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对于过氧化氢，其能够有效转化为自由羟基，表现出的氧

化能力较为显著，可以将蛋白质呈现出的基础分子结构进行
有效破坏，进而获得显著的杀菌效果以及抑菌效果。单纯选
择过氧化氢 ( 30g·L －1 ) 施以干预，无法获得显著的杀菌效
果，并且无法进行有效储存。

本次研究中，在杀菌效果方面，A1 组大肠杆菌为( 3. 13 ±
0. 02) ，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 3. 03 ± 0. 01 ) ，白色念珠菌为
( 2. 09 ± 0. 02) ; A2 组大肠杆菌为( 5. 99 ± 0. 32 ) ，金黄色葡萄
球菌为( 5. 21 ± 0. 15) ，白色念珠菌为( 5. 05 ± 0. 03 ) ; A3 组为
大肠杆菌为 ( 7. 15 ± 0. 25 ) ，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 7. 29 ±
0. 39) ，白色念珠菌为 ( 7. 25 ± 0. 09 ) ; 对照组大肠杆菌为
( 2. 92 ± 0. 03 ) ，金黄色葡萄球菌为( 2. 63 ± 0. 04 ) ，白色念珠
菌为( 1. 66 ± 0. 13) ;同 A1 组、A2 组以及对照组比较，A3 组呈
现出显著优势 ( P ＜ 0. 05 ) 。从而证明选择过氧化氢 ( 30g·
L －1 ) +聚六亚甲基胍( 3000mg·L －1 ) 加以消毒干预，可以将
杀菌效果显著提高，并且针对过氧化氢呈现出的不稳定状态
加以有效缓解。

综上所述，临床选择过氧化氢( 30g·L －1 ) +聚六亚甲基

胍( 3000mg·L －1 ) 加以消毒干预，最终获得的杀菌效果显著，
凸显消毒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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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QP学历框架的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改革的研究
黄丹丹，孙凯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健康学院 广州 510663)

摘要:为了实现国家及广东省推行的学分制教学改革，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健康学院应用美国 DQP 学历框架编撰了护理专业中人体解
剖生理学的课程规范。本文通过 DQP学历框架的五大学习领域详细描述了课程结构、预期学习成果和学分分配等情况，对相关课程改革研究
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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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是为了培养能立足广州经济开发区、科学城，适
应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具有现代护理理念、良好的
职业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一定的求实创新意识，掌握护理专
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较强的护理操作技能和
工作能力，能运用基本护理技术、临床护理技术、社区护理技
术，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护理专门人才。

而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是护理专业主要的专业基础与基

本技能课之一，是为学习后续护理专业课如护用药理学、护理
学基础、疾病学基础等所必须的知识准备。其目的是使学生
熟练掌握人体各系统器官的形态结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理
解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训技能，结合护理学的临床实
际，加强对人体正常结构和生理功能的认识，为进一步的学习
打下扎实的基础。
1 DQP简介

美国学历资格框架( DQP) 是美国露明纳基金会借鉴欧盟
的欧洲学历框架( EQF) 并结合美国教育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
高校教育改革工具。其核心是围绕“大学生获取不同层次学
历时被期望应:①知道什么; ②能够做什么。”，以更好地适应
以后的工作、生活和公民参与等〔1〕。

我院专业学历框架主要参照美国 DQP的副学士标准，确
定五大主要学习领域〔2〕: ①专业知识 ( Specialized Kn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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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 ②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 Broad and Integrative Knowl-
edge) ;③智力技能 ( Intellectual Skills) ; ④应用和协作学习
( Applied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⑤公民和全球学习( Civ-
ic and Global Learning) 。
2 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在主要学习领域的学分分配〔3〕

