AG 

⑤酸碱平衡紊乱的类型 

⑥重点讲授代谢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 

⑦重点讲授呼吸性酸中毒的概念、原因与机制、机体的代偿调节、对机体的影响； 

⑧自学完成碱中毒的相关内容 

⑨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⑩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在临床上，酸碱平衡紊乱常是某些疾病或病理过程的继发性改变，但一旦发生，就会使病

情复杂化，甚至危及病人的生命。因此，及时发现和正确处理酸碱失衡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缺氧 编号 13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常用的血氧指标及其意义、缺氧的类型、低张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血液性缺氧

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循环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组织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

化特点、缺氧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重点 

常用的血氧指标及其意义、缺氧的类型、低

张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血液性缺

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循环性缺氧的原

因与血氧变化特点、组织性缺氧的原因与血

氧变化特点、缺氧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难点 

常用的血氧指标及其意义、缺

氧的类型、低张性缺氧的原因

与血氧变化特点、血液性缺氧

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循环

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

点、组织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

变化特点、缺氧时机体的功能

与代谢变化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常用的血氧指标及其意义、 

缺氧的类型、 

低张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血液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循环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组织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缺氧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2.熟悉：氧疗与氧中毒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缺氧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常用的血氧指标及其意义 

-血氧分压、血氧容量、血氧含量、血氧饱和度、 

③缺氧的类型 



④低张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⑤血液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⑥循环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⑦循环性缺氧的原因与血氧变化特点 

⑧缺氧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呼吸系统的变化-肺通气量增加、中枢性呼吸衰竭 

-循环系统的变化-心脏功能和结构变化、血压变化、血流重分布、肺循环变化 

-血液系统的变化-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增多、红细胞释氧能力增强 

-神经系统的变化 

-组织细胞的变化-代偿适应性变化、损伤性变化 

⑤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⑥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离不开氧，人的呼吸、心跳一旦停止，数分钟内就可能死于缺氧。缺

氧不仅是许多疾病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病理过程，是多种疾病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高原、航天、

航空、坑道和密闭环境中常见的现象。氧疗对各类型的缺氧有一定的疗效，但应注意防止因吸入气氧分

压过高、给氧时间过长引起氧中毒。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发热 编号 14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发热、过热、发热的原因与机制、发热的分期与热型、发热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发

热对机体的损害作用及处理原则 

重点 
发热的概念、发热的原因与机制、发热的分

期与热型、发热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难点 

发热的概念、发热的原因与机

制、发热的分期与热型、发热

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发热的概念、 

发热的原因与机制、 

发热的分期与热型、 

发热时机体的功能与代谢变化 



2.熟悉：发热对机体的损害作用及处理原则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发热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复习正常人体体温及调节机制 

③体温升高的类型 

④发热与过热的区别 

⑤发热的原因与机制 

-发热激活物-体外、体内 

-内生致热源-IL-1、TNF、IL-6、IFN 

-产内生致热源细胞 

-发热时体温调节机制-致热信号传入中枢途径-中枢调节介质 

⑥发热的分期与热型-体温上升期、高温持续期、体温下降期 

⑦发热是机体功能与代谢变化 

-物质代谢改变 

-器官系统功能改变-CNS、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功能改变 

-机体防御功能改变 

⑧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⑨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发热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多种疾病的重要病理过程和临床变现，也是疾病发生的重要信

号。在整个病程中，体温变化往往反映病情变化，对判断病情、评价疗效和估计预后，均有重要参考价

值。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休克 编号 15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休克的概念、病因、分类、发生机制、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防治原则 

重点 
休克的概念、病因、分类、发生机制、机体

代谢与功能变化 
难点 

休克的概念、病因、分类、发

生机制、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休克的概念、病因、分类、发生机制、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 

2.熟悉：休克的防治原则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休克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休克的概念 

③人类对休克的认识过程 

④休克的原因 

⑤休克的分类 

⑥以失血性休克为例，重点讲授休克的发生机制-微循环障碍学说 

-微循环缺血期-微循环变化特点、机制、代偿意义、临床表现 

-微循环淤血期-微循环变化特点、机制、失代偿期、临床表现 

-微循环衰竭期-微循环变化特点、机制、休克难治期、临床表现 

⑦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 

-物质代谢紊乱 

-电解质与酸碱平衡紊乱 

-器官功能障碍-肾功能障碍、心功能障碍、肺功能障碍、脑功能障碍、肝功能障

碍、胃肠功能障碍、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凝血-纤溶系统功能变化、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⑧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⑨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动脉粥样硬化 编号 16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动脉粥样硬化的概念、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重要器官的动脉粥样硬化 

