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生理基础》课程设计
1.课程名称：婴幼儿生理基础

2.适用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3.课程性质：

《婴幼儿生理基础》是三年制高职高专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程，生理学是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本课程通过学习婴幼儿十大系

统的解剖生理，了解婴幼儿结构功能和发育特点，旨在使学生能够从卫生保健

角度熟悉婴幼儿发育规律、进行恰当的卫生保健，为学习《婴幼儿常见疾病及

预防》、《婴幼儿伤害预防与处理》、《婴幼儿保育》等后续专业课程打好基

础，逐步培养对婴幼儿生长发育及各领域发展水平的分析、解决和引导能力。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要求学生在全面掌握婴幼儿十大系统

生理特点的基础上，能够掌握婴幼儿各系统卫生保健的原则、要点和措施。 

4.教学指导思想：

（1）围绕十大系统，实用性与系统性并重。从人体十大系统出发，结合成

人生理特点，分析婴幼儿独特的生理功能和结构特点，按照系统概述、结构、

特点、保健等组织教材内容，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托育机构实践一致。

（2）紧跟时代步伐，科学性与前瞻性并重。知识内容紧跟时代步伐，所有

内容都具有权威的来源，如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人民卫生出版

社系列教材《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等，

突出婴幼儿生理学的科学性与前瞻性理念。

93)突出自主学习，数字化资源丰富。每个系统都设有“学习目标”“案例

导入”，还设有“知识拓展”“本章小结”，最后附有“同步练习”，都突出

学生的自主学习。同时，提供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自学。

5.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人体结构的组成，掌握细胞、器官、组织、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熟悉十大系统的结构和生理功能。

