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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病理学》                

课程代码：180003 

授课对象：预防医学专业三年制大专一年级学生 

课程总学时：64 学时。 

周学时：4 学时 

前承课程：《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

专业基础课程。 

后续课程：《卫生统计学》《环境卫生学》《流行病学》等专业核

心课程。 

二、课程性质与任务 

《病理学》是预防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公共卫生执业助理

医师考试的必考课程之一。该课程是主要研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规

律的一门科学，为公共卫生岗位提供相应的知识与技能的支持。它利

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疾病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形态结

构、机功能与代谢）、转归与结局，揭示疾病内在的变化规律，从而

阐明疾病本质，为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疾病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主要任务是让学生掌握病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要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要用“动态”的观点观察认识疾病，

要用“严谨”的思维分析辨别疾病，要用“医者仁心”的品德学习和

提升自我，并培育独立思考的辩证观和爱岗敬业的职业习惯。 

三、课程设计理念与思路 

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卫生机构从事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疾病预防与控制和健康管理工作岗位及后续课程教学需要

和国家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依据，确定《病理学》

课程的主要知识目标是掌握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的基本知识与理论，

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基本的病理过程。主要能力目标是掌握病

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与观察方法。 

根据临床实际和后续课程教学需要遴选、整合、序化教学内容。

对应公共卫生岗位承担疾病排查诊断的工作任务。将课程分为整合三

大模块,包括：疾病的共性认知，各系统常见疾病的探究，综合运用，

总课时 64，其中理论 40 课时，实践 24 课时。按 2 学时为一个教学

单元共 32 个单元。 

牢固树立“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采用理论+实践+

线上的教学模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壁垒，引导学生“做中学、学中

做、持续学”，着力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岗位思维能力和病理

学基本操作技能。采用 PBL教学、任务驱动、小组讨论和自主学习等

多种学生感兴趣的方法与手段进行教学，着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同时收集了大量的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丰富教学资源，有效的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改革评价方法，多维度、多层次评价课程教学效果。将课程评价

分为教学评价和课程考核两部分，力求全面真实反映教学效果。课程

考核采用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成绩评定包含

三部分：平时成绩、实践技能操作考核、期末闭卷考试。 

四、课程目标  

（一）能力目标 

1.掌握病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与观察方法。 

2.熟悉病理学常用仪器设备的操作与使用。 



3.能正确识别并描述各种基本病理变化，掌握各种常见病的特征

性病变及主要病理过程和病变机制。 

4.具有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 

5.具有多渠道获取、有效筛选、综合处理各种医学信息的能力，

有效利用信息对常见疾病进行正确的诊断和防治。 

6.具有基本的临床思维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  

（二）知识目标 

1.掌握病理学的基本知识与理论。 

2.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基本的病理过程。 

3.熟悉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生发展过程、病理变化及其临床

联系。 

4.有效的建立形态结构与机能代谢、正常与异常、共性与个性、

局部与整体、基础与临床、理论与实践间的有机联系。 

（三）素质目标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独立的思维辩证观。 

2.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预防为主”的大卫生观。 

3.具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4.具有踏实肯干、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 

5.树立风险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五、课程结构与内容 

（一）课程模块与课时安排 

模块 项目 子项目 课时 课型 

模块一：疾病的

共性认知 

（28学时） 

病理学特点的初识 病理学特点的初识 2 理论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

损伤与修复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 2 理论 

损伤的修复 2 理论 

观察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复的病

理变化 
2 实验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充血与淤血、血栓形成的过程 2 理论 



栓塞、梗死的发展过程 2 理论 

观察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空气栓塞 2 实验 

炎症的发生与发展 

炎症共性的认识 2 理论 

急、慢性炎症的发生与发展 2 理论 

观察常见炎症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肿瘤的形成与发展 

肿瘤的特性 2 理论 

常见肿瘤疾病的特点 2 理论 

观察常见肿瘤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模块二：各系统

常见疾病的探究 

（34学时） 

心血管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认识 4 理论 

观察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呼吸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呼吸系统疾病认识 4 理论 

观察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消化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认识 4 理论 

观察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泌尿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泌尿系统疾病认识 2 理论 

观察常见泌尿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生殖系统与乳腺常见

疾病 

常见生殖系统与乳腺疾病认识 2 理论 

观察常见生殖系统与乳腺疾病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内分泌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内分泌系统疾病的认识 2 理论 

常见传染病 常见传染病的认识 4 理论 

观察常见传染病的病理变化 2 实验 

模块三：综合运

用（2学时） 
综合病案分析 综合病案分析学习及练习 2 实验 

 

