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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下，我国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匮乏，职业院校需要发挥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主体作用。党的

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党代会报告，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形成了混合式学习等新的教学模式，能够为学

生创造一种真正高度参与性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本文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的视角出发，进行老

年健康照护课程混合式教学的整体教学设计、实施，分析学习效果，并对该教学设计进行反思，发挥大赛的引领作

用，提升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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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face of an increasingly severe aging situation, there is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elderly care 

personnel in our country.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elderly 

care talent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st included "promoting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Party Congress. With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echnology, 

new teaching models such as blended learning have emerged, which can create a truly highly 

participatory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ing ability competition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College Skills Competition, conducts the overall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for the elderly health care course, analyzes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reflects on this teaching design, aiming to leverag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ompetition and enhance 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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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人口数据，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1亿，占比22.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占比15.6%[1]。在

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下，我国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9月，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40.4万个、养老床位823.0万张，但全国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截至2023年底仅93.1万人 [2]，持证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74.9%的机构

存在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 [3]。2024年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养老服

务职业教育，发挥院校培养养老服务人才主渠道的作用。

从职业院校的教学模式来看，教育数字化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党代会报告 [4]，

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形成了混合式学习、翻转课堂等教与学新模式。混合式教学从2013年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基于移动通信设备、

网络学习环境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情境”，强调“混合”不仅仅是面对面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混合，更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环境下教学与辅导方式的混合 [5-7]，能够为学生创造一种真正高度参与性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笔者在老年照护课程进行了混合式教

学设计与实施，从中总结经验，以期推进老年照护课程的数字化进程，提高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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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整体设计

（一）转化“赛服创整”，重构“由单至综”进阶教学任务

在我国老龄化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提到要促使全体人民享有病因预防、疾病治疗、功能康复、整体

健康促进四位一体的健康服务 [8]。课程教学团队结合康复专业学

科特点和理念，秉持促进整体健康水平的理念，紧扣整体照护 +

个性化的养老需求特点，学生强实践弱理论的学情痛点，瞄准现

代照护服务开展和为老服务大爱情怀养成的教学靶心，创建养老

机构、康复中心、康复社团、大爱无碍志愿部协同育人的综合

平台 [9]，以三层递进教学方法逐步研制优化的个性照护方案，实

施”析案 -制案 -优案“教学流程，创设递进式教学策略，打造

“岗位 -教学 -创新 -服务”一体化课堂，培养“用心·精技·妙

想”的康复护理人才，助力健康老龄化 [10]。

《老年健康照护》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关注重点人群老年人

而开设的综合拓展课程模块中的一门课程，第四学期开课，共 24 

学时。秉持为老年人提供 全人、多元、智慧的现代健康照护新

思路，架构 ”个性化照护文案撰写 -个性化照护活动组织”的教

学模块，参赛模块为“个性化照护活动组织”，基于“养老 +服

务”，将服务需求融入志愿服务项目、世赛项目和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以“整体护理”[11]进阶理念设计“身体 -心理 -社会 -全人”

四个维度， 8 个从单一任务到综合任务的递进。

（二）运用“思维分析”，剖析“四强四弱”学生学情特征

授课对象为 2022 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运用调查分析

法，对学生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职业素养和竞赛创新四个维度

的能力进行学生综合学情分析：前导课程综合（理论和实操）合

格率 81.1%，平均优秀率83.43%，其中理论平均优秀率78.43%,

实操平均优秀率88.58%；参与技能竞赛占比31.45%， 获奖率

27.78%；康复社成员率 96.4%，志愿服务队成员率98.37%，活动

参与率23%；实习单位反馈优秀率达到75%以上；参加双创大赛

者占比67.5%，获奖率13.17%。学生学情如下：实操成绩优秀率高

于理论成绩平均优秀率的强实操弱理论的学习成效；参与职业技能

竞赛有获奖但是奖项普遍不高不多的强参与弱产出的竞赛绩效；活

动参与和企业实践显示学生的强规范弱应变的职业素养；创新类

赛事没有显著成绩的强行动弱创意的思维风格。

（三）紧扣“学技创用”，确立“用心·精技·妙想”教学

目标

立足老年群体生理特征和全人、多元、智慧的现代照护理念

新思路，以及“四强四弱”学情特征，基于老年照护岗位胜任力

模型 []12-13]，坚持岗教赛一体、学训思贯通，融合“健康与社会照

护”世赛的赛项要求，生命至上、质量至上的服务情怀，能制定

各种生活场景的照护方案，会灵活运用照护技能解决单一问题和

综合任务，育服务社会、创新方法和工具的创服之心，确立“用

心·精技·妙想”三维教学目标。教学重点为符合老人特点的照

护方案和规范标准的实施，难点为个性化整体照护方案制定实施

以及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四）立足“岗位 -教学 -创新 -服务”，设计递进式教学