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共有 5 学分，按照护理专业规范的
设计，将学分分配在四个学习领域，其比例为: 专业知识∶广泛
和融合的知识∶智力技能∶应用和协作学习 = 2∶2∶ 0. 5∶ 0. 5。学
生完成下述学习领域所描述的“专业预期学习成果”，才能获
得本课程的学分。
2. 1 专业知识( 学分数: 2) 在专业知识方面，学生应该能
够:①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的专业知识在临床疾病护理、危急重
症护理、手术室护理、生活护理等领域描述护理专业领域的核
心理论和实践，并且提供至少一个与人体解剖生理学相关的
实例解说，如导尿术。( 简称 POC1. 1; 学分数: 1. 3 ) ; ②运用
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数据库、实验设备等工具或方法，去解决护
理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和困难，如分析血液成分，测量病人含氧
量等。( POC1. 2;学分数: 0. 5) ; ③基本上无差错地做出护理
专业领域的人体器官模型。( POC1. 3;学分数: 0. 2) 。
2. 2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学分数: 2) 在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方面，学生应该能够:①可以阐述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现有知识
或现有实践的研究进展，如高血压的形成。( POC2. 1; 学分
数: 0. 5) ;②运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的专业知识描述如安乐死、
患者隐私的保护、无名氏患者的无偿救治等争议性问题，解释
该争议问题的意义，并且应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概念来阐述
自己对该争议问题的见解。( POC2. 2; 学分数: 0. 5) ; ③在实
施注射操作、无菌技术操作、抢救技术、换药等分析性、实操性
或创造性的任务中，使用所学习的人体解剖生理学领域的公
认方法，包括依据的收集与评估。( POC2. 3;学分数: 1) 。
2. 3 智力技能( 学分数: 0. 5 ) 在智力技能方面，学生应该
能够:界定一个知识主题如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导尿术、药物
注射等，并能明确地讲出该主题中涉及的一些观点、概念、理
论以及实践方法。( POC3. 1;学分数: 0. 5) 。
2. 4 应用和协作学习( 学分数: 0. 5) 在应用和协作学习方
面，学生应该能够:①书面汇报至少一个案例( 心搏骤停与心
肺复苏、院外急救等) -自己是怎样将所学的学术性知识与技
术技能，应用于实地( 实践) 挑战;并提出证据或案例，用来证
明自己在应用过程中学到新的知识或有其它的收获。
( POC4. 1;学分数: 0. 3) ;②分享或教会同学们至少一个自己
在课堂外学来的重要概念( 如末期肿瘤治疗、器官复制) 或方
法( 如避孕法) 。( POC4. 2;学分数: 0. 2) 。
3 人体解剖生理学的专业预期学习成果

对应上述学习领域，学生应完成以下课程学习成果 ( 简
称 SOC) ( 见表 1) 。

由此可见教师通过每一个可观察、可衡量的预期学习成
果( SOC) 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态，对学生的评判具有一致性，
减少人为因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4 基于 DQP学历框架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改革的实施和思
考〔4〕

本课程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所以在课程中着重讲解跟急
救护理相关的解剖生理知识，并在课堂上演示各种急救技术
加深学生的印象。这种学习方式令学生对解剖生理知识掌握
更牢固，有学生还根据所学及时抢救了自己的亲人，真正发挥
了课程改革的效应。从成绩上也能体现出改革的好处，学生
的考试成绩有了大幅提升，分数分布也更符合正态分布规律
( 见图 1) 。
表 1 SOC与 POC的对应关系

编号 具体内容 对应的 POC

SOC1 能够描述心肺复苏、导尿术、注射等护理核
心操作中涉及的生理学知识。 POC1. 1

SOC2 能够列举护理操作中的解剖学应用。 POC1. 1

SOC3
能够使用 BL-420 系统、手术器械和血压计
等人体解剖生理学专业仪器，检测动物和人
的生理状况。

POC1. 2

SOC4 能够举一反三的将人体解剖生理学各种检
测手段用于病人的日常护理。 POC1. 2

SOC5 通过人体模型的制作比赛，演示学生对人体
器官结构的见解。 POC1. 3

SOC6 能够阐述人体各系统的器官组成和生理功
能。 POC2. 1

SOC7 能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描述社会热点医
疗问题。 POC2. 2

SOC8 能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阐述对热点医疗
问题的见解，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POC2. 2

SOC9 在实训任务中能正确使用绷带、血压计、听
诊器等仪器解决护理专业的创造性任务。 POC2. 3

SOC10 能正确使用数据收集和评估等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分析病人体检数据。 POC2. 3