（二）课程教学内容 （注：★为执助考纲内容；▲为专业技能考核内容） 

模块 
子模

块 
课程单元 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课

型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模块

一：疾

病的

共性

认知 

病理

学特

点的

初识 

1.病理学

特点的初

识 

2 

1.病理学与病例生理学的内容、任务

及地位。 

2.病理学与病例生理学的研究方法。 

3.病理学与病例生理学常用的观察

方法。 

4.病理学与病例生理学的发展简史。 

1.掌握病理学的概念和病理学

的主要研究方法。 

2.熟悉病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病

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 

3.了解病理学的观察方法，学习

病理学的指导思想及病理学的

发展简史。 

1.初步了解病理学科的特点。 

2.熟悉病理学的基本观察方

法。 

3.学习用网络查询病理学习

资料。 

 

具有踏实认

真、严谨仔

细的工作态

度和实事求

是、规范条

理的工作作

风，具有严

理

论 



细胞

和组

织的

适应

与损

伤 

 

2.细胞和

组织的适

应、损伤 

2 

1．适应性改变 ：（1）萎缩的概念及

类型 ；（2）肥大、增生和化生的概

念及类型 。★ 

2．损伤 ：（1）可逆性损伤的概念、

类型及病理变化 ；（2）不可逆性损

伤——细胞死亡的概念、类 型、病

理变化及结局；凋亡的概念。 ★ 

1.掌握萎缩、肥大、增生、化生

、变性、脂肪变、玻璃样变、坏

死、坏疽、凋亡的概念。 

2.熟悉细胞水肿、脂肪变、坏死

的病理变化。 

3.熟悉干性坏疽与湿性坏疽、坏

死与凋亡的区别。 

1.掌握萎缩、肥大、增生、化

生的病理变化特点。 

2. 辨识细胞水肿、脂肪变性

、玻璃样变性坏死、坏死的病

理特征。 

3.判断损伤的程度及预后。 

 

