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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年照护”微课程顺应“互联网+教育”发展趋势，创新教学设计、优化教学方法、整合教

学内容、改革教学过程，将传统的“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变革为线上线下联动的微课程教学模式，

多重并举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习者岗位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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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derly Care" micro course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et + education", 

which has innovated teaching design, optimized the teaching methods, integrated the teaching content, 

reformed the teaching proces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acher centered" teaching mode into an online and 

offline micro course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ed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ers' post competence by multiple 

simultaneous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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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人口总

量18.7%。《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

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失能、半失

能老人总数约4063万人，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2019年，国

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模式改革，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实现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贯通，夯实学

习者可持续发展基础。随着信息化教学

的深入实践，微课程因其主题突出、目

标明确、教学资源丰富、呈现形式多样，

能够充分考虑到不同学习者的差异，广

泛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我校是首批1+X

证书老年照护项目试点学校，校院合作

开发“老年照护”微课程，课程建设效

果良好。 

1“老年照护”微课程介绍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南京江北医院，

校院合作开发“老年照护”课程，对接

1+X证书老年照护项目。根据老年照护典

型工作任务分解课程内容，根据课程内

容的内在联系、逻辑关系，构建职业认

知、饮食照护、排泄照护、清洁照护、

日常照护、转运照护、应急应对、用药

照护等八个模块，形成内在联系、相对

独立、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内容完整

的系统性课程体系，使知识的发现过程

问题化，促使学习者进行主题化的深度

学习。在专业制作团队协作下制作实践

性强、主题鲜明、短小精悍、图像清晰、

声音清楚、技术规范、制作精美的系列

微课，每个视频时长 短4分钟， 长15

分钟，便于学习者进行碎片化学习，拓

展专业视野，发展职业技能，提升岗位

胜任力。 

2“老年照护”微课程设计 

微课程开发，坚持知识优先、全面

发展的原则，聚焦老年照护典型工作任

务和专业精神。微课程将以知识传授为

主的传统学科课程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任

务为中心的课程模式，教学实施过程中

遵循学习者认知规律，融入课程思政，

让学习者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构建

理论知识，掌握照护技能，培养职业素

养，发展职业能力。 

2.1创新课程设计——岗课赛证

融通 

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高职“老年照

护”课程改革源于岗、立足岗、服务岗，

重构“岗课对接”课程体系。按照“1+X”

老年照护证书、护士执业资格证书标准

进行“课证”融通，将课程中的章、节、

知识点与证书中的工作任务、领域、技

能点相对应。选择切入点，将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健康与社会照护赛项、全

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的内容进行教

学化改造，形成教学资源，嵌入“老年

照护”课程教学中。课程聚焦典型工作

任务，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传

统学科课程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任务为

中心的组织课程教学。应用“三阶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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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通过研、定、践、展、评、拓等

环节组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教学实

施过程中遵循育人规律，融入课程思政

教育内容，让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中解

构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2.2创新教学设计——产教融合协

同育人 

骨干教师与行业专家组建课程团

队，根据老年照护岗位凝练典型工作任

务；挖掘教学各环节中的课程思政元素，

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教学全过

程；教学团队提炼老年照护典型工作任

务中存在的安全风险点，在教学中强化

学习者的安全意识。教学团队结合行业

标准、典型工作任务，撰写脚本，制作

微课程。微课程在中国大学慕课运行，

丰富的教学资源能够满足学习者线上学

习、线下实践的需求。学习者在实践中

巩固理论知识、提升技能水平、培养职

业素养。学习者通过课程考核后，取得

中国大学慕课“老年照护”课程结业证

书；此外，报名参加教育部1+X证书老年

照护项目的学习者在通过理论、实践考

核后，获得行业颁发的老年照护证书。

教学团队根据学习者的教学评价、教师

的教学反思等对教学设计进行诊改，实

现微课程良性循环。 

2.3改革教学过程——全方位融入

思政教育 

在专业目标引领下，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老年照护”课程设置了知

识、能力、价值等教学目标，培养基础

扎实、技能精湛、专业自信、团队协作

的护理人才。教学团队提炼出爱岗敬

业、自律奉献、以人为本、敬佑生命、

厚德仁爱、团队协作、慎独精神等思政

元素，将思政元素具体细化为实训操作

要点、体验，将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有

机结合起来，在体验中培育学习者职业

素养。课程构建学科资源库、人物资源

库、行业企业资源库、行业标准资源库，

通过展示现代化、信息化的照护工具，

激发学生创新意识，树立专业自信。通

过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历程，让学

生了解行业缺口，激发危机意识，许下

职业承诺；通过中国爱老敬老故事，激

发学生厚德仁爱，自律奉献的意识；通

过了解适老化产品，参观养老院、福利

院，培养学生以人为本，爱岗敬业的意

识；通过行业老年照护职业技能规范、

标准，培养学生规范和严谨求实的意

识。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每个

项目确立一个课程思政主题，每个思政

主题找准三个思政契合点，构建“一项

目、一主题、三思政”契合点的课程思

政体系，通过专题嵌入式、隐性渗透式、

画龙点睛式、多元融合式等，将思政元

素渗透到教学环节中。将思政教育的价

值引领作用落细、落地，让学习者体验

到职业素养的重要性，也使微课程呈现

多元化和立体化。 

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尊老敬

老精神为引领，教师为学生传道授业时

给予价值引领，培养学生爱老敬老、专

业认同感、协作意识。构建以临床为核

心，典型工作任务为基础，思政为内涵，

线上应用在线开放课程掌握基本理论，

线下实训勤练照护技能，临床实践提升

岗位胜任力，构建“线上+线下+实践”

