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教案样章

1.项目一任务二----心肺复苏技术

任务名称 任务二-1 授课课时 4学时（180min）

授课对象 护理专业成人业余

授课地点 急危重症实训室 授课形式 理实一体

教学背景

心肺复苏术(CPR)是人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急救技能之一，学好该项技

能将为学生进入临床工作打下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一项社会普及急救

常识的急救技能。

教学内容

按照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急危重症护理学》课程标准以及

1+X 等级证书（老年照护、失智老年人照护）技能等级标准确定本次教

学内容为：心肺复苏术，主要包括心肺复苏术概念、意义、操作流程

等内容。

心肺复苏术(CPR)是人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急救技能之一，学好该项

技能将为学生进入临床工作打下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一项社会普及急

救常识的急救技能。本教材中章节所用标准是依据美国出版发行的

《2015 年美国心脏学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中标准，使该技

术具有国际前沿水平。学习该技术使学生能够熟练的规范的掌握急救

技术，在临床工作中参加紧急抢救，奠定良好的专业基础。

教学理念

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以学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设计教学过程，

以学为主，教为辅，引入“复苏小龙”全真模拟人，让学生在高仿真

的情境中，团结协作主动探索新知，以内化知识与技能为主线，德育

教育贯穿始终，帮助学生树立时间就是生命的急救意识，培养学生敬

畏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素养。



2/ 16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护理专业成人业余班学生。

知识基础：护理专业成人业余班学生是已经走上临床岗位，有一定经

验并具备一定基础的学生，为学习急救护理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

前知识储备能力特点：有一定的分析、概括、归纳、类比的能力，有

一定的临床经验，能够结合实际进行学习。

技能基础：学生大部分已掌握心肺复苏术，并具有一定经验，但操作

的规范程度有待加强。

学生个性特征：授课学生为成人学生，具备一定基础和临床经验，喜

欢在“行动”中学习，但学生的接受专业知识水平有差距，水平高的

学生和一般学生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不同会对教学效果有影响，

所以学生通过分组练习提高操作熟练度，加强记忆。

课前调查：学生对已知的心肺复苏方法收集视频，分享自己在平时工

作中所遇到的真实案例，并分组讨论其操作流程。

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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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义

1. 以突发案例为切入点并贯穿教学始终，采用视频导入、情境创设、

问题导向、任务驱动、小组合作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实际案例中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自主学习、协作探究能力。

2.课程全程融入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以及精益求精、严

谨自律的工匠精神和教育关爱病人及病人家属的同理心培养。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心肺复苏的概念和意义，掌握心肺复苏术中科学数

据。

2.牢记基础生命支持术的重要因素：现场急救黄金 4 分

钟。

技能目标

1.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合作学习、观察、以及

总结归纳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实现概念和实物的对接。

素质目标

1．让学生在自主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成就感，为今后

学会自主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通过小组协作活动，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竞争

参与意识和研究探索的精神，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的兴趣。

3.通过情境模拟，培养学生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体现

出时间就是生命急救理念。

4.培养学生良好医德风尚，建立爱伤观念，培养尊重生命、

关爱患者的人文关怀精神。

教学重点

1.心肺复苏术的操作步骤，环节，流程。

2.心肺复苏术的操作要点，规范标准，注意事项。

3.树立“三观”（安全观、时间观、数值观）。

教学难点
1.如何正确识别心脏骤停。

2.CAB 步骤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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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
衔接

1.人文精神、责任感、职业认同、安全意识：课前学生搜集现实生活

中行人突发心脏骤停的热点新闻及现场视频，课中演练利用学生标准

化病人，课后学生加强训练，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小讲座宣传心脏骤停

急救知识与心肺复苏术，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的人文精神，

增强社会责任感、职业认同感和安全意识。

2.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利用心肺复苏模拟人帮助学生准

确定位、正确把握按压深度与频率。

3.团结协作、自主探索、评判思辨能力：小组共同学习、探讨救护方

案，并组织训练，学生相互找茬、点评，共同提高救护技能。

教学策略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设计教学过程，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

实现做中学、学中做、做中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

1.视频录播模式帮助学生规范心肺复苏术。课中利用视频录播，可拍

摄每位同学的动作手法，老师实时观看，可对学生的操作动作实时观

看，同时，录播回看功能，优化和定格技术动作。利用综合模拟人可

以让让学生更准确的把控按压定位与力度，培养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2.体验式教学提升学生心脏骤停时的人文关怀。课前学生课前学生搜