守医风医德

、依法执医

的法律意识

。 理

论 

3.损伤的

修复 
2 

1．修复：（1）再生的概念及类型； 

（2）各种细胞的再生能力； （3）

肉芽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2．创伤愈合的概念、皮肤软组织创

伤愈合的过程及方式。 

3．骨折愈合过程和影响愈合因素。 

1. 掌握再生的概念、各种组织

再生的能力和方式。 

2. 掌握纤维性修复的概念，肉

芽组织、疤痕组织的形态特点及

其功能。 

3. 熟悉皮肤软组织创伤愈合的

过程及一、二期愈合的特点。 

4. 了解骨折愈合的过程及其影

响再生修复的因素。 

1.识别肉芽组织的形态结构。 

2.判断皮肤软组织愈合的方

式。 

3.初步分析并诊断骨折愈合

的时期、影响因素及预后。 

理

论 

4.观察细

胞和组织

的适应、损

伤与修复

的病理变

化 

2 

1.病理学的基本观察方法及显微镜

和互动教室的使用。 

2.肥大、增生、萎缩、化生、细胞水

肿、脂肪变性、玻璃样变性的病理变

化。 

3..坏死的类型及各型的形态特点。 

4.肉芽组织的形态结构。 

1.掌握适应的四大表现肥大、增

生、萎缩、化生的概念及形态特

点。 

2．掌握水样变性、脂肪变性、

玻璃样变性、坏死、坏疽的常见

类型及形态特点。 

3．掌握肉芽组织的形态特点、

结构、功能及结局。 

1.正确使用显微镜及数码互

动系统等仪器设备和场地的

操作。 

2.准确描述细胞、组织适应、

损伤、修复的病理变化。 

3.规范书写实验报告、绘制病

理图像。 

实

验 

局部

血液

循环

障碍 

5.充血与

淤血、血栓

形成的过

程 

2 

1．充血和淤血： （1）充血的概念

和类型 ；（2）淤血的概念、原因、

病理变化和对机体的影响。★  

2．血栓形成：（1）概念 ；（2）血栓

形成的条件 ；（3）血栓的类型；  

（4）血栓的结局； （5）血栓对机

体的影响。★ 

1. 掌握充血、出血、血栓形成

、的概念，淤血的原因，病理变

化及其后果，血栓形成的条件。 

⒉ 熟悉血栓形成过程、结局以

及对机体的影响。 

3.了解出血原因、类型及其后果

。 

1.识别出血、肝淤血、肺淤血

、各型血栓的病理形态。 

2.判断引起肝淤血、肺淤血的

原因。 

理

论 

6.栓塞、梗

死的发展

过程 

2 

1．栓塞：（1）栓塞与栓子的概念；  

（2）栓子的类型及运行途径 ；（3）

栓塞的类型及对机体的影响。★ 

2．梗死：（1）概念及原因 ；（2）

梗死的类型和病理变化。★  

1. 掌握栓塞、梗死的概念，梗

死的类型及其病理变化。 

2. 熟悉梗死的原因及其对机体

的影响。 

3.了解梗死的结局。 

1.病理结合临床资料，分析并

判断栓塞的原因、部位、病变

及后果。 

2.识别不同类型的梗死病灶

及病变。 

理

论 

7.观察局

部血液循

环障碍的

病理变化 

2 

1.淤血的病理变化，慢性肺淤血、慢

性肝淤血的原因及病理变化。 

2.血栓的类型及各型血栓的形态。 

3.梗死的类型及其病理形态。 

1．掌握慢性肝淤血、肺淤血的

大体及镜下病变及后果。 

2．掌握血栓的类型及各型血栓

的大体及镜下病变特点。 

3．熟悉梗死的类型及形态特点

。 

1.辨识肺褐色硬化、槟榔肝、

脑出血、肾贫血性梗死、肺出

血性梗死大体标本。 

2.描述肝淤血、肺淤血、各种

血栓的病理变化。 

实

验 



局部

血液

循环

障碍 

8.空气栓

塞 
2 

1.观察正常家兔情况。 

2.用注射器向兔耳缘静脉注入空气

5-10ml，立即观察动物情况变化。 

3.动物死亡后立即剖胸，观察在体心

脏活动情况、血液状态。 

4.取出心脏，观察离体心脏的情况。 

1. 掌握气体栓子的性质、运行

规律、栓塞部位及对机体的影响

。 

2. 掌握动物实验的基本方法、

步骤和注意事项。 

3. 熟悉常用外科手术器械，基

本手术操作、静脉穿刺基本方法

及技巧。 

1. 正确复制空气栓塞的动物

模型，仔细观察兔空气栓塞时

的表现，分析兔空气栓塞死亡

的发生机制。 

2. 树立无菌观念。正确进行

静脉穿刺、使用外科手术器械

。 

4. 养成事实求是、团结合作

的工作作风。 

实

验 

炎症

的发

生与

发展 

 

9.炎症共

性的认识 
2 

1.炎症的概念。★ 

2.炎症的常见原因。★ 

3.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 

4.炎症的结局。★ 

 

⒈ 掌握炎症的概念、原因和基

本病理变化。 

2.熟悉渗出液与漏出液的区别。 

3.了解炎症血流动力学变化，白

细胞的渗出过程。 

1.能结合相关病理学知识解

释炎症的临床特点。 

2.能运用炎症的基本病理变

化解释常见炎症疾病。 

理

论 

10.急、慢

性炎症的

发生与发

展 

2 

1．急性炎症：（1）炎细胞的种类和

主要功能；（2）急性炎症的类型和病

理变化 ；（3）炎症介质的概念和主

要作用。★ 

2．慢性炎症 ：（1）一般慢性炎症的

病理变化特点 ；（2）慢性肉芽肿性

炎的概念、病因和病变特点。 ★ 

3.炎症局部临床表现和全身性反应。 

1.掌握急性炎症的类型和病理

变化。2.掌握一般慢性炎症的病

理变化特点。 

3.熟悉炎症的局部临床表现和

全身性反应。 

1.识别各型炎症的病理形态。 

2.根据临床及病理资料，正确

诊断各型炎症并分析其影响

因素和预后判断。 

3.具备识别炎细胞和初步判

断炎症类型的能力。 

理

论 

11.观察常

见炎症的

病理变化 

2 

1.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变质、渗出

、增生。 

2.变质性炎、渗出性炎、增生性炎的

主要类型及各型发生的原因、常见部

位和病变特点。 

3.各型炎细胞的形态特点。 

1. 掌握炎症的基本病理变化。 

2. 熟悉变质性炎、渗出性炎、

增生性炎的病理形态特点，加强

病理临床联系。 

3.熟悉常见炎细胞的形态与特

征。熟悉各类型炎症的相互关系

及其后果。 

1. 识别急、慢性炎症的类型

及形态特点。 

2.能鉴别蜂窝织炎与脓肿的

发病原因、病变特点、临床变

化及预后。 

 

实

验 

肿瘤

的形

成与

发展 

 

12.肿瘤的

特性 
2 

1．概述 ：（1）肿瘤的概念 （2）肿

瘤的组织结构。★  

2．肿瘤的生物学行为：（1）肿瘤的

异型性 ；（2）肿瘤的生长 ；（3）肿

瘤的扩散和转移； （4）良、恶性肿

瘤的区别； （5）肿瘤对机体的影响

。★ 

⒈ 掌握肿瘤的概念，肿瘤性与

非肿瘤性增生的区别。 

⒉ 掌握肿瘤的形态结构、异型

性、分化程度、生长方式和转移

途径、肿瘤对机体的影响及分级

分期。 

3 熟悉良、恶性肿瘤区别。 

4.了解肿瘤生长动力学及肿瘤

侵袭与转移的机制。 

1.识别肿瘤的一般形态结构、

生长方式与转移途径。 

2.能够区分典型良恶性肿瘤。 

3.根据临床及病理资料，初步

对恶性肿瘤进行分级、分期及

预后判断。 

 

