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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第三版     

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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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教研室审阅意见： 

本教案设计依据《护理学基础》的教学大纲、全国护士执业资格的考试大纲以及高职护理专业职

业岗位能力的需求对本节内容的要求，同时严格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明确，重难点突出。 

整个教学过程设计合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新颖多样，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运用合理恰当，课

前让学生自主学习，课堂上将学生学习难点进行讲解、演示，课后继续进行巩固练习、知识拓展，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充分体现了“做中教、做中学”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教研室主任签名) 

                                                 (系主任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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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基础护理技术 授课时数 2 学时 

授课名称 常见输液反应及护理 授课时间  

授课形式 讲授 授课班级  

教学背景 

    静脉输液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给药方式，通过静脉给药可以使药液吸

收速度达到最快，但是输液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相应的输液反应。输液反应

的出现给患者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掌握常见输液

反应及护理能够确保静脉给药的安全。 

参考教材 

1.马小琴,冯至仙.护理学基础[M].第一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 

2.徐小兰.护理学基础[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 

3.李小寒，尚少梅.护理学基础[M].第五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2,8. 

教学资源 

1.网站:好大学在线 

2.云课堂 

3.视频、动画等。 

学情分析 

教学对象：护理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 

学习情况：已经学习了医学基础知识和部分护理人文课程，对护理工作过

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资

料的搜集整理能力。 

学生特点：喜欢合作性学习，形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不喜欢理论知识的

学习，对动手操作和临床见习比较感兴趣。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常见输液反应的原因、临床表现、护理措施、预防 

能力目标 
1.能对输液患者进行常见输液反应的观察。 

2.能对发生输液反应的患者采取护理措施。 

素质目标 
1.关心爱护患者。 

2.逐渐形成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协作能力。 

教学重点 常见输液反应的护理措施与预防 

教学难点 常见输液反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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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设计 

教学策略 

（一）任务驱动法：在教师布置任务，师生研讨任务、学生执行任务等过程中完

成输液反应的学习。 

（二）问题导入法：引入临床案例，提出学习问题，学生带着问题学习。 

（三）小组合作探究法：以小组为单位实施任务，通过制定计划、讨论研究、分

组实施等学习活动，获得知识、技能和情感体验。 

（四）信息化教学手段辅助。 

 

教学组织基于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任务驱动全过程的教学策略，依据

教学目标、学生的认知特点及护理工作过程，分为课前预习、课堂练习、操作练

习与课后拓展四个阶段，学法指导与教学评价贯彻始终。 

课前 

1.课前课后依托网络互动平台的学习，发布四个案例，布置学习任务

以及作业，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2.通过作业完成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策略。 

课中 

1.课堂上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依次讨论四个案例，分组汇报案例讨论

结果。 

2.每组学生汇报结束后，教师分别针对每个案例结合学生课前的学习

情况利用视频、动画进行讲解。 

3.教师讲解结束后通过云课堂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课后 
1.通过云课堂发布测试题，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2.布置下次课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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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含时间分配） 