集查看现实生活中行人突发心脏骤停的热点新闻及现场视频，并分享

自己在工作中所遇到的真实案例的体会与感悟；课中通过创设真实情

境，引入“复苏小龙”全真模拟人，运用学生标准化病人模拟心脏骤

停时的场景；课后让学生加强训练，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小讲座宣扬心

脏骤停急救知识与心肺复苏术，在真实情境中实现技能迁移，促进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认知、情感、技能的统一，积极学习。

3.翻转式教学法培养学生探索、参与发现能力。课前发布任务，教师

将标准化操作视频、学习资料等发放在平台，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

研讨学习，制订救护方案，获得对心肺复苏术更深层的理解，从而提

高学生思考问题、自主学习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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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任务
与课后作

业

预习任务单：

学生搜集查看现实生活中行人突发心脏骤停的热点新闻及现场视频，

分享自己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真实经验，完成老师之前发布的学习任

务。

课后作业：

学生利用周末开放实训的时间进行技能强化训练，提高对心肺复苏术

操作的熟练度和准确度，并作为青年志愿者通过地区红十字会的平台

向全社会普及急救知识，实现“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教学理

念。

课程资源

接轨工作实际的教材资源

依据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和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次教学选用国家

教科规划教材《老年护理学》和《急危重症护理学》教材，根据岗位需求，我们

又选用了《失智老年人照护》活页教材。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德育内容
教师 学生

课前

准备

自主

安排

时间

各小组搜集查看现实生活中

行人突发心脏骤停的热点新

闻及现场视频，并讨论视频中

涉及到的注意事项。

发放预习任务单：

1.发布学习任务

2.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学习、思考。

完成任务单上的内容，查

阅心肺复苏操作技术相

关资料，学生采取自主探

究、模仿练习、团队协作

的方法学习心肺复苏操

作技术的相关知识，以及

视频中采取的流程内容。

初步完成心肺

复苏术课前知

识传递，了解学

生知识学习基

础。

关爱生命，

敬畏生命

课前

内化

情境

导入

5min

1.心脏骤停的临床表现。

2.初次检验学生对心脏骤停的

急救方案。

播放课前的视频，老师提出问题：

1.视频中的行人怎么了？有何依据？

2.如何实施救护？

1.小组为单位总结出临床

表现，确定救护方案。

2.小组角色扮演上台展示

救护方案。

导入视频，角色

扮演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检测

预习效果，激发

学生探究行为，

提高学生的知

识思辩能力。

同理心、团

结协作引

入全民参

与疫情防

控的爱国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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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

深化

导入

新课

5min

引入心肺复苏概念。

1.视频播放心肺复苏技术。

2.引入心肺复苏概念。

3.心肺复苏的流程有哪些？

1.观看视频，思考掌握心

肺复苏的重要性。

2.PPT 汇报心肺复苏的认

识。

3.学习心肺复苏概念。

利用视频启发

学生思考，理解

心肺复苏的重

要性。

责任感、职

业认同感

课中

深化

知识

探究

10min

1.心肺复苏适用范围。

2.心肺复苏操作要求、时间把

握、注意事项。

点评总结

根据学生汇报内容，小结重点掌握内

容 。

小组汇报

两个小组代表汇报心肺

复苏的适用范围和注意

事项。

小组汇报激发

学生学习主动

性， 突出教学

重点。

科学严谨

的工作作

风、人文关

怀精神

课中

深化

知识

重构

10min

心肺复苏：

1.如何辨别心脏骤停。

2.方法要点。

1.同学们，如何正确判断患者是否失去

意识？

2.画图教学：心肺复苏的胸外按压的位

置在哪？该如何定位？指导学生掌握

定位的方法。

3.胸外按压及人工呼吸的比率为多

少？

4. 根据学生汇报内容，小结重点掌握

内容 。

5.布置课后作业。

1.学生积极思考、讨论，

学生积极发言。

2.讨论得出注意事项。

小组汇报激发

学生学习主动

性， 突出教学

重点。

精益求精

的工作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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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

