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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常见疾病康复》 

课程改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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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培养模式陈旧、教学方法不合理、实训课程体系不规范、

师资力量薄弱以及实践教学力度不够等。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刻不容缓，通过课程改革探索创新型教学模式，优化教学方法，

力争培养出更多具有竞争力的康复治疗技术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为社会医疗事

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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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新的理论技术层出不穷，

知识的更迭速度加快，社会对于能充分适应临床的高素质复

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突出，高职高专院校作为康复治

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专

业人才的培养效果。由于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

学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其就业前景并不理想，

在社会的大漩涡中竞争力就显得很薄弱。结合我校五年制及

三年制专科学生的学习现状，本文以《常见疾病康复》课程

为例，对其教学模式及教学质量进行思考及探索，旨在发现

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改革，促进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

1 课程教学中现存的问题

当前，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教学存

在一些问题，本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教学中此类问题也

比较突出，我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常见疾病康复》课

程的学时安排为 36 理论学时加 36 实践学时，考核仍是以理

论考试占主导地位。经过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发现与反思，

总结以下几点：

1.1 培养模式陈旧

目前，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培养模

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理论 + 实践”模式，缺乏创新性和

实用性。这种陈旧的培养模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康复治疗

技术人才的需求，导致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1.2 教学方法不合理

许多高职高专院校在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中仍然采

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缺乏启发式和互动式教学方

法的应用。由于采用了这类非理想的教育手段，使得学生对

于学习的热情大幅度降低，也无法有效唤醒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与端正学习态度。

1.3 实训课程体系不规范

实训课程体系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然而，目前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的实训课程体系存在

不规范的问题，如实训内容与理论知识脱节、实训设备落后

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实训教学的效果，制约了学生实践

能力的提高。

1.4 师资力量薄弱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要求教

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专业素养。然而，目前部分

高职高专院校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

和专业素养的教师。这导致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专业

人才的培养效果。

1.5 实践教学力度不够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实践性极高，其中的实践教学在人

才的培育过程中占据了关键的角色。然而，目前部分高职高

专院校在实践教学方面投入不足，实践教学力度不够，由于

学生没有足够的实践技能，他们很难满足真正的职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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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常见疾病康复》课程为例，进行教学改革思考

《常见疾病康复》被列为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的专

业必修核心课程，其知识体系直接关联到康复治疗专业学生

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培养。这门课程既包含了关于疾病恢复的

理论教育，也强调了实际操作技巧的训练，从而为学生未来

的职场发展打下稳固的根基。本门课程设置在三年制专科第

四学期及五年制第八学期开课，是学生在进入实习前强化理

论联系实际的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孙晓莉和王亚宁的研究

结果表明，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

需要遵循教育部《关于强化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建议》和《关

于提升医学教育质量的一些建议》的规定：“高等教育机构

应当积极创新医学实践教学模式，并加大实践能力培养平台

的建设力度。" “我们需要转变对理论教育的过度依赖，寻

找一个更为自主的实践性教育模式。“在教学计划中，实践

教学应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将基础

实践技能与操作技巧、专业技术应用技巧与专业技巧、以及

综合实践技巧与综合技巧有机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1]。”针

对此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考，总结为以下几点：

2.1 明确教学目的

《常见疾病康复》课程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康复治疗技术人才。本

课程主要涵盖了临床常见疾病的康复内容，包括神经系统疾

病、骨骼肌肉疾病、心肺和代谢疾病、外科相关疾病、儿童

疾病、恶性肿瘤、继发疾病及并发症这七个主要模块。教师

在教学过程当中应当把疾病康复的临床思维方式及工作流

程贯穿到疾病康复学习的全过程中，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告

别传统”填鸭式“知识输入的方式，转向培养临床思维引导

学生主动学习的方式。此外，普遍的康复教育反映出“以技

术为核心、以岗位就业为主轴、以任务为主导”的理念，把

职业岗位所必须的基础技巧整合到各种理论讲解以及富有

活力的教学内容里，让学生们通过理论学习以及实践技能学

习，理解并加深对这些知识和技巧的掌握 [2]。

2.2 整合任务驱动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导向（PBL）教学法。

林成杰等人的观点是，“任务驱动教学法和 PBL 教学

法都能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优于传统的“理论 + 实践”教

学模式。然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学生在实际临床实习过

程中仍然面临一些普遍问题，如知识点的混乱、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不够紧密、操作经验的匮乏以及推演总结能力的不足

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国的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课程的设计