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教育新模式。与社

会福利院、养老院建立合作关系，邀请

养老服务比赛获奖选手指导学生实训，

提高学生技能水平；邀请行业专家授课，

加深学生对养老服务事业的认识。此外，

师生将实践中的困惑进行深入思考，成

功申报两项老年护理的发明专利；以互

联网+智慧养老为切入点，参加大学生互

联网+创新创业竞赛。以此让学生深入了

解老年护理事业发展，培养学生的开拓

创新和探索精神。 

2.4整合教学内容——提升岗位胜

任力 

根据老年照护等级标准，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将老年照护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中。整合“基础护理”“急危重症护理”

“老年护理”等课程教学资源，结合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老年照护典型工作任

务流程，开发饮食照护、排泄照护、应

急应对等八个模块。针对学习者缺乏老

年照护工作经验，提炼出照护老年人易

出现的安全风险点，提醒学习者在照护

老年人时需加强安全意识，为老年人提

供安全、舒适的照护服务。 

3“老年照护”微课程线上线下

联动微课程教学模式 

3.1课前自主学习——以导促学 

教师将教学资源上传至中国大学慕

课平台，引导学习者根据自主学习任务

单、微课、习题等教学资源进行自主线

上学习、线下合作探究，学习者在自主

创造、自主构建、自主体验的过程中，

激发思维，开发潜能。教师及时关注教

学平台上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及时进行

疏导解惑、多元互动。 

3.2课中多元互动——互动探究 

教师根据课前学习者自主学习情

况，创设临床工作情景，采取启发式教

学策略，选取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

理实一体教学法、PBL教学法等组织教

学。学习者采取合作探究、实践演练等

方式，展示课前学习成果。学习者根据

操作评分标准、安全风险点、思政元素

等进行自评、互评，教师进行总结点评，

以评导学、以评促教。教师应用信息化

教学资源、教具等突破教学难点。教师

加强小组练习环节中团队协作、职业素

养的引导，及时指出学习者实践中存在

的不足，并予以纠正。针对学习者掌握

不理想的要点，教师进行重点讲解，进

行强化、巩固、提高。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以教师为主导、学习者为主体、以

实训为主线，通过教、学、做、评、思

一体化教学，让学习者学有所知、知有

所悟、悟有所能，达成优化发展、互助

共进。 

3.3课后实践拓展——运用深化 

学习者根据评价进行个性化学习、

精确化学习，结合操作流程、对照评分

标准，提升老年照护技能；完成微课程

平台上的1+X证书老年照护项目考核真

题，巩固理论知识。鼓励学习者在知识

建构的基础上完成学习迁移，为家中长

辈服务；至养老院、社区等公共场所为

老年人服务，在行动中践行爱老敬老精

神，达到学以致用。应用教学平台进行

理论评价，行业标准进行技能评价，应

用OSCE考核实施综合评价，通过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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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行拓展评价，以此改进结果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

合评价。 

4 结果 

2020年94名学习者获得老年照护中

级技能证书，通过率为94%，127名学习

者获得老年照护初级证书，通过率为

84.7%，通过率远高于全国平均通过率，

获2020年度教育部1+X老年照护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突出贡献奖。 

5 讨论 

5.1促进学习者深度学习 

微课程注重对学习者学习需求、原

有知识结构的深度分析，呈现多种学习

方式、多元化学习内容，激发学习者学

习积极性。课程设计基于临床案例，创

设工作情景、问题，任务驱动、环节紧

扣，注重互动性，激发学习者思考，促

使学习者对学习内容进行个性化建构，

启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评判性思维，

促进学习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

培养。此外，微课程注重引导学习者加

强自我学习行为、学习过程的反思，对

学习任务进行分析、过程性评价、提炼

总结，激发内在学习动力，促进多元互

动，逐步培养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元

认知，提升深度学习、持续学习的能力。 

5.2提升学习者学习效果 

微课程课程定位清晰，注重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的确立，教学内容、教学

资源丰富，满足学习者多元化学习方式、

多渠道信息获取需求。微课程教学坚持

学习者立场，促进学习者成长；关注学

习者线上学习注意力聚焦，线下技能实

训效果，促使学习者问题导向学习、深

度学习。微课程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达到线上有资源，线下有活动，打

破了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

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过程、

协同共振，学习者在实践中强化职业技

能、职业情感，学习效果较好。  

5.3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对教师而言，微课程的开发、应用

促进教师信息化教学理论学习、信息化

素养提升，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提

升教师课程开发、管理能力，推动课程

可持续发展。对学习者而言，微课程打

破了时空局限，实现了碎片化学习，连

通了优质教学资源，使终身学习和全民

学习成为可能。对于学校而言，微课程

丰富了学校教学资源，推动教学改革，

提升了师资队伍教学能力，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此外，微课程在互联网平台运

行，被兄弟院校、社会人士广泛应用，

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对

于教育而言，微课程为实现教育公平提

供了机会，无论是社会人员或者高等院

校的老师和学习者，都有机会接触优质

教学资源，有效改善了教育资源分配不

均衡、教学目标与学习者个性发展不匹

配等问题，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

的推动作用。 

6 结语 

微课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老

年照护”微课程将互联网技术与职业教

育融合在一起，符合学习者的学习习惯、

认知特点，提高了教学效果。但教学资

源也需要根据行业发展、学习者学习需

求进行动态调整，保持微课程的时代性、

前瞻性，这样才能保持微课程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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