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1+X等级证书背景下医养结合《老年护理》课程教学实践

南宁市卫生学校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对高

素质老年护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养老服务行业中，随着医养结合模式成为今后养

老服务发展的趋势之一，老年护理、老年照护岗位能力拓展需要进一步提升。

1 研究背景

1.1“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的内涵及意义

2019 年“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的出台，目的在于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

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考评与认证，引导职业学

校改革教学体系，改善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真正实现“一专

多能”人才培养目标。

1.2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概念及意义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通过将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照护相结合，在解决老年慢性病患者就

医问题的同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提高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不仅

对老年人进行传统的生活照护，同时也包含老人身体评估、健康指导、康复护理、心理护理

等医疗护理方面的知识。目前，老年护理岗位需具备“生活照护+保健养护”的新型护理服务

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专业课程支撑。我校《老年护理》是一门基于“1+X”证书制度下老年

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内容及老年护理工作岗位相衔接的新开发课程，教学严格按照临床护

理岗位实际工作需求，注重对学生护理评判性思维、整体护理、人文关怀和沟通等临床综合

能力的培养，旨在以获取《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为目标，

构建课程教学与考证培训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1.3“任务驱动探究型教学模式”的概念及对课程教学的意义

“任务驱动探究型教学模式”以任务来驱动探究教学活动，将所要学习的新知识、隐含在

任务之中，学生对教师所提出的任务进行探究，通过各种探究活动，比如实践操作、查阅资

料、合作讨论等方式得出结论，最终通过任务的完成来获取新的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

1.4 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学校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忽略了学生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限制了

学生思维的发散；实训课只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职业能力的培养，培养出的毕业生

一到临床岗位遇到不同的病例就不会变通，缺乏护理临床思维能力，而 1+X证书制度下老年



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在考核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也注重考核学生对临床案例的分析

能力，跟老人的沟通能力，照护过程中的人文关怀。本课程教学旨在探索教学中如何做到课

证岗有效融通，由职业技能培养向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转型，实现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目标，

使学生具备快速的岗位适应能力、有效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更重要的面对

未来职业发展及变迁应具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 教学模式构建

2.1 教学内容融合

医养结合背景下《老年护理》课程是适应临床护理、老年护理岗位能力需求及获取老年

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导向，将护理专业的课程《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

理学》、《老年护理》等教材的相关专业知识内容进行整合，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与优化，融

入临床新进展，使课堂教学贴近临床实际；融合医养结合及老年照护新知识，构建基于“ 1+X”

证书制度老年照护职业技能考试内容及老年护理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块，强化专业护理与生活

养护综合应用的能力。《老年护理》课程是通过以上 4门教材相关知识点进行融合，结合老年

照护（初级）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内容，融合形成 13个能力模块，每个模块设置若干工作任务。

图一课程融合构建



图二 医疗护理课程知融合的知识点

图三 养护的方向

本课程教学基于任务驱动探究型教学模式，深入探究《老年护理》课程教学方法和实施

路径实现职业院校的医养结合养老照护人才培养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有效衔接，与康养职

业岗位对接，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2.2 教学模式及目标

通过“校企合作”、“任务驱动探究型”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以完成整体化工作任务的“综

合能力”为着眼点，基于工作过程、融入实际工作情景”的课程观，教学内容紧扣职业技能

等级考试和职业岗位要求，最终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目标，提高学生就业能力。《老年护理》

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基础上丰富实践教学形式，重

视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运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场景模拟教学、任务驱动式教

学法进行教学；实现“一专多能”人才培养目标。

2.2.1 校企合作模式

图四 “校企合作”模式



2.2.1.1 课前

为了更好的让学生了解养老服务行业专业人才短缺的现状及临床养老护理岗位实际工作

需求，在课程开课前，发放项目教学任务，有目的的安排学生到养老服务机构进行观摩、见

习，让学生自己体验养老服务的工作，从不同养老护理工作者身上找到自己理解的养老护理

职业认知。在见习过程中，学生能更好的认识老人，了解老人，更容易引起共情，对养老护

理岗位有更直观感受和认知。

2.2.1.2 课后

为了更好的检验学生对《老年护理》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及时做好教学评估及教学反

馈，课后安排学生以志愿者服务的形式到养老机构见习，接受养老机构的考核。真正做到教

学与岗位接轨。

2.2.1 任务驱动探究型教学模式

图五 任务驱动探究型教学模式

2.2.2 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2.3 教学评价



表一 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通过情况

结果

评价项目

及格 不及格

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理论考试）

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操作考试）

表二 养老机构评价

评价项目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对老年人的评估

职业技术能力

人文关怀、沟通能力

健康教育

2.4 教学方法

新型的养老教学内容需融入职业素质与能力认知，思想道德修养、法律法规等相关人文

知识，故教学方法以设计老年人不同阶段的情绪变化的案例、场景展开教学。学生不仅仅单

一掌握技能知识，还要具备人文关怀能力，护理时既要满足老人生理需要，还要在情感上满

足老人的精神需要。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向“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方法转变，教

师更应注重引导学生学习，使权威教学转变为探索教学 ，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体验性教

学等，可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评判性思维、创新能力等综合能力。信息化时代，可以将微

课与翻转课堂相结合，建立线上教学资源库，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展教学工作，课前

在教学平台上传任务书与老年照护技术微课视频，让学生带着任务到养老机构见习，课中引

导学生小组讨论，让学生掌握学习主动权,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与

创新意识。

课程教学模块及对应的主要教学方法

课程任务模块 教学方法

职业认知、睡眠照护 企业见习——体验性教学

饮食照护、排泄照护、清洁照护、冷热应用、

急危应对、口服用药照护、转运照护

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式

教学法、场景模拟教学法

安全防护、消毒隔离 项目教学法

3 讨论



3.1 教法的设计，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以案例导入，结合课前、课后临床见习，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任务驱动法，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在分析与解决问题时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

动性，提高学习自主性与积极性，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探索及合

作精神；情景教学法创设临床情景，培养学生临床思维；通过小组分工协作，挖掘学生潜能，

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识。通过角色扮演法模拟临床实际，将人际

沟通、人文关怀等贯穿于老年护理操作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人文关怀能力等临床综合能

力。

3.2 学法设计，提升岗位适应能力

学生课前阅读“课前任务书”，带着任务去养老机构见习，更加明确学习目标及课堂任务。

以工作任务为主线引导学生小组合作、探究；小组讨论、团队合作，更大程度地发挥学生主

观能动性，企业体验性见习、情境导入、角色扮演，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提升岗位适应能力。

3.3 加强企业合作、产教融合，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加强与医养机构的合作，双方共同育人，将技能等级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将“老年

护理”学习从学校转到养老院，真正实现理实一体、产教融合，缩短学生就业后岗位适应时

间，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实现产业育人和职教育人的衔接，保证供给侧和需求侧互联互通。

4 结语

2023 年是我校《老年护理》课程开课的第三年，我校作为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

点项目的试点基地，还承担了南宁市卫生系统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项目的培训及乡村医生

的培训任务，教学成果初现成效，特别是校企合作的深入，教学模式的改革，为养老行业培

养出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但实施过程中最大的不足是校企合作的单位过少，远远不能满足

学生临床实践要求。随着社会对养老服务人员的迫切需求，我校也会加快与养老机构的合作

进程，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