教学活动 
目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前

准备 

1.患儿，王某，10 岁，在输液过
程中发生寒战，继而高热、测得
T38.5℃，P125 次/分，R24 次/

分。 

2.患者，男，42 岁，脑外伤脑水
肿，静脉滴注20％甘露醇125ml，
输液过程中出现药液外渗，输液
后出现沿静脉走向的条索状红
线，局部组织发红、胀痛。 

3.患者，男，67 岁，因慢性阻塞

性肺气肿住院治疗，无其他基础
疾病当日上午 9时起开始静脉输
入 5%葡萄糖溶液 500ml 及 0.9% 

氯化钠溶液 500ml。滴速为 70

滴/分。10 时左右，当护士来巡
房时，发现病人咳嗽、咳粉红色
泡沫样痰，呼吸急促，大汗淋漓。 

4.患者，男，30 岁、严重烧伤住
院。入院两周后开始静脉高营养
治疗。为防止高营养液在开放条
件下被污染，故采用氮气加压封
闭输液装置，护士做了输液更换

准备，但看到液体尚未输完，未
马上更换。当护士再次进入病室
发现患者呼吸差、发绀，立即进
行抢救。 

时间：5 分钟。 

1.发布案例和学习任务。 

2.发布测试题。 

3.根据学习结果调整教

学策略。 

1.以小组为单位课前

预习，完成学习任

务。 

2.完成测试题。 

1.拓展学生

的学习时间

与空间，实

现个性化、

差异性的学

习。 

2.激发学生

的 学 习 兴

趣，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

能力和团队

合作能力。 

信息化技术与手段：云课堂、教学资源库、慕课、中国知网 

新课

导入 

1.复习静脉输液的概念、目的。 

2.导入课前发布的四个案例。 

1.复习上次课内容。 

2.布置案例，创设情
境，激发学习兴趣，
引发学生思考。 

1.聆听教师讲授。 

2.思考学习内容 

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将注意力引
入到本次课

上。 

信息化技术与手段：案例库、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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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含时间分配） 

教学活动 
目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任务

实施 

任务一、发热反应 

患儿，王某，10 岁，在输液
过程中发生寒战，继而高热、测
得 T38.5℃，P125 次/分，R24 次
/分。 

一、临床表现：发热反应多发生
于输液后数分钟至 1 小时，表现
为发冷、寒战和发热。 

二、原因：因输入致热物质引起。
三、护理 

（一）处理 

1.发热反应轻者，应立即减慢点

滴速度或停止输液，及时通知医
生； 

2.发热反应严重者，应立即停止
输液，并保留剩余溶液和输液
器。 

3.对高热患者，应给与物理降温，
严密观察生命体征的变化。 

（二）预防 

1.输液前认真检查药液的质量，
输液用具的包装及灭菌日期、有
效期； 

2.严格无菌操作。 

时间：15 分钟。 

任务二：静脉炎（20 分钟） 

患者，男，42 岁， 脑外伤脑
水肿，静脉滴注 20％甘露醇
125ml，输液过程中出现药液外
渗，输液后出现沿静脉走向的条
索状红线，局部组织发红、胀痛。 

一、临床表现：病人输液部位沿
静脉走向出现条索状红线，局部
组织发红，肿胀，灼热，疼痛，
有时伴有畏寒，发热等全身症
状。 

二、原因 

(一) 机械性静脉炎 

（二）细菌性静脉炎 

（三）血栓性静脉炎 

二、预防 

(一)机械性静脉炎 

1.合理安排输液顺序和滴速 

1.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2.根据学生讨论结果补
充讲解发热的原因、预
防措施。 

3.云课堂发布测试。 

4.对学生表现通过学习
平台打分。 

1.分组讨论，汇报讨
论结果。 

2.聆听教师讲解。 

3.云课堂完成测试。 

 

1.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
和团队协作
精神。 

2.培养学生
的逻辑推理
能力和总结
概括知识点
的能力。 

3.培养学生
相关知识的
临床运用能

力。 

4.培养学生
的人文关怀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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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含时间分配） 

教学活动 
目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2.输注刺激性药物的速度要均匀

而缓慢，应尽量选用粗血管。 

（二）细菌性静脉炎 

1.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2.如合并感染，要根据医嘱给予

抗生素治疗 

3.留置针和敷贴选择、保留及更

换 

（三）血栓性静脉炎 

1.严禁在瘫痪的肢体行静脉穿刺

和补液 

2.输液最好选用上肢静脉 

3.控制微粒输入 

4.严格掌握配药时间 

三、护理 

（一）一般处理 

1.拔除留置针应，更换穿刺部位。 

2.若 PICC 发生静脉炎，可先热

敷，若症状持续，并无改善迹象，

才需拔除。 

3.若疑是细菌性静脉炎，需从其

它静脉及导管内各抽取一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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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含时间分配） 