重点 
动脉粥样硬化的概念、病因和发病机制、病

理变化、重要器官的动脉粥样硬化 
难点 

动脉粥样硬化的概念、病因和

发病机制、病理变化、重要器

官的动脉粥样硬化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动脉粥样硬化的概念、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重要器官的动脉粥样硬化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危险因素-高脂血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和高胰岛素血症、遗传因素、年龄、

性别、其他因素 

③发病机制-脂质渗入学说、血栓镶嵌学说、单克隆学说、损伤应答学说、炎症学

说、内膜细胞群和新内膜形成学说、血流动力学说 

④病理变化-指纹、纤维斑块、粥样斑块、继发性改变 

           斑块内出血、斑块破裂、血栓形成、钙化、动脉瘤形成 

⑤重要器官的动脉粥样硬化 

-主动脉粥样硬化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心绞痛--稳定性、不稳定型、变异型 

--心肌梗死—概念、分型、病理变化、生化改变并发症 

--心肌纤维化 

--冠状动脉性猝死 

-颈动脉及脑动脉粥样硬化 

-肾动脉粥样硬化 

-四肢动脉粥样硬化 

-肠系膜动脉粥样硬化 

⑥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⑦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也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种常见病。以血管内

膜形成粥瘤或纤维板块为特征，并主要累及大动脉和中等动脉，使动脉壁变硬，管腔狭窄，中膜弹性减

弱，并可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在我国，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多见于中老年人，

以 40-49岁发展最快。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高血压病 编号 17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高血压的分类、高血压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高血压病的类型和病理变化 

重点 
高血压的分类、高血压病的病因和发病机

制、高血压病的类型和病理变化 
难点 

高血压的分类、高血压病的病

因和发病机制、高血压病的类

型和病理变化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高血压的分类、高血压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高血压病的类型和病理变化 

2.熟悉：恶性高血压病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高血压病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复习正常血压的相关内容 

③高血压的分类 

④高血压病的发病因素-遗传和基因因素 

                    -膳食因素 

                    -社会心理应激因素 

                    -其他因素 

⑤高血压病的发病机制-功能性的血管收缩 

                    -钠水潴留 

                    -结构性的血管壁增厚变硬 

⑥良性高血压病的分期 

-功能紊乱期 

-动脉病变期--细动脉硬化、小动脉硬化 

-内脏病变期--心脏病变、肾脏病变、脑病变、视网膜病变 

⑦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⑧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高血压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多见于 30-4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是以全身的

细小动脉硬化为基本病变的全身性疾病，绝大多数病程漫长，症状不明显，不易被发现，发现者也难以

坚持长期治疗。高血压病史冠心病和脑血管意外最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发展至晚期，常引起心、脑、肾

及眼底的病变并有相应的临床表现，严重者可因心功能衰竭、脑卒中和肾衰竭而致死。研究表明，降低

血压能明显的降低冠心病、心功能衰竭和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风湿病 编号 18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风湿病的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基本病变、风湿病的各器官病变 

重点 
风湿病的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基本病变、

风湿病的各器官病变 
难点 

风湿病的概述、病因和发病机

制、基本病变、风湿病的各器

官病变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风湿病的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基本病变、风湿病的各器官病变 

2.熟悉：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风湿病病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风湿病概述 

③致病因素-与链球菌感染有关的变态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 



④发病机制-抗原抗体交叉反应学说 

⑤基本病变-变质渗出期 

          -增生期或肉芽肿期—风湿小体 

          -纤维化期或硬化期 

⑥风湿病的各器官病变 

-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心内膜炎 

             --风湿性心肌炎 

             --风湿性心包炎 

-风湿性关节炎 

-皮肤病变—环形红斑、皮下结节 

-风湿性动脉炎 

-风湿性脑病 

⑦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⑧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肺炎 编号 19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并发症、临床病理