紧密相连。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将会对实习生的临

床应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妨碍他们从学生身份向治疗师

身份的转变 [3]。”针对这类问题，我认为在明确了教学目标

的前提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各类常见疾病康复的理论

知识为基础，将临床真实案例引入其中，设置适合学生水平

的教学任务及思考问题，引导学生站在治疗师的角度看待问

题，练习以临床思维方式思考解决问题，采用互动模拟的方

式操作实践，通过这些方式充分的将学生前期所学的知识串

联起来，避免出现理论实践脱节的问题。

2.3 尝试使用标准化病人的教学方式

标准化病人 (standardized patient，SP）是指经过标准化、

系统化培训后，能准确表现出患者实际临床问题的正常人或

患者 [4]。曾德昕与卢春兰的对照试验揭示，“SP 教学法在

增强学生的理论知识、操作技巧、交流能力、人文关怀素养、

应对变化的能力以及学习热情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效。SP

教学模式对于提高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技术、

适应交流技巧、增强人文关爱品质以及激发学习热情有着显

著的帮助，而且，大规模实施 SP 教学也有利于推动高职康

复治疗技术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 [5]。”而现阶段对于我校康

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而言，标准化病人教学方式尚具有较大

难度，其原因是学生知识水平及综合学习能力尚欠缺，不能

很好掌握标准化病人需要具备的知识储备以及临场应变能

力，同时，我们的师资力量较薄弱，大多是没有临床工作经

验的青年教师，所以，在此方面，需要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不断提升与改进。

2.4 以技能大赛为抓手促进教学改革

李杨坚信，通过职业技能大赛的“做中学，学中做”

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和学生的身体参与度，实现“以赛促教”的目标。此外，康

复技术竞赛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医疗行业的实际需要，这是

一项具有实践意义的竞争，强调了教育课程的相互关联和衔

接。此外，“参与康复技术竞赛既是对学员的测试、评价，

也是对教师的一连串严格挑战，从而增强了学员及其教师的

全面品质和实力 [5]。”我校从 2023 年开始参加省级技能大赛，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开始，此后，我们逐步思考将技能大赛

的模式与教学相结合，在课前要求学生充分预习课程内容，

理论课中以案例导入为主线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讲解，实训



国际护理医学 :2024 年 6 卷 8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36

课中结合案例分析与实操演示，结合上述标准化病人教学方

法，由学生一人扮演患者一人扮演治疗师的方式进行学习，

课后以总结思考题的形式检验学生掌握程度。经过实践这种

教学方式的改变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大部分学生学

会主动学习及思考问题。

2.5 促进“1+X”证书制度落实，拓宽学生就业路径

“1+X”证书制度即“学历证书 +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近年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即“职教 20 条”，

鼓励高级职业教育的学生，除了需要达到预设的学习目标并

获得相应的学历认证外，还需积极地申请与自己的专业相关

的各种技能认证，这将扩大他们的技能领域和途径，进一步

缓解了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6]。康复医学治疗技术（士）资格

证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未来从业必须具备的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但康复治疗初级士的报考条件需要大专毕业工作

满一年方可，在校教学设计中结合考试大纲的内容进行重点

突出讲解，可以帮助学生打好基础，以备迎接“全国卫生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另外，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也有机会报

考生活照料服务人员（如育婴师、保育员、孤残儿童护理员）、

保健调理师、健康管理师、医疗器械制品和康复辅助器具生

产人员（例如设备组装工、假肢组装工）、中医康复理疗师、

保健按摩师等。老师应根据学生的需要以及个人情况，协助

他们获得适宜的其它资格认证。

2.6 改革考核模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发展

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更多是以理论考试占主导地位，这

种对于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培养新型实用型专业技能人才的

目标不相符，无法体现学生的实践综合能力。对于教育改革

的结果，进行有力的评估同样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创立一个

科学且公正的教育评估机制，包括理论知识的传授、实际操

作的训练以及专业技能的培养等多个维度，以便对学生的学

术表现以及老师的授课质量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同时，加强

评价结果的反馈和应用，指导教学改革的深入进行。

3 总结

综上所述，高职高专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存在

诸多问题，包括培养模式陈旧、教学方法不合理、实训课程

体系不规范、师资力量薄弱以及实践教学力度不够等。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高职高专院校应该积极创新教学模式，优化

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生学习基础，统一课

程设置，明确培养目标，加大实践教学力度等。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更多具有竞争力的康复治疗技术高素质复合型

技能人才，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为社会医

疗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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