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护理部院感工作总结 科室院感年
度工作计划(大全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
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护理部院感工作总结篇一

为加强我院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作，保障病人安全、提
高医疗质量、维护医务人员职业安全，使医院感染管理工作
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结合我院实际，制
定20xx年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计划如下：

本年度院感科组织全院培训至少4次（每季度一次）。本年度
全院重点培训消毒隔离相关知识、手卫生、医务人员职业防
护、医疗废物分类处置等；各科室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培训
计划，提高全体人员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的知识和业务水平。

1、开展医院感染的全院综合性监测。

临床科室的医护人员及时发现医院感染病例，临床科室医师
填写报告卡，按规定的时限和途径上报院感科。

院感科对上报的医院感染病例进行确认、核实，及时对监测
资料进行汇总，反馈给相关科室，联合相关科室制定控制措
施，减少医院感染发病率。

2、年内开展一次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



各临床科室自查相关制度与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改进。

院感科定期到各临床科室进行督查、指导，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反馈，提出整改建议。

配置便捷的手卫生设备和设施，为执行手卫生提供必需的保
障。对医院全体员工进行手卫生培训，并考核。

院感科、科室定期对规范洗手进行督导、检查、总结、改进。

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范及消毒隔离制度，消毒工作符合
《医院消毒技术规范》，隔离工作符合《医院隔离技术规
范》，有效切断外源性感染的传播途径，最大限度的降低外
源性病原微生物的传播引起的医院感染。

1、使用中的化学消毒剂、灭菌剂的浓度监测

含氯消毒剂：每天一次，应用g-1型消毒剂浓度试纸进行快速
简易测试。

戊二醛：每周一次，采用戊二醛浓度测试纸进行快速监测。

2、使用中的消毒液染菌量监测

每月一次，开展对使用中的消毒液、皮肤黏膜消毒液染菌量
监测。

3、压力蒸汽灭菌效果监测

化学监测：每包均进行监测，包外粘贴化学指示胶带监测，
包内放化学指示卡监测。

4、紫外线灯管消毒效果监测



日常监测：包括灯管应用时间、累积照射时间。

灯管照射强度监测：每季度监测一次，应用紫外线强度照射
指示卡测试。

每月对手术室、检验科、口腔科、内镜室、临床科室等重点
部门进行常规监测，对不合格项目要进行原因分析，并制定
改进措施。

严格执行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按照《医疗废物分类名录》对
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放置，严禁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
圾，严禁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转让、买卖。

医疗废物贮存及时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做好医
疗废物登记。

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等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对医务人员开展职业安全防护知识的培训与指导；为医务人
员提供必要的防护物品；医务人员发生职业暴露时，及时给
予登记、报告、评估、预防处理。

院感科制定各科室医院感染控制质量考核评价标准，依据此
标准，对各科室医院感染防控质量进行考核，做到基础、环
节与终末质量的控制与管理，不断提高、持续改进医院感染
管理质量。

院感科每季度对全院各科室各部位的医院感染工作质量进行
一次考评，不定期进行专项督查、指导，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向医院有关科室反馈，限期整改，并再次检查、督
导，直至改正。



护理部院感工作总结篇二

以课程改革为挈机，以课题研究为平台，以有效课堂教学建
设为方向，使教育科研与学校发展相结合，教学实践与教师
需要相结合，丰富“科研兴校，科研兴教，科研兴师，科研
兴生”的内涵，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为先导，以教研
工作“为教学服务、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的思想为指
导，加强课堂教学研究、加强校本教研指导，积极稳妥地推
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课程改革的理念与行为的统一，
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变，培养研究型的教师，为凤羽小学创品
牌学校打下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提升本校的全面教育教学质
量。

营造浓郁的科研氛围，组建精干的科研团体，开发特色的课
题资源，结出丰硕的科研果实;建构有效课堂教学流程;促进
教学质量的有效提高，实现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教学论文质
量争取区领先位置。