联系 

重点 

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病

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并发症、临床病

理联系 

难点 

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

原体肺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病理变化、并发症、临床病理

联系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细菌性肺炎、病毒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并发症、临床病理联系

2.熟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并发症、临床病理联系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肺炎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细菌性肺炎 

-大叶性肺炎--病因---绝大多数肺炎链球菌 

           --发病机制---变态反应 

           --病理变化---充血水中期、红色肝样变期、灰色肝样变期、消散期 

           --并发症---肺脓肿、脓胸、败血症、感染性休克、肺肉质变 

           --临床病理联系---寒战、高热、咳嗽、铁锈色痰、发绀、呼吸困难 

-小叶性肺炎--病因---多种细菌混合感染 

           --发病机制---抵抗力下降、呼吸道防御功能受损 

           --病理变化---以细支气管为中心的化脓性炎症 

           --并发症---肺脓肿、脓胸、脓毒败血症、心衰、呼衰 

           --临床病理联系---咳嗽、脓痰、发绀、呼吸困难 

③病毒性肺炎--病理变化---急性间质性肺炎 

            --临床病理联系---发热、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缺氧、呼吸困难 

④支原体肺炎 

⑤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⑥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肺炎主要是指肺的急性渗出性炎症，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肺炎可以是原发独立

性疾病，也可作为其他疾病的并发症出现。根据病因可分为细菌性、病毒性、支原体性、真菌性、寄生

虫性、过敏性及理化因子引起的肺炎等。以细菌性肺炎最常见。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消化性溃疡 编号 20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消化性溃疡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并发症、临床病理联系 

重点 
消化性溃疡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

化、并发症、临床病理联系 
难点 

消化性溃疡概述、病因和发病

机制、病理变化、并发症、临

床病理联系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消化性溃疡概述、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并发症、临床病理联系 

2.熟悉：胃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病理联系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消化性溃疡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消化性溃疡概述 

③消化性溃疡的病因-与胃液的消化作用、幽门螺杆菌感染、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 

④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机制-损伤因素增强、防御因素减弱导致黏膜自我消化 

⑤胃溃疡的病理变化-肉眼、光镜 

⑥十二指肠溃疡的病理变化-肉眼、光镜 

⑦胃溃疡的并发症-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癌变 

⑧临床病理联系-上腹痛、反酸、嗳气 

⑨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⑩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消化性溃疡是常见病多发病，临床上患者有上腹痛、反酸、嗳气等症状，以胃或十二指肠

黏膜形成慢性溃疡为主要表现。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肝硬化 编号 21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肝硬化概念、病因、发病机制、分类、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重点 
肝硬化概念、病因、发病机制、分类、病理

变化、临床表现 
难点 

肝硬化概念、病因、发病机制、

分类、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肝硬化概念、病因、发病机制、分类、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2.熟悉：病毒性肝炎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肝硬化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肝硬化的病因-病毒性肝炎、酗酒、胆汁淤积、色素沉着等 

③肝硬化的发病机制-肝细胞变性坏死 

                  -肝细胞结节状再生 



                  -纤维组织增生分割包绕肝小叶形成假小叶 

④肝硬化的病理变化-酒精性肝硬化--大体、光镜 

                  -坏死后性肝硬化--大体、光镜 

                  -胆汁性肝硬化--大体、光镜 

⑤肝硬化的临床表现-门静脉高压—腹水、侧支分流形成、脾淤血、胃肠道淤血 

                  -肝功能衰竭 

⑥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⑦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肝硬化是各种原因所致的肝的终末期病变，为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正常肝小叶结构被破

坏，形成假小叶。晚期导致门静脉高压和肝功能衰竭。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肾小球肾炎 编号 22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基本病理改变、临床表现、病理类型 

重点 
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基本

病理改变、临床表现、病理类型 
难点 

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和

发病机制、基本病理改变、临

床表现、病理类型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基本病理改变、临床表现、病理类型 

2.熟悉：肾盂肾炎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急性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复习正常肾单位的相关内容 