教学活动 
目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行血液培养。 

4.抬高患肢，促进血液循环，避

免再度穿刺已发炎的血管。 

（二）物理疗法 

（三）药物疗法 

任务三：急性肺水肿（30 分钟） 

患者，男，67 岁，因感冒发热住

院治疗，无器质性病变。当日上

午 9 时起开始静脉输入 5%葡萄

糖溶液 500ml 及 0.9%氯化钠溶

液 500ml。滴速为 70 滴/分。 10 

时左右，当护士来巡房时，发现

病人咳嗽、咳粉红色泡沫样痰，

呼吸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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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含时间分配） 

教学活动 
目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一、临床表现 

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困难、胸闷、
咳嗽、咳粉红色泡沫样痰，严重

时痰液可从口、鼻腔涌出。听诊
肺部布满湿啰音，心率快且节律
不齐。 

二、原因 

1.由于输液速度过快，短时间内
输入过多液体，使循环血容量急
剧增加，心脏负荷过重引起。 

2.患者原有心肺功能不良，尤多
见急性左心功能不全。 

三、护理 

1.立即停止输液并迅速通知医
生，进行紧急处理。 

2.如果病情允许，可协助患者取
端坐位，双腿下垂。 

3.给予高流量氧气吸入。 

4.遵医嘱给药。 

5.必要时进行四肢轮扎 

6.静脉放血 200-300ml，贫血者
应禁忌采用。 

四、预防 

输液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情
况，注意控制输液速度和输液
量，尤其对老年人、儿童及心肺
功能不全的患者更需慎重。 

任务四：空气栓塞 

异常及时对症处理。 

任务四：空气栓塞（20 分钟） 

患者，男，30 岁、严重烧伤住院。
入院两周后开始静脉高营养治
疗。为防止高营养液在开放条件
下被污染，故采用氮气加压封闭
输液装置，护士做了输液更换准
备，但看到液体尚未输完，未马
上更换。当护士再次进入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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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含时间分配） 

教学活动 
目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发现患者呼吸差、发绀，立即进
行抢救。 

一、原因 

1.输液导管内空气未排尽；导管
连接不紧，有漏气。 

2.拔出较粗的、近胸腔的深静脉
导管后，穿刺点封闭不严密。 

3.加压输液、输血时无人守护；
液体输完未及时更换药液或拔
针，均有发生空气栓塞得危险。 

二、临床表现 

    患者感到胸部异常不适或

胸骨后疼痛，随即发生呼吸困难
和严重的发绀，并伴有濒死感。 

三、护理 

预防： 

1.输液前认真检查输液器的质
量，排尽输液管内的空气。 

2.输液过程中加强巡视，及时更
换输液瓶。输液完毕及时拔针。
加压输液时应安排专人在旁守
护。 

3.拔出较粗的、近胸腔的深静脉
导管后，必须立即封闭穿刺点。 

处理： 

1.如出现上述临床表现，应立即
将患者置于左侧卧位，并保持头
低足高位。 

2.给与高流量氧气吸入，以提高

患者的血样浓度，纠正缺氧状

态。 

3.有条件时可使用中心静脉导管

抽出空气。 

4.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如有

异常及时对症处理。 

总结：（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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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含时间分配） 

教学活动 
目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信息化技术与手段：视频、动画、云课堂 

考核

评价 

1.课前、课后学习情况。 2.课堂表现。 3.课堂云课堂得

分。 

4. 学 生 自

评与互评。 

信息化技术与手段：云课堂 

课堂

小结 

本次课讲解了常见的四个输液反应、发生原因、相应的临床表现、护理措施与预防，
帮助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很好的处理输液反应，保证静脉给药的安全。 

课后

拓展 

1.云课堂完成测试题和讨论。 

2.完成下次课的预习。 

信息化技术与手段：云课堂 

 

 

三、教学反思 

教学

反思 

教学效果：本次授课以四个学习任务为导向，课前课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课上引

导学生结合病例分组讨论，教师补充讲解，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点，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团队协作精神、逻辑推理能力以及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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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创新：以四个学习任务为导向，运用信息化技术辅助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