3.掌握婴幼儿十大系统的生理特点。

4.掌握婴幼儿各系统卫生保健要求。

（二）能力目标

1.能够进行人体结构的主题教育活动；

2.能够进行正确的生命体征检查；

3.能够根据婴幼儿各系统生理特点，有效开展保育工作；

4.能够能够根据婴幼儿神经系统发育特点，有效、高质量地开展保育工作



（三）素质目标

1．通过学习人体结构的组成和功能，树立生命健康意识。 

2. 通过对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的学习，在婴幼儿养育和教育过程中，

形成爱幼护幼的情感，树立认真细致的工作品德。

3.培养托育服务工作者的严谨规范的卫生健康素养和保教意识。

6.内容结构及教学安排

表 1 课程教学能力训练项目设计表

总 项 目

（活动）

训练项目名

称

训练任务
拟实现的目标

训 练 方

式 手 段

及步骤

学

时

第 一 章

人体概述

第一节 人体

基本结构特

点 

第二节 婴幼

儿生长发育

特点

讨论题目：

1.你知道哪些器官以

及他们的人体定位？

2.婴幼儿是成人的缩

小版吗？

实践实训：

1. 想一想应该

怎样学习这

门课。 

2. 正确测量身

高和体重

1.了解人体结

构的组成，掌

握细胞、器官

组织、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 

2.掌握人体细

胞、组织、器

官、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二章 

神经系统 

第一节 神经

系统概述 

第二节 神经

系统的结构

讨论题目：

1. 当你拿杯子喝水

时，神经系统是怎样

发挥作用的？

2.请举例说明条件反

射和非条件反射？

实践实训：

1.绘制神经系统结构

思维导图。 

1.熟悉神经系统

的结构；

2.掌握神经系统

高级活动规律

并能够应用于

实际工作；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二章 神

经系统 

第二章　神

经系统

第三节 神经

系统的功能 

第四节 神经

系统的保健

讨论题目：

1. 婴幼儿的神经系

统和成人在结构上有

什么不同？

2. 游戏活动案例分

析，并说明利用神经

系统的哪种高级功能，

有没有不恰当的地方。

实践实训内容：

1.总结婴幼儿神经系

1.掌握婴幼儿神

经精神发育进

程；

2.掌握婴幼儿神

经系统的特点

及保健要求。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统特点和保健要点，

并简述如何应用。

第三章 呼

吸系统 

第一节 呼吸

系统概述 

第二节 呼吸

系统的结构

讨论题目：

1. 婴幼儿的呼吸系

统在结构上与成

人的区别？

实践实训内容：

绘制呼吸系统结构思

维导图

1.掌握呼吸系统

的结构；

2.掌握呼吸系统

基本检查方法；

3.掌握婴幼儿呼

吸系统生理特

点和保健要求。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三章 呼

吸系统 

第三节 呼吸

系统的功能 

第四节 呼吸

系统的保健

讨论题目：

1. 婴幼儿呼吸系统

的特点会引起什

么症状？

2. 举例说明呼吸系

统保健措施。

实践实训内容：

1. 拍背排痰

2. 婴幼儿呼吸频率

检测

3. 婴幼儿咽部检查

1.掌握呼吸系统

的结构；

2.掌握呼吸系统

基本检查方法；

3.掌握婴幼儿呼

吸系统生理特

点和保健要求。

课 堂 讲

授 与 实

践 实 训

相结合

2

第 四 章

消化系统 

第四章　消

化系统 

第一节 消化

系统概述 

第二节 消化

系统的结构

讨论题目：

1. 食物在人体

中如何运行

和变化的？

2. 消化和吸收

的区分。

实践实训内容：

1. 绘制消化系

统结构思维

导图

2. 腹部分区的

症状分析

1.掌握消化系统

的结构，熟悉

各器官基本功

能；

2.了解胸腹部标

志线及腹部分

区；

课 堂 讲

授 与 实

践 实 训

相结合

2

第 四 章

消化系统 

第三节 消化

系统的功能 

第四节 消化

系统的保健

讨论题目：

1.婴幼儿为什么会溢

奶，应如何处理？

2.为什么婴幼儿更容

易发生消化系统疾病？

实践实训内容：

1.婴儿拍嗝

2.指导婴幼儿刷牙

1.掌握婴幼儿消

化系统生理特

点和保健要求。

课 堂 讲

授 与 实

践 实 训

相结合

2

第 五 章

运动系统 

第一节 运动

系统概述 

第二节 运动

系统的结构

讨论题目：

1.绘制运动系统简图。

2.什么情况下可能导

致牵拉肘？

1.掌握运动系统

三大组成部分

熟悉各组成部

分基本功能；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2



实践实训内容：

结合人体模型，初步

识别运动系统结构

实 训 相

结合

第 五 章

运动系统 

第三节 运动

系统的功能 

第四节 运动

系统的保健

讨论题目：

1. 分析婴幼儿运动

系统的重要性。

2. 婴幼儿运动系统

特点？

3. 托育机构应如何

设置大运动和精

细活动方案。

实践实训内容：

1.结合人体模型，进

一步识别运动系统功

能。

2.总结婴幼儿运动系

统特点和保健要点。

1.掌握婴幼儿运

动系统骨骼、

骨连接、骨骼

肌的特点；

2.掌握婴幼儿运

动系统保健要

求，学会保护

婴幼儿运动系

统。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 六 章

循环系统

第一节　循

环系统概述 

第 二 节

循环系统的

结构

讨论题目：

1. 体循环和肺

循环的路径

2. 感受脉搏和

心跳的关系

并说明原因。

实践实训内容：

绘制循环系统结构思

维导图

1.掌握循环系统

的结构；

2.了解心脏、血

管和血液的功

能；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 六 章

循环系统 

第 三 节

循环系统的

功能 

第 四 节

循环系统的

保健

讨论题目：

1. 讨论血压与心脏、

血管之间的关系。

2. 婴幼儿循环系统

与成人的区别。

实践实训内容：

1.学会测量血压

2.学会测量脉搏

1.掌握循环系统

基本检查方法

能够正确检查

心率、血压、

脉搏；

2.掌握婴幼儿循

环系统生理特

点和保健要求。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 七 章

内分泌系

统 

第一节　内

分泌系统概

述 

第 二 节

内分泌系统

的结构

第 三 节

内分泌系统

的功能 

第四节   内

讨论题目：

1. 内分泌系统

能总结出常

见症状吗？

为什么？

2. 怎样帮助孩

子长高个？

实践实训内容：

绘制内分泌系统思维

导图。

1.熟悉内分泌系

统组成；

2.了解内分泌系

统发挥调节功

能的机制；

