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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胜任力和创新力为导向的康复治疗学专业多元化实训教学体系的
构建及实践*

林 诚1 潘燕霞1 陈秀云1 裴 骏1 林建平1 李 明1 许桂清1 王诗忠1，2

我国自 20世纪 80年代初引进康复医学以来，康复医学

发展迅速，康复人才的社会需求迅速增加，本团队2012年对

福建省 130所二三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发展状况进行调

查与分析，结果发现康复治疗师配备达标的医院只有 1所，

缺乏康复专业技术人才是许多康复医学科的迫切呼声，改变

这种状况的当务之急是有计划地加大康复治疗专业人才的

培养[1]。2016年 10月《“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布，“健

康中国”的大幕已经拉开，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步觉醒，社会对

高水平创新型康复专业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大[2]。2017年福

建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康复产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

知》（闽政[2017]23号），要求从“人才培养、教学平台、科技创

新、临床应用”等四个方面，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康复技术人

才，这就要求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

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还需要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

意识，才能胜任健康中国新时代的康复医疗机构岗位需

求[3]。本团队依托大健康理念，以康复治疗学专业岗位胜任

力和创新力为导向，融合实训教学中心、教学医院和社会实

践基地的资源，构建了高效运行多元化实训教学体系，使人

才培养更好地适应健康中国时代的康复专业领域的人才需

求，现介绍如下。

1 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指导思想

按照我国卫健委的要求，二三级医院需要康复治疗师

11.6万人，社区康复人员需要 90.2万人，是目前康复人才数

量的 10倍以上。其中，康复治疗人才作为急需紧缺专业人

才，缺口巨大[4]。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构建是基

于人才培养定位、岗位需求分析，并深入福建省 130所二三

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发展状况进行调查与分析和毕业生

跟踪调研，分析就业岗位群的工作任务与岗位能力，结合康

复治疗学专业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中国康复医学会编写的

《物理治疗与作业治疗教学指南》以及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的

职业岗位资格标准[5—6]，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围绕人才培养

目标，构建实训教学体系，把内容联系紧密、内在逻辑性强、

属同一层培养能力范畴的一类课程作为一个模块进行建设，

打破课程间的壁垒，使项目内容有机融合、互相促进。以学

生就业为导向，以岗位胜任力与创新力为核心导向，构建科

学合理、高效运行的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其内涵

是在实训教学体系的设计和构建中，依托大健康理念，以行

业需求为导向，必须重视实训教学模式和教学质量的协调发

展，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满足技能与创新并举的卓越

应用型康复治疗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

2 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架构和内容

依据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在

充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依托本校国家一流康复

治疗学本科专业、省级康复治疗学专业应用型学科和协同创

新中心建设项目，对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进行重新

整合，改变“重理论轻实训”“重专业轻素质”“重验证轻创新”

的教学旧观念和问题，突破传统实训场地的限制，搭建全方

位实训平台，以胜任力和创新力为导向，构建“三层次、四平

台和五结合”的实训教学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力

和创新力[7]。

2.1 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架构

依据构建的指导思想，设计并制定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

教学体系。体系由“三层次”(专业技能实训、创新创业实训、

社会服务实践)、“四平台”(康复技能实训平台、康复工程研发

平台、康养协同创新平台、健康服务实践平台)、“五结合”(实

训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实训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实

训教学与创新创业相结合、实训教学与科研训练相结合、实

训教学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三方面架构组成，从而构建多元

化训教学体系。

2.2 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内容

三层次：第一层次是专业技能实训，提高专业课程实训

学时数，占总学时的50.12%，优化实训项目，减少验证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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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实训项目，比例达到 76.9%，提高学生的

专业技能水平；第二层次是创新创业实训，成立创新创业教

师团队，指导学生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激发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第三层次是社会服务实践，成立康复医疗与服