做规范，重实在，求创新。围绕“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育
质量”这一总目标，坚持教研为教育决策服务、为教育教学
服务的方向，开展有效的教研工作。以课程改革的经验总结
和问题研究为重点，着力开展“有效课堂”教学研究，在内
容、形式和效益上进行专项指导，推动学校有效发展;逐步形
成为改进课堂效率的教学模式，成为我校的品牌。让每一个
学生都得到心灵的放飞、都喜爱自己的学校。

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师培训，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每月撰写好
教学叙事，教师认真研究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让孩子真正
拥有健康、快乐、完善、本真的童年;根据教学研究撰写好教
育教学论文;与城区开设互动课，进行教学沙龙，形成互动式
发展;开展同上一堂课教学研讨的基础上，进行课堂教学论坛。

(一)加强骨干培养，促成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是新课程的实施者，也是新课程的建构者。新课程下教
与学方式的改变，要求教师不断地形成新的基本技能，与学
生共同成长。在新学年里，加大骨干教师培养力度，搞好素
质提升工作，促进教师加速实现专业发展。

1、开展专业学习。

鼓励教师每学期“读一本书、研究一个问题、总结一份心
得”，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开展有效的学习。在理论
的引领下，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努力向“研究型”、“学
者型”教师的目标迈进。

2、搭建平台，扩大骨干教师队伍。

既要发挥教研大组成员的积极作用，更要多关注青年教师的
成长，健全各学科青年教师的学习制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全市性或区域性教研活动“亮相”机会、外出学习、培训和
参加教学技能竞赛的机会，鼓励他们脱颖而出，形成凤羽越
来越大的骨干教师群体。

3、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领头羊”作用。

学校拥有市级骨干教师，教研大组成员和教坛新秀，要充分
利用这些优秀的教育资源，发挥他们的引领作用。让他
们“说一说”，“带一带”。说：介绍他们在日常的教育教
学中如何做到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如何从教学中提升课题;带：
一个学科带头人带两个青年教师，一起确定研究的课题，一
起制定开展研究的方案，一起探讨研究的进程，促使青年教
师尽快在研究中成长。

(二)增强教科研意识，营造浓郁的教科研氛围。

随着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校“科研兴教，科研兴师”
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培养研究型的教师成了学校师资资队伍



建设目标。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来自农村
小学的教师，以前一心扑在教学上，科研与教学相分离，孤
立的为科研而科研，功利性较强，对科研望而生畏。我室应
担当起转变教师观念的职责。加强新课程理论学习，增强科
研意识;引导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增强科研意识;吸引教师参
与到学校重大课题的研究中来，增强科研意识;扩大科研成果
的宣传面，建立考核制度，激励措施，让教师既有压力，又
品尝到教科研的成果的甜头，从而营造浓郁的教科研氛围。

(三)做好市教学论文的参评工作，结出丰硕的科研成果。

本学期教科室的最大工作就是做好区教学论文的参评工作。
其结果直接透视着我校的教科研水平。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早动手，早准备。不做“无米之炊”。带着问题去教学，在
教学中反思，实践，再反思，再实践，让平时的素材的积累，
让平时教学的反思，为教学论文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本
教科室为完成区教学论文的参评工作，制定的流程如下：

1、定题定思路。(4月)

2、拟订初稿。(6底前)

3、初评答辩，发布修改。(8底前)

4、定稿，送区参评。(11底)

5、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向国家级、省级、市级刊物。

护理部院感工作总结篇三

作为“十一五”的第一个年头，20xx—20xx学年教科室将在学校
“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引领下，力求在如下四个方面开展工
作，为“十一五”教科室工作目标奠定基础。