3.掌握甲状腺素

及生长激素的

功能，及对婴

幼儿发育的影

响；

4.掌握婴幼儿内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分泌系统的

保健

分泌系统保健

要求。

第 八 章

泌尿系统 

第一节　泌

尿系统概述 

第 二 节

泌尿系统的

结构

第 三 节

泌尿系统的

功能 

第 四 节

泌尿系统的

保健

讨论题目：

1. 尿液是怎样

生成的？

2. 婴幼儿为什

么不能把尿

有什么不良

后果？

实践实训内容：

绘制泌尿系统思维导

图。

1.掌握泌尿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

2.掌握婴幼儿泌

尿系统生理特

点和保健要求。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 九 章

生殖系统 

第一节　生

殖系统概述 

第 二 节

女性生殖系统

第 三 节

男性生殖系

统 

第 四 节

生殖系统的

保健

讨论题目：

如何进行早期性教育

实践实训内容：

结合图谱了解生殖和

胎儿发育

1.了解男女生殖

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

2.掌握婴幼儿生

殖系统的卫生

保健要求与恰

当的性教育方

法。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 十 章

感觉器官

和皮肤 

第一节　感

觉器官和皮

肤概述 

第 二 节

感觉器官和

皮肤的结构

讨论题目：

你认为感觉和知觉是

一回事吗？

实践实训内容：

绘制思维导图     

1.了解眼、耳、

皮肤的结构；

2.掌握眼、耳的

常见症状，掌

握眼、耳、皮

肤的功能；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第十

章　感

觉

器

官

和

皮

肤

第 三 节

感觉器官和

皮肤的功能 

第 四 节

感觉器官和

皮肤的保健

讨论题目：

1.3岁以下婴幼儿发

烧如何判定及处理？

2.有的家长晚上会在

卧室放一个小夜灯，

你认为呢？

实践实训内容：

1. 测量体温

1.掌握婴幼儿感

觉器官及皮肤

的生理特点和

保健要求。

课 堂 讲

授 、 课

堂 讨 论

与 实 践

实 训 相

结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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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学策略及方法

8.1教学策略：

本课程理论性较强，专业名词多，应当采用教师讲授、学生自学、课堂练

习、课后作业及实操实践等多种多样的学习方法，真正做到教与学、学与做融

为一体，课堂教学与课程实践紧密结合，着眼于能正确理解婴幼儿生理特点，

并能够根据其特点实施恰当的保育措施。

8.2教学方法：

（1）讲授法

通过教师的系统讲解，使学生全面了解婴幼儿的生理特点和保育知识。

讲授过程中可结合多媒体手段（如 PPT、视频等），使内容更加生动直观。

（2）案例分析法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婴幼儿生理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讨论，培养他们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婴幼儿的生理特点和保育要点。

（3）讨论法

组织学生围绕特定主题进行讨论，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通过讨论，促进学生的思维碰撞和知识交流，提升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

口头表达能力。

（4）直观演示法

利用人体模型、挂图等教具进行直观演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婴

幼儿的解剖生理结构。



演示过程中可结合实践操作，让学生亲自动手感受婴幼儿的生理特点。

（5）实践操作法

安排一定的实践操作学时，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生命体征检查、疾病预防

与护理等操作。

通过实践操作，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

生涯打下基础。

（6）任务驱动法

设计一系列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任务（如制定婴幼儿保育计划、进行生长发

育评估等），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

任务驱动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

9.课程评价

本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种方式进行，其分数比例为：

形成性考核（60%）+终结性考核（40%）。

9.1形成性考核（60%）

表 3 平时及项目考核标准设计

项目

名称

考核

点及

项目

分值

建议

考核方

式

评价标准

项

目

成

绩

比

例

优 良 及格

平时表

现

出勤

（15
分）

签到 出勤率＞90% 出勤率≤90%＞
75% 出勤率≥75%

25课堂

表现

（10
分）

回答问

题
积极回答问题 较积极回答问题 不回答问题

过程考

核（检

查成果

文件）

1.平时

作业

（10
分）

作业完

成标准
成绩＞90 分

成绩≤90 分＞

75 分
成绩≤75 分

352. 实
践操

作

（25
分）

实操考

核

着装整齐，表达

通畅，操作流程

正确顺畅，速度

适宜

着装整齐，表达

通畅，操作流程

基本正确，速度

适宜

着装整齐，表达

较通畅，操作流

程需整理，速度

较适宜

合计 60%

9.2终结性考核（40%）



本课程涉及知识点的考核采用线下闭卷测试的形式，题型及分值分布情况

如下：

表 4 知识考核考核命题双向细目表

题型

分值

教学（能

力）单元

题型（以分数计） 合

计
客观性题 主观性题

选

择

填

空

判

断

名词解释 简

答

论

述

1 概述 4 1 5

2 神经系统 4 2 1 5
12

3 呼吸系统 6 2 1 2 5 5
23

4 消化系统 6 2 1 5
12

5 运动系统 6 2 2
8

6 循环系统 8 2 10
22

7 内分泌系统 6 2 2 2
12

合计 40 10 10 10 15 15 100


	9.1形成性考核（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