策略

遵循学生学习特点，立足“岗位 -教学 -创新 -服务”融合

理念，基于老年人基本能力评估和照护需求，设计“析案 -制

案 -优案三个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循证探究、队列比

较、行动操练”的方法，渗透“身 -心 -社 -全人”的整体照护

理念和课程思政 [11,14,15]，实现三维教学目标。通过循证探究法找准

老人需求，制定初步照护方案，根据照护方案实施标准化照护；

通过多方探讨（连线专家、教师、同伴）、队列比较，检查方案

与老年人需求的适配度；最后通过行动操练，改进优化照护方案

和实施流程，形成递进式教学策略。

二、教学实施过程

（一）细化情境：实施递进式教学流程

课前基于校外实践基地资源选定教学案例，解析教学目标；

课中通过分析案例 -制定方案 -优化方案三个环节，实现职业情

境升级，实施“评估 -判断 -计划 -实施 -评价”照护服务；课

后通过实践服务提升综合职业能力。下面以“任务六 ‘融’社：

认知功能训练”为例

进行阐述。

1.课前  老师基于校外实践基地资源选定教学案例，评估老人

的康复治疗需求，依托智慧职教平台，发布学习任务、教学目标

和教学案例；学生借助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学习认知功能障碍的

表现及其常见训练方法。

2.课中

析案15min：以老年人人认知功能减退病案为切入点，探讨认知

功能障碍带来的影响，以循证探究法引发实施认知功能训练的必要性

议题，回顾认知功能训练的方法、认知功能训练的内容、认知功能

训练的注意事项，讨论案例中徐红奶奶该如何训练认知功能。

制案 25min：通过队列比较法解析徐红奶奶的生理特征，结合

老人的认知特点、活动特点；认知功能训练项目的难度和种类引

出适宜徐红奶奶的认知功能训练法，指导学生完成初步认知功能

训练方案，开展模拟演练，演练结束后评价模拟老人的感受和体

验，老师强化大爱、接纳精神。

优案 40min：通过行动操练和小组讨论，得出传统训练方案

的弊端，进而引入参赛选手和行业导师，介绍蒙台梭利认知症照

护方法，引导学生以老人生活环境为前提，结合参赛经验和行业

新理念进行认知训练方案调整，强调创新，自主开发新颖个性的

训练方法，提高训练可及性和趣味性，从而形成更优化的认知功

能训练方案。

3.课后 以社会服务或志愿活动项目为实践载体，通过回顾性研

究，发掘老年人病因病情规律，积累认知障碍老人照护经验，提升

创新思维能力，同时通过志愿活动进行认知功能训练的健康教育。

（二）深化情感：贯穿“尊老、敬业、创新、沟通”课程思

政育人

课程涵盖了传统美德、职业道德、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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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和沟通技巧等多个方面，旨在培养具备全面素养的老年

照护专业人才。通过照护老年人的实践，培养学生的整体照护和

服务意识，增强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心；通过规范化照护流程的

学习，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使命责任，确保老年人的安全和舒

适；通过鼓励学生对老年照护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新

的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通

过小组合作和角色扮演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沟通技

巧，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从而打造”爱

老、敬业、创新、沟通“的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14,15]。

（三）优化资源：打造“全链条照护场景”一体化平台

选择 AR\VR\MR等现代化技术平台，构建虚拟仿真场景、

设计实践操作任务、引入实际案例和情境、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

以及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开发优质课程资源；加强与医学、心理

学、社会工作等相关学科的协同合作，促进与其他院校、机构之

间的资源共通共融；组建名师名家引领的教学团队，构建客座教

授、行业名家组成的专家库，实现人才资源的共建共享；建立从

校园到康养机构、社区家庭的老年照护全链条场景 [16]，推动技术

技能提升和职业素养养成的交互融合；通过公益服务订单、职业

竞赛和双创项目的多边协同，实现“创服理念“的扎根落地。

三、学生学习效果

（一）推动“知识养成”，强化提升学生理论学习能力

通过教学改革， 学生的认知水平明显提高， 理论过关率 

100%，优秀率 18.9%；单项技能过关率 100%，优秀率 21.6%，

小组综合考 核过关率 100%，职业能力明显提升。近2年，学生

“1+X”证书获取率约94%，“1+X老年照护”证书获取率100%。

（二）制定“个性方案”，提升照护思维与综合能力

基于螺旋式评价机制和机构实践评价机制，学生老年照护计

划制定并有效实施的能力显著提升，体现在照护计划的创新性、

有效性和专业性均有所提升；学习积极性提高，团队合作意识和

集体荣誉感增强，2023年浙江省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大赛“老年健

康照护”赛项获得三等奖。

（三）推广“公益志愿”，增强科创意识与服务理念

团队师生积极参与系部各项公益活动，其中百会推拿社以“宣

扬健康为本，弘扬中医文化、学习推拿知识”的宗旨，积极开展各

项活动，坚持技术为根、服务为本、文化为魂。2023年，社团开展

大型主题特色活动10次，服务人数达1500余人，成功入选浙江省

高校“活力社团”TOP100；参加省级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思政微课竞赛

等，屡获大奖，职业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日益增强。

四、反思改进措施

1.教学模式深化，创新打造资源库建设

目前，《老年健康照护》课程资源主要分布于智慧职教平台，

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场景开发还不够完善，后续需要继续改进，

构建综合性现代教育技术平台，整合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和数据资

源互联互通，推动课程教学改革和课堂教学创新步步深化。

2.科技创新驱动，高层次科研项目要强化

课程教学团队的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仍有待提高，需要立足

系部的多专业优势，组建跨学科的科研团队，申报立项一批高层

次的科研项目，练好教师内功的同时，推动学生广泛参与，促进科

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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