理

论 

13.常见肿

瘤疾病的

特点 

2 

1．肿瘤的命名和分类 ：（1）肿瘤的

命名原则；（2）癌前病变（疾病）、

非典型增生、上皮内瘤变及原位癌的

概念； （3）癌与肉瘤的区别 ；（4

）常见肿瘤类型及病理变化。★ 

2．肿瘤的病因学和发病学：（1）肿

瘤发生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2）常

见的化学、物理及生物性致瘤因素  

；（3）影响肿瘤发生、发展的内在因

素。★  

1.掌握常见肿瘤的命名方式。 

2.掌握癌前病变、非典型增生及

原位癌的概念及病变、癌与肉瘤

的区别。 

3.熟悉肿瘤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4.掌握常见的上皮、间叶组织组

织来源的良、恶性肿瘤的类型、

发生部位、大体形态特点、组织

学特点及对机体的影响。 

 

1.识别常见肿瘤的病理变化。 

2.熟知肿瘤的基本病变过程，

在临床上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能对肿瘤预防的健

康宣教。 

3.能够通过观察病理切片，对

典型良恶性肿瘤做出初步病

理诊断。 

 

理

论 



14.观察常

见肿瘤肿

瘤的病理

变化 

2 

1．肿瘤的形态、生长与扩散。 

2．肿瘤的组织结构与异型性。 

3． 常见肿瘤的大体及形态特征。 

4．大体观察：肿瘤产生部位、形状

、大小、颜色、质地、出血及坏死。 

5．切片观察：常见肿瘤的特性。 

1.掌握肿瘤的形态结构、生长方

式、侵袭与转移。 

2.掌握肿瘤的异型性及其形态

特点。 

3.熟悉良、恶性肿瘤的的区别。 

4.熟悉常见肿瘤的特点。 

1.识别肿瘤的形态与结构、肿

瘤组织及细胞异型性的形态

特点。 

2.判断肿瘤的生长方式、转移

途径、肿瘤的良恶性、肿瘤的

分级分期与临床预后。 

3.鉴别良恶性肿瘤。 

实

验 

模块

二：各

系统

常见

疾病

的探

究 

 

心血

管系

统常

见疾

病 

15.常见心

血管系统

疾病的认

识（1） 

2 

1．动脉粥样硬化 ：（1）血管的病理

变化 ；（2）心脏、肾脏及脑的病理

变化 ；（3）病理临床联系。★  

2．原发性高血压：（1）良性高血压

血管的病理变化 ；（2）良性高血压

心脏、肾脏和脑的病理变化 ；（3）

良性高血压病理临床联系。 ★ 

⒈ 掌握动脉粥样硬化的基本病

理变化过程，及重要器官的动脉

粥样硬化和对机体的影响。 

⒉ 掌握冠心病的概念、病因及

病变特点及对机体的影响。 

3.掌握高血压病的概念、分类及

其诊断标准。掌握缓进型高血压

的分期及各期的病理变化。 

1.识别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

死的病理变化。 

2.病理结合临床表现，判断冠

心病的类型并能做出处理方

案。 

3.能对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

压的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树立“预防

为主”的大

卫生观，具

有为基层卫

生事业奋斗

终身，维护

广大居民的

健康利益的

理想和信念

。 

理

论 

16.常见心

血管系统

疾病的认

识（2） 

2 

 

1．风湿性心脏病：（1）基本病理变

化 ；（2）心脏的病理变化。 ★ 

2．心脏瓣膜病 ：（1）概述 ；（2）

主要类型及病理变化。 ★ 

 

1.掌握风湿病的基本病变，熟悉

风湿性心脏病的病变及后果。 

2.了解病因、发病机理及其他部

位风湿病的病理变化。 

3.掌握各型心瓣膜疾病的发病

原因、机制和病变特点。 

1.识别风湿病的基本病理变

化及对各脏器的影响。 

2.病理结合临床，正确诊断风

湿病病、心瓣膜病，并制定其

基本的防治原则。 

理

论 

17.观察常

见心血管

系统疾病

的病理变

化 

2 

1．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病、风湿 

病、心瓣膜疾病的基本病理变化。 

2．标本观察：主动脉、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高血压肾、二尖瓣狭窄。 

4.切片观察：主动脉粥样硬化、高血

压肾、风湿性心肌炎。 

1.掌握动脉粥样硬化分期及病

变，重要器官动脉粥样硬化的病

变特点。 

2. 掌握高血压、风湿病、心瓣

膜病的类型、病变及对机体的影

响。 

3.加强病理与临床的联系。 

1. 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疾病

在临床的发病特点及防治原

则。 

2. 能分析心血管系统疾病

之间的相互影响。 

 

