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专业专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护理 

 

二、专业层次：专科 

 

三、入学要求： 

1.考生报读高中起点专科需具有高中(同等学历)毕业文凭。 

2.报考护理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且要求

报考护理专业的考生，其毕业后所获得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不能作为执业护士考试的依据。因此，报

考护理专业的考生慎重填报志愿。   

 

四、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掌握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着重强化基础理论，拓宽专业知识，提高实际

工作能力，具有独立护理临床各主要学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急难重症护理的能力，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

高等技术应用性护理专业人才。 

 

五、培养规格 

1.修业年限：3年，可延长至 5年。 

2.学习形式：业余。 

3.总学时：1591；总学分：134。 

4.毕业要求：符合学校学籍管理规定的相关毕业要求。 

5.人才培养知识： 

（1）系统掌握现代临床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护理急、慢性和危重症病人的

护理原则与基本监护技能；了解护理学前沿和医学及护理技术发展动态。 

（2）掌握社区护理的基本理论、程序、方法和基本技能。 

（3）掌握健康评估的基本理论、程序、方法和基本技能。 

（4）较系统地掌握护理学相关学科知识与技能，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保健、社会、人文等

学科知识，并能综合有效地应用于护理工作中。 

（5）具备必需的医疗卫生法规知识，熟悉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及法规，在护理实践中能够用法律

保护病人和自身的权益。 

6.能力要求： 

（1）具有为护理对象提供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整体护理的能力，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人

文关怀的能力。 

（2）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服务对象现有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并能运用护理程

序解决个体、家庭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3）具有对常见病、多发病病情和常用药物疗效、不良反应的观察和监护能力。 



（4）具有对急危重症病人进行初步应急处理和配合抢救的能力。 

（5）能运用预防保健知识，按照人的基本需求和生命发展不同阶段的健康需要，为个体、家庭、社区

的服务对象提供整体护理和保健服务，并能进行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的健康教育活动。 

（6）具有与同事、护理对象及其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及合作的能力。 

（7）具有一定的护理管理能力。 

（8）具有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意识，具有良好的自我发展潜能。 

（9）具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7.素质要求： 

（1）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的意志、牢固的专业思想和健全

的人格，愿意奉献社会和服务人群。 

（2）具有主动、负责、服务与关怀的精神，具有利他精神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具有同理心，关爱生命；

坚持以减轻和驱除患者的病痛为己任；实事求是、诚实正直、坚持真理。 

（3）树立正确的护理道德观念，尊重人的生命，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人信仰，理解其人文背景及文化价

值；尊重护理对象的人格与权力，保护其隐私。 

（4）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沟通协调，尊重同事，具有较强的慎独意识。 

（5）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和护理伦理要求；具备职业防护的意识和技能，适应社会和临

床护理的发展需求。 

（6）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评判性思维，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追求卓越，

满足护理学科创新及发展的需求。  

 

六、课程体系 

1.课程体系总体框架：基础医学、护理学。 

2.课程设置：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与免疫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健康评估、护理

学基础、护理心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老年护理学、

社区护理学、临床营养学、护理管理学等。 

3.课程考核：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具体按照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护理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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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3 46 26   20 ○     

临 

 

床 

 

实 

 

习 

 

 

 

18 

周 

 

2 形势与政策 2 12 8  4 ○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5 81 41  40  ○    
 

4 大学英语 4 80 44   36 ○      

基 

础 

课 

5 人体解剖学 4 72 41 9 22 △      

6 组织胚胎学 3 48 22 6 20 ○      

7 细胞生物学 2 32 17 3 12 ○      

8 生理学 3 60 32 3 25 △      

9 生物化学 3 60 33 6 21  △     

10 微生物与免疫学 3 60 30 6 24  ○     

11 病理学 3 60 30 9 21  △     

12 人体寄生虫学 2 36 22 3 11  ○     

13 药理学 3 60 32 3 25  △     

14 病理生理学 2 36 19 3 14   ○    

15 预防医学 3 56 31 3 22   ○    

专 

业 

课 

16 健康评估 3 60 26 6 28   △    

17 护理心理学 2 32 20   12   ○    

18 护理学基础 7 120 60 24 36   △    

19 护理管理学 2 40 24   16   ○    

20 内科护理学 5 90 51 12 27    △   

21 外科护理学 5 90 51 12 27     △  

22 妇产科护理学 3 60 29 6 25    △   

23 儿科护理学 3 60 29 6 25     △  

24 眼科护理学 2 30 11 3 16    ○   

25 耳鼻喉护理学 2 30 11 3 16    ○   

26 传染病护理学 2 30 11 3 16    ○   

27 急救护理学 2 30 11 3 16    △   

28 临床营养学 2 30 13 3 14     △  

29 康复医学 2 30 11 3 16     ○  

30 老年护理学 2 30 11 3 16     ○  

31 社区护理学 2 30 11 3 16     ○  

32 医学继续教育 25           

实习 33 临床实习 18           

合  计 134 1591 808 144 639 350 357 344 270 270  

注：学生每学年参加医学继续教育不得少于两次。 



八、支持服务能力 

1.师资队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职称 承担课程 

1 徐锡金 男 1960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医学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 

2 宋旭红 女 1970.08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医学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 

3 常晓兰 女 1964.10 本科 学士 高级实验师 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实验 

4 谢剑君 男 1979.08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生物化学 

5 吴炳礼 男 1979.04 研究生 博士 副研究员 生物化学 

6 王海燕 女 1969.04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病理生理学 

7 黄阗 女 1977.11 研究生 硕士 副研究员 病理生理学 

8 张庆英 女 1966.10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预防医学、医学统计学、医学

