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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护理服务需求激增，对护理人才培养提

出了更高要求。老年护理学作为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肩负着落实"健康中国"

战略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双重使命。本案例以"跌倒"这一典型老年健康问题为切

入点，通过"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设计，将中华孝亲敬

老文化、职业伦理教育、法治意识培养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培养兼

具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的新时代护理人才。 

一、课程基本信息 

老年护理学(gerontological nursing)是一门必修课，是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社会科学、信息学科等为理论

基础，研究老年期的心身健康和疾病的护理特点与预防的学科，是老年学研究的

一项重要内容。课内总学时 32 学时，其中讲授 24 学时，实践 8 学时，学分 2

分。使用的教材是《老年护理学》第 5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课程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以教师“教”，学生“学”模式，

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通过讲授法、讨论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自

主学习法等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虚实体验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教学资源丰富多样，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

力。 

 



三、案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老年人跌倒的常见原因； 

2. 老年人跌倒问题的护理评估； 

3. 老年人跌倒现场的紧急处理和长期照护； 

4. 老年人预防跌倒的指导干预。 

（二）能力目标 

1.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自主学习的能力及评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学生与老人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及多学科团队协作的能力； 

3. 培养学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和提高学生应急救护的能力； 

4. 学生具有运用护理程序，对老人跌倒问题实施整体护理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 培养学生的同理心与共情能力，敬佑生命、甘于奉献的职业道德，扶病

解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 传承和创新孝亲敬老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积极构建爱老助老良好的社

会氛围，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整个教学过程通过课前体验活动实现课程思政的共情明志，通过课中个性化

课堂教学及课后实践活动完成课程思政的理会践行，积极构建全面覆盖、层次递

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课前感思政 

1. 学习资源推送与自主学习 

教师通过课程平台上传“跌倒”相关的微课、视频、音频、电子书、图片及

试题库等学习资源，学生登录平台完成自主学习，教师在线答疑。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 7-8 人），完成以下任务： 

(1)穿戴老年行动模拟服或老年偏瘫护理模拟服，佩戴黄斑眼罩和隔音耳机，

模拟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及 AR 虚拟场景体验，感受老化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变

化。 



(2)提交一份“当你老了”体验报告，反思与老年人相处的态度和方式。 

分析教师发布的跌倒典型案例，完成护理评估、护理计划及护理措施的初步

设计，并上传至平台。 

2. 教师反馈与成绩评定 

教师在线批阅学生的体验报告和案例分析，给予反馈，并将完成情况计入平

时成绩。 

思政切入点： 

1. 通过老化体验活动，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 

2. 通过案例分析，强化学生的评判性思维和关爱老人的意识。 

（二）课中悟思政 

1.问题导入 

通过播放老年人在各种场合跌倒的视频及对跌倒后老人长期照护带来的相

关问题的社会新闻，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老年人是跌倒的高危人群，为什么跌倒

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消耗大量的医疗和

资源，给家庭社会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导入的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对老年人跌倒

问题的关注及引导学生思考导致老年人跌倒的多种因素，然后由各护理小组进行

老年人跌倒原因分析，最后由教师进行讲解及总结。 

思政切入点：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2. 情景演练 

跌倒给老人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但老年人跌倒事件存在可预知的潜在危险

因素通过对跌倒原因的学习，针对典型案例进行跌倒风险评估，以减少或避免跌

倒不良事件的发生，结合 1+X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训要

求，小组成员分别扮演标准化病人、评估员、观察员，按照课程平台发放的案例，

根据 1+X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操考核要求进行老年人

的跌倒风险评估情景演练，教师随机抽取一组进行展示，最后对评估过程及跌倒

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小组自评互评、教师点评及行业专家点评。这既是对跌倒原因

学习的总结，又是对预防老人跌倒的职业能力的提高，从而实现老年护理学教学

的课证融通。 



思政切入点：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尊重

患者，热忱服务，一视同仁，善于与老人进行有效沟通，以提升职业能力综合素

养和人文修养。 

3. 案例研讨 

案例背景为 2020 年 9 月，湖北恩施一位七旬老太因走路不慎摔倒在地，路

过行人都纷纷避让，不敢上前扶。两名巡逻的城管上前询问情况后扶起了老人，

为人称颂。研讨主体:请各学习小组研讨老年人跌倒后该不该扶的问题，并对跌

倒后的不同情况如何扶的问题进行研讨与展示，在跌倒后扶不扶环节，教师对学

生普及《民法典》中的“好人法”，以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并结合卫生部公布的

《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对学生的跌倒处理研讨思路及展示进行必要的引

导，这是翻转课堂教学过程的关键环节。最后学生进入老年人跌 倒的评估与应

急处理虚拟实训室，通过第一人称交互式的学习，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模拟老年人

跌倒后的护理措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和护理操作技能。 

思政切入点：培养学生尊老爱老、扶病解困、高度负责、技术求精的老年护

理道德准则；提高学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参与社会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意识和能力。 

4. 分组讨论 

教师根据跌倒相关知识点设置讨论题目“老年人跌倒防护，从我做起”，组织

学生通过对老年人跌倒的护理评估、跌倒后的紧急处理、跌倒后长期照护等不同

情况下，个人能发挥的力所能及作用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讨论。教师根据学生

对跌倒防护知识讨论的专业性和全面性程度对各小组的讨论结果进行评价。 

思政切入点：引导学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孝亲敬老文化，倡导“百善孝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积极构建爱老助老良好的老年友好

型和谐稳定社会，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三）课后践思政 

1. 拓展学习 

（1）推荐学习资源（如《老年人跌倒与预防保健》、纪录片《急诊室故事》

等）。 



（2）组织学生了解《养老机构预防老年人跌倒基本规范》等国家标准。 

2. 实践活动 

（1）开展“预防跌倒”主题的社会实践，如社区防跌倒知识宣讲、“邻里守望”

志愿服务等。 

（2）鼓励学生参与“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研发防跌倒创新产品。 

（3）组织学生参加养老服务技能大赛，提升核心技能和人文关怀能力。 

3. 成果展示 

完成一份老年人跌倒健康指导手抄报，总结实践心得。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一）教学效果 

1. 学生反馈 

通过问卷星平台对 60 名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1）课程思政重要性：79%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或"重要"；21%的学生持

中立或保留态度。 

（2）思政融入效果：83%的学生认为融入自然有效；5%的学生认为有待改

进。 

（3）学习兴趣提升：94%的学生表示兴趣增强。 

2. 实践成果 

学生能力提升：同理心、评判性思维和职业责任感显著增强。 

3. 社会服务成效： 

（1）防跌倒宣讲活动获社区好评； 

（2）"智慧助老"创新项目获校级奖项； 

（3）养老服务技能大赛表现优异。 

（二）教学反思 

1. 成功经验 

（1）教学方法创新：翻转课堂+虚拟实训+情景模拟； 

（2）思政自然融合：案例研讨+法律指南+职业伦理讨论； 

（3）实践育人成效：社会服务+技能竞赛双轨并行。 

2. 存在问题 



（1）参与度不均：小组活动中存在依赖现象； 

（2）思政深度不足：21%学生认识有待提升； 

（3）资源限制：实训设备覆盖不足。 

3. 改进措施 

（1）教学设计优化：增加课前思政目标说明； 

（2）资源拓展：开发真实养老案例库； 

（3）反馈机制完善：定期学生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