③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病因 

④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发病机制-循环免疫复合物性肾炎 

-原位免疫复合物性肾炎 

-抗肾小球细胞抗体 

-细胞免疫性肾小球肾炎 

-补体替代途径的激活 

-上皮细胞损伤 

-肾小球损伤的介质 

⑤基本病理改变-细胞增生 

              -基膜增厚和断裂 

              -炎性渗出和坏死 

              -玻璃样变和硬化 

              -肾小管和间质的改变 

⑥临床表现-肾炎综合征 

          -急进性肾炎综合征 

          -肾病综合征 

          -无症状性血尿或蛋白尿 

          -慢性肾炎综合征 

⑥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病理类型 

-急性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病理联系 

-急进性肾小球肾炎--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病理联系 

-慢性肾小球肾炎--病因和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病理联系 

⑦切换到随身课堂完成课堂练习 

⑧归纳总结，强调重点，布置作业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原发性肾小球肾炎是原发于肾脏的独立疾病，肾为唯一或主要受累的脏器，抗体介导的免

疫损伤是引起肾小球病变的主要机制。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结核病 编号 23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结核病的概述、病因和传播途径、发病机制、基本病理变化、基本病理变化的转化规律、

原发性肺结核病的病变特点、继发性肺结核病的发生机制、临床类型和病理变化、肺外结

核病的病变特点 

重点 

结核病的概述、病因和传播途径、发病机制、

基本病理变化、基本病理变化的转化规律、

原发性肺结核病的病变特点、继发性肺结核

病的发生机制、临床类型和病理变化、肺外

结核病的病变特点 

难点 

结核病的概述、病因和传播途

径、发病机制、基本病理变化、

基本病理变化的转化规律、原

发性肺结核病的病变特点、继

发性肺结核病的发生机制、临

床类型和病理变化、肺外结核

病的病变特点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结核病的概述、病因和传播途径、发病机制、基本病理变化、基本病理变化的转化规律、原发

性肺结核病的病变特点、继发性肺结核病的发生机制、临床类型和病理变化、肺外结核病的病变特点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阅读电子版教材，登录随身课堂，自学本次课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 

线下 
学生：以纸质形式完成课前作业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展示肺结核病的病例，提出本次课的学习目标 

②结核病的概述 

③结核病的病因 

④结核病的传播途径 

⑤结核病的发病机制 

⑥结核病的基本病理变化 

⑦结核病的基本病理变化的转化规律 

⑧原发性肺结核病的病变特点 

⑨继发性肺结核病的发生机制、临床类型和病理变化 

⑩肺外结核病的病变特点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教材、课件、视频、题库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平台作业； 

在规定时间完成单元测试；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完成本章思维导图，上传到随身课堂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笔记、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肉芽肿性病变，全身各器官均可发生，但以肺结核最

常见。典型病变为结核结节形成并中央伴有不同程度的干酪样坏死。 

教学反思：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实验一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复 编号 24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萎缩、肥大、增生、化生、细胞水肿、肝脂肪变性、凝固性坏死、液化性坏死、坏疽等大

体标本的病变特点；肝脂肪变性、肉芽组织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重点 

萎缩、肥大、增生、化生、细胞水肿、肝脂

肪变性、凝固性坏死、液化性坏死、坏疽等

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肝脂肪变性、肉芽组

织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难点 

萎缩、肥大、增生、化生、细

胞水肿、肝脂肪变性、凝固性

坏死、液化性坏死、坏疽等大

体标本的病变特点；肝脂肪变

性、肉芽组织等切片标本的病

变特点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萎缩、肥大、增生、化生、细胞水肿、肝脂肪变性、凝固性坏死、液化性坏死、坏疽等大体标

本的病变特点；肝脂肪变性、肉芽组织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2.熟悉：肝细胞水肿、玻璃样变性等标本的镜下特点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自学电子版实验教程中本章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登录随身课

堂，完成本次实验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布置病例分析 

线下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病例并完成病例分析中的问题，形成纸质答案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重点讲授萎缩、肥大、增生、化生、细胞水肿、肝脂肪变性、凝固性坏死、液 

化性坏死、坏疽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 

②重点讲授肝脂肪变性、肉芽组织等切片标本的镜下特点 

③病例分析-每小组选出代表回答病例中的问题，教师归纳总结 

④布置实验报告与预习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版实验教程、课件、视频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实验报告，上传到随身课堂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了萎缩、肥大、增生、化生、细胞水肿、肝脂肪变性、凝固性坏死、液化性坏死、坏 