(1)内容求实、风格各异的教学风气

(2)立足教学、立体推进的科研导向

(3)抓好常规、专业引领的师培策略

(4)专题阅读、沙龙交流的学习氛围

1、教科室自身建设

(1)进一步完善教科室群体，吸入富有创新精神、具备研究能
力、德才兼备的中青年教师做兼职教科员，充实教科室力量。
明确成员分工：谭渝生、谭顺福负责教科室全面工作、计划
的制定和落实、课题研究的督查、科研成果的总结;王海洋负
责课题研究和课题管理、教科研信息的收集与交流;周鹊红负
责教师理论学习和业务进修、协助组织校本培训以及学校教
科活动等。

(2)利用网上信息资源，加强教育教学理论、管理政策和法规
学习;同时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刊入《教育教学科研》，
及时向学校各部门及教师提供最新教育发展动态。

(3)加强教科室资料的整理工作，为教师教育科研、继续教育、
师资培训等方面的文档式管理作准备。

(4)建好教科室网页。为凸现学校教科研特色，普及教育科研
知识，推广学校教育科研的最新成果，更好地为全校教师的
专业成长服务，本学期我室将组织有关人员，对我校教育科
研网页进行逐步完善，争取将教科研网页建设成一个集教科
研管理、网络学习、成果推广、信息发布和教师交流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网络平台，以适应新课程的实施和新形势下教
科研工作的需要。

2、课题研究



(1)求真务实地搞好“十一五”科研课题的开题及前期的研究
工作，尽快建立“课堂教学激活策略的实践研究”课题的两
级研究梯队，并做好市教科院的课题申报及开题工作;完善课
题管理制度，加强对课题的过程管理。

(3)扎实有效地开展行动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是以“教师成为
研究者”为目标，以解决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根本，教
师通过课堂观察、教学反思、案例分析等多元化的行动研究，
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此，我们将根据教育中出现的
热点问题，展开专题研讨，认真开展“教育沙龙”活动，以
达到团体协作的功能。

(4)配合教务处和教研组进行中考、高考研究，组织相关老师
分学科进行报告式的发言探讨，指导备课组研究中考、高考
的命题趋向，协助制定复习计划，同时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
座谈和研讨。

(5)借课题研究发掘科研骨干教师。

3、教师继续教育和师资培养

(1)采取各种形式，定期组织学习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国家新
课程标准”等相关文件，利用间周一次的教研会在年级组长
和教研组长中开展定期的教育理论学习。

(2)请校内外专家举办教育教学理论讲座5—6次，其中校外专
家2次，主要针对教师专业成长和课堂教学艺术作专题报
告(龚春燕——教师专业成长、吴安明——教育管理、曾庆
宇——思想教育、李云田——课程改革、赵伶俐——课堂艺
术)，校内名师讲座3—4次，围绕学科教学、课题研究、教学
管理等方面展开。

(3)继续坚持实施“重庆一中青年教师导师制度”，为进
校1—2年的青年教师配备指导教师并实行指导完成情况登记



制度，在学年结束时根据指导和被指导教师的工作成绩评定
等级予以表彰和奖励。

(4)加强对第一次担任初、高三年级教学和班主任工作青年教
师的培训和指导。

(5)开展专题学习研究，如陶行知教育思想。

(6)开展20xx—20xx学年度青年教师优质课竞赛，并在形式和
内容上做进一步的探索，力求实效，为推出青年教师参加全
市和全国优质课比赛做准备。

(7)和学校党办、校办一起，按市教委统一要求落实全校干部
教师继续教育轮流培训工作;加强教师继续教育登记工作的指
导和管理。

(8)加强校际交流(带老师出去献课、专题发言等方式)，不定
期组织分层次的校内外、市内外参观、学习、培训。

(9)加强对各级骨干教师的选拔、培养和管理。

4、学术年会

召开重庆一中20xx—20xx学年度学术年会。以“发展性”教
育为指导思想，以学校教育教学实施素质教育为研究方向，
就如何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如何实现课堂激活以及如何加强教师的专题学习等问题作理
论和实践的探索。

5、《教育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工作

上下学期各出版两期，主要登载学校课题成果、本校教师的
研究成果及学术论文，反映学校发展动态和宣传学校取得的
成就，并为学校教师搭建一个展示学术的平台。



(1)逐步完善校《教育教学科研》的内容结构框架，确保结构
科学性、内容可读性，为学校教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搭建
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