实

验 

呼吸

系统

疾病 

18.常见呼

吸系统疾

病认识（1

） 

2 

1．慢性支气管炎 ：（1）概述及病理

变化 ；（2）病理临床联系。★  

2．肺气肿 ：（1）概述及病理变化 ；

（2）类型及病理临床联系。★ 

3．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1）概述及

病理变化 ；（2）病理临床联系。★  

1.掌握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及

肺心病的病理变化和病理临床

联系。 

2.熟悉各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的病变联系，及发展趋势。 

3.了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及

肺心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抓

住关节环节，有效控制疾病。 

1.能识别并描述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肺心病及矽肺的

病理变化。 

2.能够依据呼吸系统疾病的

常见病因与发病机制开展疾

病预防工作。 

理

论 

19.常见呼

吸系统疾

病认识（2

） 

2 

1．大叶性肺炎 ：（1）概述及病理变

化 ；（2）并发症。★ 

2．小叶性肺炎 ：（1）概述及病理变

化 （2）并发症 。★ 

3．肺癌： （1）病理类型和病理变

化 ；（2）扩散与转移。★ 

4.矽肺：病理变化和病理临床联系。 

⒈ 掌握大叶性及小叶性肺炎的

病理变化、临床病理联系及并发

症。熟悉病毒性肺炎的病变特点

。了解其的病因、发病机理。 

2.熟悉矽肺、肺癌和鼻咽癌的大

体和组织学类型及其形态特征。 

3.了解呼吸窘迫综合征。 

1.识别大叶性、小叶性及病毒

性肺炎的病理变化，并进行鉴

别。 

2.病理结合临床，分析常见呼

吸系统疾病的发病基础及疾

病过程中的共同规律。 

 