深化

试一试

20min

根据理论完成心肺复苏技术

的操作。

老师组织同学们根据理论学习内容进

行操作。
分组开始尝试进行操作。

1.通过实训强

化理论，升华知

识应用能力。

2.实践能力提

升。

精益求精、

科学严谨

的学习态

度，安全意

识、人文关

怀精神

说一说

10min

引入“复苏小龙”全真模拟人，随机抽

取同学进行演示，组织其余同学认真观

看并找茬，点评。

学生上来演示，其余学生

认真观看。

练一练

90min

演示心肺复苏技术的操作方法。及时回

答学生疑问解答心肺复苏技术操作的

具体实施。

1.老师演示一遍，学生分

组训练。

2.有疑问，及时提出。

考一考

15min

技能考核，教师分工合作，随机抽取组

别考核。
完成技能考核。

评一评

10min

根据考核情况结合重要操作要点再次

示范讲解，鼓励课后查漏补缺。

一组考核完成后，立即反

馈，完成小组自评和组间

互评，请学生进行自我评

价，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

题。

课后

强化

教一教

5min
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总结知识要点及注意事项，布置课后作

业。

倾听并记录，请领课后任

务作业。

巩固知识，加深

记忆

感恩祖国、

人文关怀

精神

校外

实践

技能

拓展
完成课后作业

要求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根据任务单

自行选择完成社会实践活动。

完成社会实践课后作业。

进行技能强化训练，作为

青年志愿者向社会普及

急救知识。

1. 巩固学习成

果。

2.通过社会实

践实现“人人学

急救，急救为人

人”的教学理

念。

救死扶伤

的医者精

神、大爱无

疆的责任

担当、无私

无畏的家

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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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价

出勤率及参与率10%

操作规范30%

理论考核20%

小组案例综合应用情况40%

课前、课中、课后三次递进式理论考核、一次小组操作考核以及一次课后个人过关性考核。

教学反思

教学

特色

1.案例、视频载体、形象具体掌握心肺复苏技术的重要性，内容上相对陌生，采用视频切入的方法，激发学

生兴趣，学生易于接受。

2. 学生主动、教师主导，理实一体从课前完成任务单到课中模拟演练，体现“理实一体”，引入“复苏小龙”

全真模拟人，帮助学生实现理论知识与实际工作任务的紧密结合使操作更加标准，达成教学目标。

优化

改进

1. 通过教学实施,学生对心肺复苏的概念有了较系统的认知,临床工作中也积累了实践经验,课后应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技能操作训练中,进一步提升实践技能更加规范，并通过地区红十字会的平台向全社会普及急救知

识。

2. 思政元素与真实案例的融合需要进一步提炼与完善。

3. 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创建更丰富的工作情境用于实践教学，有待进一步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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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一任务二----思政教学案例

德育切入点：通过案例与课程内容结合，阐述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同理心、团

结协作，职业认同感、精益求精、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安全意识、人文关怀精

神，社会责任感、职业使命，师生情等思政元素，心肺复苏需要操作者的快速反

应和准确技能的实施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病人的生命，因此本案例在阐述时

可结合课程内容中的按压要点与内容进行整合，更好的培养学生以下方面：

（1）.人文精神、责任感、职业认同、安全意识：课前学生搜集现实生活中行人

突发心脏骤停的热点新闻及现场视频，课中演练利用学生标准化病人，课后学生

加强训练，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小讲座宣传心脏骤停急救知识与心肺复苏术，培养

学生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的人文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职业认同感和安全意识。

（2）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利用心肺复苏模拟人帮助学生准确定位、

正确把握按压深度与频率。

（3）团结协作、自主探索、评判思辨能力：小组共同学习、探讨救护方案，并

组织训练，学生相互找茬、点评，共同提高救护技能。

思政案例网址：

知名医生突发胸痛，自己指挥抢救自己时，心脏骤停 20分钟 - 搜狐网
https://m.sohu.com/a/455009082_121019331?_trans_=010004_pcwzy

https://m.sohu.com/a/455009082_121019331?_trans_=010004_pcw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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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文档] 医生自己救自己 学生救活老师.mp4

思政元素：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同理心、团结协作，职业认同感、精益求精、

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安全意识、人文关怀精神，社会责任感、职业使命，师生

情。

https://kdocs.cn/l/ctYYWwoWow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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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直观了解 带你来到最真实的现场

3.教学活动照片



1616


	（一）教案样章
	1.项目一任务二----心肺复苏技术
	2项目一任务二----思政教学案例
	3.教学活动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