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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护理学专业中的老年护理学课程来说，应该针对不同层次的培养目

标，制定科学的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生活需

要得到积极的保障，因此，合理设置相关的老年护理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本文主要分析了老年护理学的教学模式，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老年护理人

才，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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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

为一种世界性的问题。在我国，老年人口在逐步提升，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得到

了人们的重视。为了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积极的帮助，在护理学中设置老年

护理学课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笔者主要针对于此进行分析与探讨，从而能

够为老年护理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老年护理学”教学模式探究 

（一）教学内容 

首先，中职中专院校的护生应该具备全面、扎实的医学基础与护理学的基本

知识、技能，需要将相应的护理学基础全部完成，临床护理学习结束。然而还缺

乏相应的临床经验，而且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较低。因此，教学内容应该

具有老龄化的基本理论，老年人的生活护理、健康评估以及保健等。特别是应该

对老年期的心理变化进行积极掌握[1]。比如，离退休综合征、高楼住宅综合征等

等。而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该能够从不同的老年人出发，实施合理的健康评

估，而且可以进行相应地资料分析，并且制定出相应的护理计划，以此可以实施

针对性的护理工作。另外，在已经掌握基本的医学基础与护理学知识后，应该积

极遵循“使用、够用”的原则，对老年护理教学内容进行科学设置。针对理论教

学内容来说，主要是对老年人日常生活护理的知识与技能等，并且还要对老年期

问题与精神障碍的护理知识进行积极掌握。而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需要合理借助



量表的形式，合理评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从而获取相应的资料进行分析，并且

将护理计划等制定出来。 

（二）教学方法 

作为老年护理学来说，属于不同学科交叉的课程，因此应该从不同层次护生

教学大纲入手，实施合理的教学活动。首先，可以实施角色扮演。需要对老年人

进行模拟，对老年人自身的需求加以了解，锻炼与老年人的沟通技巧。其次，还

要实施小讲课的形式。针对容易理解的内容，如老年人的日常护理等，可以通过

文献的查询，小组讨论，课件制作、课堂与小组讲授，师生共同评价等来进行，

并且老师给予相应的指导，从而有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再有，可以开展小组讨

论的活动[2]。针对 21 世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进行讨论，并且提供相关的案例进行

小组分析等。另外，可以实施社区调查的活动。在授课老师与社区人员的带领

下，向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访问，而且借助自己所学的知识内容，实施相应

地健康评估，通过分析与判断，能够提出相应的护理诊断，并且运用相应的护理

举措，实施有效的健康教育。最后，就是临床见习。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服务

课程，可以借助积极进入老年病房与养老院的方式，与老年人进行亲密接触，能

够为其提供合理的理论联系实践的机会，有助于护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为以后的

老年护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教学手段 

在老年护理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合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录像，以及播

放相应的老年人生活片段等等，从而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老年护理学的发

展提供积极的帮助。 

（四）教学考核与评价 

对于老年护理学的教学考核工作来说，主要分为理论与课程教学考核，以及

实践教学考核等等。在理论与课堂的教学考核中，主要有理论闭卷考试、小讲课

评价以及课堂讨论等内容。而在实践教学考核过程中，需要按照小组的形式，来

评估一位 60 岁以上老年人，或者老年病人的健康情况，而且需要写出相应的护

理病历等等。 

为了能够体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实施科学的评价工作。首先，就是护

生评价。护生可以分析不同类型的教学手段，能否合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



要积极分析小讲课的教学效果，能够为护生今后的工作与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而借助实践锻炼的形式，能够提升自身与老年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促进自身独立

思考、分析能力的提升。其次，就是教师评价的形式。借助教师评价，能够积极

发现护生理论与实践学习中的问题，通过总结护生的学习情况，提出合理的意

见，从而能够培养出更加优秀的护生。最后，就是社会评价的形式。也就是老年

人自身的感受情况，能够积极反映出护生学习与实践过程中的优缺点，有助于获

得更多的健康教育，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结论：总之，在老年护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从老年人主体出发，运用多样化

的教学手段，积极传授学生科学的学习手段，并且从学生的学习规律出发，合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产生对老年护理学学科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教

学质量的提升，培养出高素质的老年护理人才，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积极的

帮助，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做出合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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