疽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及肝脂肪变性、肉芽组织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教学反思：  

实验课室对理论内容的巩固与加深，通过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讲授，学生更进一步理解理论内容；

通过病例分析，培养学生临床思维，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实验二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编号 25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脾淤血、肝淤血、脑出血、静脉红色血栓、脾贫血性梗死、肠出血性梗死等大体标本的病

变特点；慢性肝淤血、慢性肺淤血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重点 

脾淤血、肝淤血、脑出血、静脉红色血栓、

脾贫血性梗死、肠出血性梗死等大体标本的

病变特点；慢性肝淤血、慢性肺淤血等切片

标本的病变特点 

难点 

脾淤血、肝淤血、脑出血、静

脉红色血栓、脾贫血性梗死、

肠出血性梗死等大体标本的

病变特点；慢性肝淤血、慢性

肺淤血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

点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脾淤血、肝淤血、脑出血、静脉红色血栓、脾贫血性梗死、肠出血性梗死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

点；慢性肝淤血、慢性肺淤血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2.熟悉：脾贫血性梗死、肠出血性梗死等标本的镜下特点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自学电子版实验教程中本章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登录随身课

堂，完成本次实验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布置病例分析 

线下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病例并完成病例分析中的问题，形成纸质答案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重点讲授脾淤血、肝淤血、脑出血、静脉红色血栓、脾贫血性梗死、肠出血性 

梗死等大体标本的的病变特点； 

②重点讲授慢性肝淤血、慢性肺淤血等切片标本的镜下特点 

③病例分析-每小组选出代表回答病例中的问题，教师归纳总结 

④布置实验报告与预习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版实验教程、课件、视频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实验报告，上传到随身课堂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了脾淤血、肝淤血、脑出血、静脉红色血栓、脾贫血性梗死、肠出血性梗死等大体标

本的病变特点；慢性肝淤血、慢性肺淤血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教学反思：  

实验课室对理论内容的巩固与加深，通过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讲授，学生更进一步理解理论内容；

通过病例分析，培养学生临床思维，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实验三 炎症 编号 26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纤维素性胸膜炎、化脓性心包炎、气管假膜性炎、肝脓肿、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性蜂窝

组织性阑尾炎、肺脓肿、慢性扁桃体炎、慢性鼻息肉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急性蜂窝组

织性阑尾炎、慢性鼻息肉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重点 

纤维素性胸膜炎、化脓性心包炎、气管假膜

性炎、肝脓肿、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性蜂

窝组织性阑尾炎、肺脓肿、慢性扁桃体炎、

慢性鼻息肉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急性蜂

窝组织性阑尾炎、慢性鼻息肉等切片标本的

病变特点 

难点 

纤维素性胸膜炎、化脓性心包

炎、气管假膜性炎、肝脓肿、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性蜂窝

组织性阑尾炎、肺脓肿、慢性

扁桃体炎、慢性鼻息肉等大体

标本的病变特点；急性蜂窝组

织性阑尾炎、慢性鼻息肉等切

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线上集中面授、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评方式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纤维素性胸膜炎、化脓性心包炎、气管假膜性炎、肝脓肿、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性蜂窝组织

性阑尾炎、肺脓肿、慢性扁桃体炎、慢性鼻息肉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急性蜂窝组织性阑尾

炎、慢性鼻息肉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2.熟悉：肝脓肿的镜下特点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自学电子版实验教程中本章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登录随身课

堂，完成本次实验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布置病例分析 

线下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病例并完成病例分析中的问题，形成纸质答案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重点讲授纤维素性胸膜炎、化脓性心包炎、气管假膜性炎、肝脓肿、流行性脑 

脊髓膜炎、急性蜂窝组织性阑尾炎、肺脓肿、慢性扁桃体炎、慢性鼻息肉等大体 

标本的病变特点； 

②重点讲授急性蜂窝组织性阑尾炎、慢性鼻息肉等切片标本的镜下特点 

③病例分析-每小组选出代表回答病例中的问题，教师归纳总结 

④布置实验报告与预习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版实验教程、课件、视频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实验报告，上传到随身课堂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了纤维素性胸膜炎、化脓性心包炎、气管假膜性炎、肝脓肿、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