理

论 



20.观察常

见呼吸系

统疾病的

病理变化 

2 

1.大叶性肺炎、小叶性肺炎的病变特

点及病理临床联系。 

2.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及肺心病的

病理变化和临床病理联系。 

3.标本观察：大叶性肺炎实变期（红

肝期、灰肝期）、小叶性肺炎、肺气

肿、肺心病及矽肺。 

4. 切片观察：大叶性肺炎灰肝期、

小叶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 

1.掌握大叶性肺炎、小叶性肺炎

及病毒性肺炎的病变特点。 

2. 熟悉肺癌的病变特点。 

3.掌握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及

肺心病的病理变化和病理临床

联系。 

4.熟悉矽肺的病理变化和病理

临床联系。 

1. 识别并描述大叶性肺炎

、小叶性肺炎、病毒性肺炎的

病变特点。 

2. 识别并描述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肺心病及矽肺的

病理变化。 

3.识别并描述各型肺癌的大

体形态特点及鳞癌、腺癌的组

织学形态特点。 

实

验 

消化

系统

常见

疾病 

21.常见消

化系统疾

病认识（1

） 

2 

1.慢性胃炎：病理类型和病理变化 

2．消化性溃疡病 ：（1）概述及病理

变化 ；（2）并发症。★ 

3.食管癌：病理类型、病理变化。★  

4．胃癌：病理类型和病理变化。★  

5．结肠、直肠癌：病理类型和病理

变化。★ 

⒈ 掌握消化性溃疡病的形态特

征、病理临床联系及常见并发症

。 

2. 熟悉慢性胃炎的类型和病变

特点；消化管癌的大体类型和组

织学类。 

3.了解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病

因和发病机理。 

1.能够描述消化性溃疡、慢性

胃炎、消化管癌等常见消化系

统疾病的病理变化特点。 

2.能区分良、恶性溃疡病理特

征。 

3.消化系统肿瘤对机体的影

响及防治原则。 

理

论 

22.常见消

化系统疾

病认识 

（2） 

2 

1．病毒性肝炎：（1）概述及基本病

理变化 ；（2）类型及病变特点。★  

2．肝硬化 ：（1）概述及发病机理； 

（2）类型及病理变化； （3）病理

临床联系。★ 

3．原发性肝癌：病理类型和病理变

化。★  

4.胰腺癌：病理类型和病理变化。★  

1.识别门脉性肝硬化、肝炎的病

理变化。 

3.掌握常见消化系统肿瘤的病

理变化和临床诊断。 

4.熟悉各种消化系统肿瘤的扩

散与转移的方式。 

1.识别门脉性肝硬化、坏死后

性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的病理

变化。 

2.能够解释常见消化系统疾

病的主要临床表现，能对相应

的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理

论 

23.观察常

见消化系

统疾病的

病理变化 

2 

1．慢性胃炎和溃疡病的病理变化。 

2．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的病理变化 

。消化系统常见肿瘤的类型、病理

变化 

3.标本观察：胃溃疡、肝硬化、病毒

性肝炎、溃疡型胃癌。 

4．切片观察：胃溃疡、肝硬化、急

性肝炎。 

1.掌握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

常见消化系统肿瘤的形态特点。 

2.掌握肝炎和肝硬化的病理变

化特点 

3.熟悉良性溃疡与恶性溃疡的

鉴别。 

4.加强病理临床联系。  

1.识别慢性胃炎、溃疡病、肝

炎、肝硬化及常见消化系统肿

瘤的形态特点。 

2.区分良恶性溃疡 

3.病理结合临床，分析常见消

化系统疾病的发病基础及疾

病过程中的共同规律。 

实

验 

泌尿

系统

常见

疾病 

24.常见泌

尿系统疾

病认识 

2 

1．肾小球肾炎： （1）类型及病理

变化 ；（2）病理临床联系。★  

2．慢性肾盂肾炎：病理变化及病理

临床联系。 ★ 

3．肾细胞癌：分类、病理变化、病

理临床联系。★  

4．尿路上皮肿瘤：病理变化、病理

临床联系。★ 

1.掌握肾小球肾炎的病因、发病

机理及基本病理变化。 

2.熟悉几种常见的原发性肾小

球肾炎类型、病理变化特点及临

床病理联系；急、慢性肾盂肾炎

的病变及临床病理联系。 

3. 了解肾癌及膀胱癌的病变特

点及病理临床联系。 

1.识别常见肾小球肾炎、急、

慢性肾盂肾炎的病理变化。 

2.病理结合临床，分析肾脏常

见疾病的共同规律，使患者了

解泌尿系统疾病的防治措施。 

 