SOC11
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阐述对重大传染疾病、
安乐死等研究中的突出性或重大课题的理
解。

POC3. 1

SOC12 通过辩论赛阐述自身对于热点医疗问题的见解，并与他人见解做比较。 POC3. 1

SOC13
利用计算机软件，创建图表、动画、视频等，
来诠释患者的身体情况变化 ( 包括尿液量、
血糖血压、电解质等) 。

POC3. 1

SOC14
撰写一份综述，用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知识分
析一个具体的医疗个案( 例如心搏骤停与心
肺复苏) ，说明自己在实践这个案例的收获。

POC4. 1

SOC15 利用 ppt向同学分享一个人体解剖生理学
的课外知识，如避孕方法、器官复制等。 POC4.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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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课程规范设计改革，现在只是初步阶段也有不
够完善的地方，对此需要进行反思，例如: ①对 soc 设计要进
一步简化，要更容易进行考核。②教学内容要进行增减，增加
与护理专业技能相关的基础知识，减少不相关的知识点。③
教学方法要适应新时代学生的学习特点，减少文字叙述，增加
图片、视频和动画解说。④教学过程中，要强调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让学生不光是学到理论知识，还能自己动手完成实训项
目，掌握常用急救技能。使学生学到的知识能灵活应用到生
活当中，在紧急时候治病救人。⑤现有评核方法主要是平时
考核和实验考核主观性比较多，不够客观，可操作性有待提
高。⑥从设计上着重讲解和护理相关的解剖生理知识以便和
核心课程融合。
5 结论

基于 DQP的课程改革，在国外已经实施了一定时间，但
是结合本国教育学分制和产业结构的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尝
试，希望能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参考借鉴作用〔5〕。课改的目的
主要是转变思想，从以前的“以教师为中心”改为“以学生为
中心”，从新检视教学育人的过程，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保

证教学质量，为医药行业提供合适的人才。目前项目实施时
间比较短，成果还需要检测和验证，未来课程改革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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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药理学教学课堂现状及对策
廖婉婷，陈明珠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药学院 泉州 362000)

摘要:药理学是药学、医学、护理学及相关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也是连接基础医学与药学之间的桥梁学科。本文简要分析高职高专药理学教
学课堂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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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是高职高专医学院校中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等相关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药
理学作为一门连接基础医学与药学的桥梁学科，从学科任务
和学习内容来看，药理学涉及的的知识面广，内容多，比如说
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学生普遍认为药理学内容较为枯
燥，而且难学、难记，所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那么，如何
在枯燥、乏味的药理学教学课堂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
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
这门课的知识，是很多药理学教师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笔者
从多年的药理学教学经验中不断摸索，分析药理学教学课堂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1 高职高专院校药理学教学课堂现状分析
1. 1 学生课堂表现 在传统的药理学课堂教学中，主要的
上课地点集中的教室或者实训室，教师以讲授为主，学生以聆
听为主。药理学理论基础较为抽象，涉及的内容多，高职高专

的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薄弱，导致他们信心不足，学生学习积极
性不高，极大影响教学质量。课堂上一部分学生趴着睡觉，一
部分学生在抽屉里偷偷玩手机，一部分学生找同学聊天影响
同学听课，一部分同学无故旷课，一部分同学在老师讲课期间
擅自离开教室，一部分学生课后练习未按时完成，一部分学生
抄袭同学作业应付检查，这些都表明药理学的教学效果不尽
如人意。
1. 2 教师教学现状分析 教师队伍的结构参差不齐，综合
素质还有待提高。其一，有些老师缺乏管理经验，不能有效的
维护教学课堂秩序，导致课堂教学秩序混乱。其二，部分老师
上课过程中缺乏肢体语言，板书较少，迅速的播放幻灯片，课
堂枯燥无味。其三，药理老师虽然具备扎实的药理学知识，但
是相关医学基础知识比较薄弱，未能将药物作用机制讲解透
彻，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其四，
很多药理老师未从事过临床工作，缺乏临床用药经验，以及最
新的用药方案，未能将理论联系实际，不利于培养实用性人
才。
1. 3 教学方法单调，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职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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