(2)依托教研组，鼓励广大教师踊跃投稿，在保证教科研成果
数量的同时，努力提高教科研过程和结果质的内涵。

(3)组织成立编委会，认真仔细地进行组稿、审稿、编辑及排
版、校对等工作，力争将校刊办成学校工作中的新亮点。

护理部院感工作总结篇四

20xx年护理组院感年度工作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医院感染管
理将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以加强医院感染管理，提高医疗
护理质量，保障病人安全的目标认真抓好医院感染管理的各
项工作，特制定20xx年院感工作计划如下:

1、科室每月组织一次医院感染相关知识培训，并做好记录。

2、院感科全年组织院感知识讲课两次，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全
员培训，试卷考核，提高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防范意识。

3、落实新职工岗前培训。

4、对卫生员进行医疗废物收集及职业防护知识培训。

5、院感专职人员参加省、市级举办的院感继续教育培训班，
以了解全省及全国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发展的新趋势，新动态，
提高我院感染管理水平。

1、各科使用的消毒液根据性能按时更换，器械按规定及时消
毒灭菌，合格率达100%。使用中的各种导管按规定进行消毒
更换。



2、加强医务人员手卫生的管理工作，不定期下科室检查医务
人员洗手的依从性。

1、严格《医院手术部位管理规范》执行，每月进行手术切口
感染监测。

2、充分发挥临床监控管理小组作用，及时发现医院感染病例，
落实24小时报告制度。

3、临床出现医院感染聚集性病例（同类病例3例）实行医院
感染暴发预警报告，分析并调查传染源，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传播途径，杜绝恶性院感案件的发生。

4、做好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工作，各科室将每次出现的职业
暴露及损伤的人员上报院感科，院感科做好登记，保护易感
人群，有效控制医院感染。

1、医疗废物按要求分类放置，密闭，包装袋有标识，出科有
登记，专人回收有签字，送医疗废物暂存处集中放置。

2、医疗废物转移单由专职人员填写，并保存存根备查。

护理部院感工作总结篇五

为提高我院院感管理质量，进一步搞好院感管理、传染病管
理工作，保障医疗、护理安全，特制定20xx年工作计划：

1、每月下到各个科室监测住院病人院感发生情况，督促临床
医生及时报告院感病例，防止医院感染暴发或流行。

2、每月对手术室、产房、血透室等重点部门的空气、物体表
面、工作人员手、消毒剂、灭菌剂、消毒灭菌物品等进行消
毒灭菌效果及环境卫生学监测一次。发现不合格处，严加整
改，直至监测结果合格为止。



3、每季度对临床科室、重点部门进行消毒隔离质量检查一次，
对检查结果进行反馈，并提出改进措施。

4、根据本年度院感监控管理要求，配合全国院感监控管理培
训基地，开展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一次。

1、按照相关规定对抗菌药物实行分级管理，定期调查住院病
人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2、协助检验科定期公布全院前五位感染细菌谱及其耐药菌，
为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1、每天收集全院各科室的传染病报告卡、死亡医学诊断证明
书、居民恶性肿瘤报告卡，做好全院疫情报告和死亡、肿瘤
病例报告工作。

2、每天对收集的传染病报告卡进行审核，保证其内容完整、
真实。

3、收到疫情报告卡和死亡病例报告后，按照规定时限，通过
国家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4、每月末，查阅全院本月的门诊日志、出入院登记、出院病
历、放射科检查结果及检验科阳性结果登记本，发现漏报及
时补报。

5、每月与医务科核定死亡病例登记，发现漏报及时补报。

6、认真做好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的疫情管理、报告的检
查工作，配合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搞好疫情调查工作。

1、每月到医院临床支持中心检查一次，督促医疗废物分类、
收集、运送等制度执行情况，避免发生医疗废物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