理

论 



25.观察常

见泌尿系

统疾病的

病理变化 

2 

1.常见原发性肾小球肾炎的病理类

型、特点、病理临床联系和结局。 

2.急慢性肾盂肾炎的病理变化。 

3.肾癌、膀胱癌的病理变化。 

4．标本观察：肾盂肾炎及肾癌。 

5．切片观察：急性弥漫性增生性肾

小球肾炎、急进型肾炎及慢性肾小球

肾炎。 

1.掌握急性肾小球肾炎、急进性

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小球及急慢

性肾盂肾炎的病变特点及病理

临床联系。 

2.熟悉急性肾小球肾炎、急进性

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小球及急慢

性肾盂肾炎的病因及发生机制。 

3.联系总论，了解肾癌、膀胱癌

的病变及临床特点。 

1.识别急性肾小球肾炎、急进

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小球肾

炎及急慢性肾盂肾炎的病变

特点。 

2.识别常见消化系统肿瘤的

大体形态特点。 

实

验 

生殖

系统

与乳

腺常

见疾

病 

26.常见生

殖系统与

乳腺疾病

认识 

2 

1．乳腺癌：常见组织学类型、病理

变化及转移途径。★  

2.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病理变化。★  

3．子宫颈癌：（1）组织学类型； （

2）扩散与转移。★  

4．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绒毛膜

癌： 病理变化及病理临床联系。 ★ 

5．卵巢上皮性肿瘤：病理变化。★  

6．前列腺增生症及前列腺癌：病理

变化及病理临床联系。★  

1. 掌握宫颈上皮非典型增生→

原位癌→宫颈浸润癌的病变特

点及发展关系。 

2.掌握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及

绒毛膜癌的病变特点及病理临

床联系。 

3.熟悉慢性宫颈炎、常见卵巢肿

瘤的形态特点。 

4. 掌握乳腺癌的病理类型、病

变特点及病理临床联系。 

1.能对生殖系统和乳腺常见

病的大体标本进行初步辨识

和专业描述。 

2.能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

开展生殖系统和乳腺疾病的

健康教育。 

理

论 

27.观察常

见生殖系

统与乳腺

疾病的病

理变化 

2 

1慢性子宫颈炎、子宫颈癌、葡萄胎

、侵袭性葡萄胎、绒癌的病变特点及

病理临床联系。 

2.乳腺癌的类型、病变及病理临床联

系。 

3.标本观察：乳腺癌、慢性子宫颈炎

、子宫颈癌。 

4.切片观察：葡萄胎、绒癌、乳腺癌 

1.掌握慢性子宫颈炎、子宫颈癌

、葡萄胎、侵袭性葡萄胎、绒癌

的形态特点，加强病理临床联系

。 

2.掌握乳腺癌组织学类型及病

变特点，熟悉其蔓延和转移途径

。 

3.熟悉常见卵巢肿瘤的形态特

点及临床病理联系。 

1.识别子宫颈癌、葡萄胎、侵

袭性葡萄胎、绒癌及侵袭性乳

腺导管癌的病理变化。 

2.明确宫颈癌的普查方法。 

实

验 

内分

泌系

统常

见疾

病 

28.常见内

分泌系统

疾病的认

识 

2 

1. 甲状腺疾病：（1）甲状腺肿的分

类及病理变化 ；（2）甲状腺肿瘤的

病理变化及分类。★ 

2. 糖尿病的分类、病理变化、临床

病理联系。 

1. 掌握甲状腺肿的病理变化、

病理临床联系；甲状腺癌的组织

学类型。 

2. 熟悉糖尿病的病理变化及

病理临床联系。 

1.识别常见内分泌系统疾病

的病理变化。 

2.病理结合临床，分析内分泌

系统常见疾病的共同规律，熟

知临床的诊治与预防。 

理

论 

常见

传染

病 

29.常见传

染病的认

识（1） 

2 

1.结核病 ：（1）概述、基本病理变

化及转化规律 ；（2）原发性肺结核

病的病理变化和结局 ；（3）继发性

肺结核病的病理变化和结局。★  

2．细菌性痢疾 ：（1）概述、病理变

化 ；（2）病理临床联系 ★ 

3．伤寒 ：（1）概述、肠道及肠道外

病理变化 ；（2）病理临床联系★ 

1.掌握结核病的概念、基本病理

变化、原发性、继发性肺结核的

病变特点。 

2.熟悉结核病的病因、发病机理

、结核病的发展和结局；肺结核

的临床类型。 

3.掌握伤寒、细菌性痢疾基本病

变及其临床病理联系。 

1.识别结核病的基本病理变

化，区别原发原发性肺结核与

继发性肺结核发的特点。 

2.病理结合临床，分析结核病

的发生发展过程，判断结核病

的类型并进行合理的防治。 

3.区别肠结核、伤寒、细菌性

痢疾所致肠溃疡的特点。 

理

论 



30.常见传

染病的认

识（2） 

2 

1．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概述、

病理变化；（2）病理临床联系。 ★ 

2．流行性乙型脑炎：（1）概述、病

理变化 ；（2）病理临床联系。★  

3．血吸虫病 ：（1）概述、基本病理

变化 ，肝、肠的病变及后果 。★ 

4．艾滋病、性传播疾病 ：（1）艾滋

病概述、基本病理变化及病理临床  

联系 ；（2）尖锐湿疣概述、基本病

理变化 ；（3）淋病概述、基本病理

变化及病理临床联系。★ 

1.掌握流脑、乙脑的概念和基本

病变及其临床病理联系。 

2.掌握血吸虫病的病因、基本病

理变化和肝、肠的病理变化及后

果。 

3.熟悉常见性传播疾病的病因、

基本病理变化及临床病理联系。 

1.识别流脑、乙脑、血吸虫的

主要病理变化。 

2.能够运用病理学知识阐述

常见传染病的临床变现。 

3.能够根据常见传染病的三

个基本环节，利用所学知识对

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开展宣传

和健康教育。 

理

论 

31.观察常

见传染病

的病理变

化 

2 

1. 结核病、伤寒、菌痢的概念、病

因、 流行病学特点、病变及病理临

床联系。 

 2.标本观察：结核、肠伤寒、细菌

性痢疾。 

3.切片观察：结核、肠伤寒、细菌性

痢疾。 

1.掌握结核、伤寒、细菌性痢疾

、流脑、乙脑的概念、基本病变

及其临床病理联系。 

2.熟悉结核、肠伤寒、菌痢分期

和分型、病变特点及病理临床联

系。 

1.识别结核病、肠伤寒、急性

菌痢、的基本病理变化. 