性蜂窝组织性阑尾炎、肺脓肿、慢性扁桃体炎、慢性鼻息肉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急性蜂窝组织性阑

尾炎、慢性鼻息肉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教学反思：  

实验课室对理论内容的巩固与加深，通过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讲授，学生更进一步理解理论内容；

通过病例分析，培养学生临床思维，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2019 级护理专业《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案 

教学单元 实验四 肿瘤 编号 27 

授课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 授课场所 直播课室 授课课时 2 

知识点 
卵巢囊性畸胎瘤、纤维瘤、皮下脂肪瘤、阴茎癌、乳腺癌、浸润型胃癌、溃疡型胃癌、绒

毛膜癌肝脏转移、纤维肉瘤、胃间质瘤、结肠多发性息肉病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皮肤



鳞状细胞癌、纤维肉瘤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重点 

卵巢囊性畸胎瘤、纤维瘤、皮下脂肪瘤、阴

茎癌、乳腺癌、浸润型胃癌、溃疡型胃癌、

绒毛膜癌肝脏转移、纤维肉瘤、胃间质瘤、

结肠多发性息肉病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

皮肤鳞状细胞癌、纤维肉瘤等切片标本的病

变特点 

难点 

卵巢囊性畸胎瘤、纤维瘤、皮

下脂肪瘤、阴茎癌、乳腺癌、

浸润型胃癌、溃疡型胃癌、绒

毛膜癌肝脏转移、纤维肉瘤、

胃间质瘤、结肠多发性息肉病

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皮肤

鳞状细胞癌、纤维肉瘤等切片

标本的病变特点 

教学资源 

电子版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网络平台: 肇庆医专随身课堂云平台 

教辅:人卫 第九版《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学习方式考

评方式 

线上集中面授、 

线下自主学习、 

测试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卵巢囊性畸胎瘤、纤维瘤、皮下脂肪瘤、阴茎癌、乳腺癌、浸润型胃癌、溃疡型胃癌、绒毛膜

癌肝脏转移、纤维肉瘤、胃间质瘤、结肠多发性息肉病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皮肤鳞状细胞

癌、纤维肉瘤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2.熟悉：  

教学过程设计 

 

时段 方式 教学安排 

课前 

线上 

学生：自学电子版实验教程中本章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登录随身课

堂，完成本次实验相关内容 

教师：完善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布置病例分析 

线下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病例并完成病例分析中的问题，形成纸质答案 

教师：备课、修改课件 

课中 

线上 

1.提前 20分钟进入直播课室，调试系统，通过简单问答确定所有学生已进入课室，

能听到老师声音，能看到老师课件，按 Zoom直播相关要求做好课前准备。 

2. 直播授课 

①重点讲授卵巢囊性畸胎瘤、纤维瘤、皮下脂肪瘤、阴茎癌、乳腺癌、浸润型胃 

癌、溃疡型胃癌、绒毛膜癌肝脏转移、纤维肉瘤、胃间质瘤、结肠多发性息肉病 

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 

②重点讲授皮肤鳞状细胞癌、纤维肉瘤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等切片标本的镜下 

特点 

③病例分析-每小组选出代表回答病例中的问题，教师归纳总结 

④布置实验报告与预习 

线下 无 

课后 

线上 

学生：利用电子版实验教程、课件、视频巩固所学内容； 

完成实验报告，上传到随身课堂 

有疑问在平台讨论区提出， 

教师：批改作业、固定时间答疑、参与学生热点问题讨论 

线下 
学生：整理、巩固记忆重点内容 

教师：进行教学小结、教学反思。 
 
 

教学小结： 

本章主要讲授了卵巢囊性畸胎瘤、纤维瘤、皮下脂肪瘤、阴茎癌、乳腺癌、浸润型胃癌、溃疡型胃

癌、绒毛膜癌肝脏转移、纤维肉瘤、胃间质瘤、结肠多发性息肉病等大体标本的病变特点；皮肤鳞状细

胞癌、纤维肉瘤等切片标本的病变特点 



教学反思：  

实验课室对理论内容的巩固与加深，通过大体标本与切片标本的讲授，学生更进一步理解理论内容；

通过病例分析，培养学生临床思维，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