务协会，组织学生开展社区康复服务和科普宣传活动，培养

学生的康复服务意识。

四平台：康复技能实训平台：由康复医学教学实验室、虚

拟仿真实训平台和临床教学基地构成，培养学生的康复专业

操作技能和临床实践能力。康复工程研发平台：由假肢矫形

器制作室、3D打印室、人体工学辅具研发室构成，培养学生

康复工程相关制作和研发能力。康养协同创新平台：由学系

和康复设备相关企业构成，开展康养相关设备的研发。健康

服务实践平台：由五家社区康养服务中心构成，开展社区康

复服务和科普宣传活动。

“五结合”：依托“三层次”和“四平台”的结合，实现实训

教学与理论教学、临床实践、创新创业、科研训练和社会服务

的“五结合”（图1）。

3 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建设举措

3.1 聚焦时代需求，优化学科结构

紧随健康中国时代和康复产业的战略需求，对接国家“六

卓越一拔尖”要求和国家康复医学教育发展规范化改革，立足

培养集康复、预防、保健和健康促进为一体的卓越应用型康复

专业人才的办学定位，秉持“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创新创业

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优化学科结构布局，构建以胜任力和创

新力为导向，涵盖专业技能、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多元化实训

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

以满足时代需求和康复产业发展的井喷式人才需求。

3.2 技能创新并重，能力服务结合

依托省级康复治疗学专业应用型学科、康复养老和产业

促进协同创新中心和高校康复工程研发中心，与五家社区康

复养老服务中心签订社会实践基地，搭建康复技能实训平

台、康复工程研发平台、康养协同创新平台、健康服务实践平

台四大实训教学平台，实现实训教学与理论教学、临床实践、

创新创业、科研训练和课外社会服务相结合。通过构建集

“技能、创新和服务”多元化、整合式实训教学体系，强化学生

专业技能水平、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和增强学生社会服务意

识。从而培养“一专多能”的卓越应用型康复专业人才。

3.3 优化实训项目，虚实教学结合

依托康复治疗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项目，以一流本

科课程建设为介导，优化实训项目，减少验证性，增加综合性

和设计性实训项目，比例达到 76.9%，提高专业课程实训学

时数，实训学时占总学时的50.12%[8]。改变传统实训教学方

法，创建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线上线下虚实相结合的新

型实训教学方法，并结合情景模拟、学生设计制作、案例分

析、科普制作和社会服务等多种实训教学，全方位培养学生

的专业技能水平，提高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和创新力。

3.4 构建评价体系，以评促训促教

依托校院两级教学委员会、教学督导组和学生教学信息

中心等教学质量保障机构，构建立体化教学检查、督导、教学

信息反馈系统和教学评估系统。及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形

成信息反馈的闭合环机制。为了突出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

教学特点，构建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实训、实习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有助于客观评价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的康复技能,对

学生的学习及教师的带教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有助于教

师掌握实训教学各环节的情况,以发现实训教学存在的问题,

及时加以解决, 以评促训促教，保障实训教学质量,提高康复

治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9—10]。

4 康复治疗学专业实训教学体系的建设成效

4.1 提高康复人才专业水平，辐射广、胜任力强

本团队于 2021 年 10 月对 2017—2020 届毕业生通过问

卷星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问卷，共回收97份问卷，其中比

较满意及很满意结果显示：专业发展 100%、专业教师 100%

专业实训设施89.21%，专业课程体系86.6%和专业实习基地

82.48%，见表1。同时对27家用人单位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

查，其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工作态度方面比较满意

和很满意达到90%以上，广受用人单位好评，见表2。

4.2 增强康复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

近三年学生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2项，获国家

级康复技能、创新创业、科普等大赛奖项 7项、省部级奖项 2

项，获国家级志愿者服务大赛金奖1项、银奖1项，省级银奖1

项，指导学生获实用新型专利15项，疫情期间指导学生在中

图1 康复治疗学专业多元化实训教学体系

表1 福建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结果

满意度

专业发展
专业教师

专业实训设施
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实习基地

很满意

96.65%
98%

40.21%
51.55%
42.27%

比较满意

3.35%
2%
49%

35.05%
40.21%

一般

0
0

9.76%
12.37%
16.49%

比较
不满意

0
0

1.03%
1.03%
1.03%

很不满意

0
0
0
0
0

胜任力和创新力

理论教学

临床实践

社会服务

科研训练

创新创业 五结合
实训教学

康复治疗学
实训教学体系

四平台

三层次

导向 专业技能实训

健康服务实践平台

康养协同创新平台

康复工程研发平台

康复技能实训平台

社会服务实践

创新创业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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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康复医学会、福建省康复医学会、福建省科协等平台发表

科普文章35篇。

4.3 实训平台建设成果显著，教学水平稳步提高

近三年实训平台不断优化建设，康养协同创新平台获省

级协同创新中心，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获省级医学技术虚拟仿

真中心，康复工程研发平台获省级康复工程研发中心，《社区

康复学》课程获国家级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作业治疗

学》获福建省线下一流本科课程，并获得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和省级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专业，2021年全国康复治疗

学专业软科排名第九名，极大提升了专业影响力。

5 小结

随着康复学科的快速发展，康复治疗师岗位不仅对康复

人才的专业能力，更是对其创新能力和岗位胜任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本团队融合实训教学中心、教学医院和社会实践基

地的资源，构建高效运行的以胜任力和创新力为导向，康复

治疗学专业多元化实训教学体系，该成果 2020年获得了中

国康复医学会教学成果二等奖。本团队将在此基础上不断

改革与完善实训教学体系，让培养的康复治疗学人才既符合

世界物理治疗师和作业治疗师的联盟标准，又符合健康中国

新时代的康复治疗学专业领域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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