营养学、流行病学 

9 吴库生 男 1972.03 研究生 博士 研究员 预防医学、医学统计学 

10 沈建新 男 1969.1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生理学 

11 何昕华 女 1979.08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生理学 

12 苏中静 女 1975.03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组织胚胎学 

13 林常敏 女 1978.02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组织胚胎学 

14 黄展勤 男 1974.05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药理学 

15 高分飞 男 1971.10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药理学 

16 苏芸 女 1978.01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医学免疫学、微生物学 

17 王革非 男 1978.0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医学免疫学、微生物学 

18 贾澜 女 1966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9 赖纯胜 男 1968 研究生 硕士 教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 余恩琳 男 1969.06 本科 硕士 研究馆员 医学文献检索 

21 刘爱山 男 1971.01 本科 学士 馆员 医学文献检索 

22 郑锦鸿 男 1967.03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有机化学 

23 王锦芝 女 1975.01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无机化学 

24 郭晋蜀 男 1955.01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医用物理学 

25 罗舜庭 男 1971.05 本科 学士 高级工程师 计算机应用 

26 姜苏明 男 1959.08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人体解剖学 

27 韦培湧 男 1963.11 本科 学士 副教授 人体解剖学 

28 苏宁 男 1960.09 研究生 硕士 教授 大学英语、学位英语 

29 谢黎嘉 女 1980.05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大学英语、学位英语 

30 刘淑慧 女 1979.12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病理学 

31 张国红 男 1981.06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病理学 

32 焦晓阳 女 1967.02 研究生 博士 主任技师 细胞形态学 

33 黄林喜 男 1965.09 本科 学士 主任医师 急救护理学 

34 金立群 男 1956.03 研究生 硕士 教授 人体寄生虫学 

35 周小辉 女 1963.04 研究生 硕士 主任医师 传染病护理学 

36 郑小薇 女 1963.11 本科 学士 主任医师 眼科护理学 

37 程源山 男 1979.01 研究生 硕士 主治医师 临床医学概论、内科护理学 

38 蔡立慧 女 1970.10 本科 无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基础、社区护理学 

39 孟勇 男 1972.08 研究生 博士 主任医师 外科护理学 

40 温翠琪 女 1961.02 本科 无 主任护师 健康评估 

41 应文娟 女 1964.01 本科 无 副主任护师 护理管理学 

42 黄华兰 女 1952.04 本科 无 主任护师 
护理学基础、老年护理学、肿

瘤病护理学 



2.教学资源、设施设备： 

医学院占地面积超 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 4 万平方米。设有学术报告厅、各种大小多媒体教室（含

PBL教室）、基础医学教学实验室（含解剖学、形态学、机能学、病原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等）、人体生命

科学馆、模拟医学教学中心、口腔虚拟仿真实验室、计算机室、教师办公室等所有教学的场地。2000 年以

来，在省教育厅和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我院利用“211 工程”本科建设经费等先后投入 3000多万元，

对形态学、机能学、病原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人体解剖学、预防医学、临床技能中心等实验室按

标准实验室进行改造并组建了二级实验室建制的汕头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 2008年获

准为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含化学及预防实验室、分子生物实验室、病原学实验室、机能学及物理学

实验室和形态学实验室，配备一流的教学设备，如数字化扫描仪、数字化解剖人等，总计新设备投入超过

一亿元。 

模拟医学中心建筑面积近 5000多平方米，整体设计按照“模拟医院”要求，配备有标准诊室、标准病

房、ICU抢救室、监控室、标准手术室、产房、动物手术室、腹腔镜室，并配备高级全自动多功能模拟人及

一大批教学模型，如模拟杂交手术系统、全自动分娩人、腹腔镜虚拟训练系统、心肺复苏模型、麻醉机、

显微手术系统、多功能手术台以及电视摄像系统、多媒体远程教学系统等。模拟医学中心有一支高素质的

标准化病人（SP）队伍，参与临床技能的教学与培训。 

人体生命科学馆，既是医学生和护理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也是民众健康科普教育的基地。该馆由人

体标本展区、数字化解剖展区、人文教育与感恩区三大部分展区构成，共有 600 余独特的人体标本。其中，

“生命的开始”高架台展区展示了 3D形式的不同阶段胚胎生长发育的情况，呈现生命的开始，两台从美国

引进的 3D数字化虚拟人体解剖系统，可以 360度三维展示、分层、重建、切割、旋转、汇聚临床影像案例

等。这一学习系统将传统解剖学与高科技紧密结合，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安全、舒适的人体解剖演示的

过程，以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 

我院校园网始建于 1996 年，纳入“211 工程”建设项目，医学院与附属医院统一规划布局。选用高质

量设备，使我院网络建设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目前已建成由 1000兆光纤主干和 5个二级交换中心组成的高

速、安全、多层交换能力的网络。汕头大学图书馆总面积 25671平方米（汕头大学新图书馆 21245平方米，

医学院图书馆 3576平方米，附属医院图书馆 850平方米），阅览座位总数 1862 个。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CALIS）成员馆，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知识网络服务站一级站设站单位、广东省科技

情报研究所汕头大学查新代理站、广东高校电子图书馆粤东镜像站点、粤东医学情报中心。汕头大学图书

馆馆藏约 270万册/件（含医学院图书馆约 26万册/件），数据库 56个，中文藏书量 125万册，中文电子图

书 123 万册，中文电子期刊 10130 种，外文电子期刊 31705 种。另外，第一附属医院图书馆藏书量 5.7 万

册，第二附属医院图书馆藏书量 2.3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