2.对传染性疾病有整体认识，

可进行综合判断。 

实

验 

模块

三： 

综合

运用 

综合

病案

分析 

32.综合病

案分析学

习及练习 

2 

1.阅读、分析及讨论病例资料。 

2.观察标本和切片。 

3.病理变化与临床资料相结合，分析

，判断。 

4.病理诊断及临床诊断；处理原则。 

5.形成报告。 

1.掌握收集、处理、筛选信息的

方法；辩证思维方法。 

2.熟悉独立思考、角色扮演及分

析讨论的学习方法；临床思维模

式。 

3.了解尸体剖检报告的书写格

式，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的基本

方法。 

1.能通过不断地练习，提高综

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2.能利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

实际情景问题，实现学以致用

。 

3.能够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对

患者有爱心和责任感。 

具有严守医

风医德、依

法执医的法

律意识。严

谨细致的工

作态度。 

实

验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模块 项目 子项目 课型 教学方法与手段 

模块一：疾病

的共性认知 

（28学时） 

病理学特点的初识 病理学特点的初识 理论 讲授、情景教学、提问反馈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

伤与修复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 理论 
自学讨论精讲点拨、案例引导、抽

查提问 

损伤的修复 理论 自学讨论精讲点拨、抽查提问 

观察细胞和组织的适应、损伤与修复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直观教学讨论答疑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充血与淤血、血栓形成的过程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比较 

栓塞、梗死的发展过程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比较 

观察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直观教学讨论答疑 

空气栓塞 实验 
实验法、情景教学、现场演示讨论

答疑 

炎症的发生与发展 

炎症共性的认识 理论 精讲点拨情景教学、病案讨论 

急、慢性炎症的发生与发展 理论 精讲点拨情景教学、病案讨论 

观察常见炎症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肿瘤的形成与发展 

肿瘤的特性 理论 精讲点拨情景教学、病案讨论 

常见肿瘤疾病的特点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总结 

观察常见肿瘤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模块二：各系 心血管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认识 理论 情景教学启发讨论、归纳总结 



统常见疾病

的探究 

（34学时） 

观察常见心血管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呼吸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呼吸系统疾病认识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总结、病

案讨论 

观察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消化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消化系统疾病认识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总结、病

案讨论 

观察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泌尿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泌尿系统疾病认识 理论 精讲点拨 PBL 教学、归纳总结 

观察常见泌尿系统疾病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生殖系统与乳腺常见

疾病 

常见生殖系统与乳腺疾病认识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总结、病

案讨论 

观察常见生殖系统与乳腺疾病的病理变化 实验 情景教学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内分泌系统常见疾病 
常见内分泌系统疾病的认识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总结、病

案讨论 

常见传染病 
常见传染病的认识 理论 

精讲点拨启发讨论、归纳总结、病

案讨论 

观察常见传染病的病理变化 实验 观察法、演示法、讨论法 

模块三：综合

运用（2学时） 
综合病案分析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综合病案分析学习及练习 实验 

病案分析分组讨论启发诱导、归纳

总结 

 

六、考核评价 

在各教学环节中充分利用大数据收集信息、动态监管、实时评价，

综合各阶段考核结果得出学生综合成绩。构建包括评价内容、方法、

主体及权重等四个方面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评价方法包括过程性

评价和期末考试，评价内容包括课前预习、课中出勤、在线测试、随

堂操作技能测试、理论考试。评价方式包括自我评价、小组评价、教

师评价。本课程成绩=过程性评价（40%）+期末考试（60%）。 

《病理学》评价考核体系 

评价方法 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 权重（%） 

过程性评价 

课堂表现 学生自我、小组、教师 10 

考勤 教师 10 

线上学习 线上平台数据 20 

期末考试 理论考试 教师 60 

 

七、实施保障 



（一）教材 

1、授课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第 8 版，张忠、王修化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辅助教材：《病理学》第 8 版，李玉林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病理生理学》第 8 版，王建枝、殷莲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3、学习指导：《病理学学习指导》医学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同步学

习指导。 

4、实验教材：教学团队自编《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实验指导》。 

5、教学课件：教学团队自制最新课件。 

（二）教学条件 

1.师资队伍 

《病理学》课程教学团队共有教师 9名，全部为专任教师，讲师

3 名，实验师 2名，助教 4 名；双师型教师 6 名。 

《病理学》课程教学团队情况表 

姓名 职称 学位 双师型（是/否） 专任/兼职教师 

丁矢 副教授 学士 是 专任 

唐峰 讲师 硕士 是 专任 

金岚 讲师 学士 是 专任 

潘玲 助教 硕士 是 专任 

谢娟 助教 硕士 是 专任 

董翔 助教 硕士 是 专任 

谭弘珍 助教 硕士 是 专任 

欧勇 实验师 学士 是 专任 

杨琴 实验员 学生 是 专任 

 

2.信息化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设备；（2）省级级预防专业资源库《病理学》课程；



（3）职教云；（4）中国大学慕课；（4）课程学习微信、QQ 群。各种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学习资料如课程目标、教案、多媒体课件、

教学案例、练习题、学习参考书、实训录像等均可在其中查阅，并通

过网络进行提问与答疑，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3.主要实验（实训）仪器设备：显微镜、病理学切片、病理学大

体标本、切片制作仪器。 

4.教学场地：显微镜互动教室、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实训室、人

体生命科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