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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校进行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课程改革

组根据专业发展需求，通过梳理基础医学知识，精心设计课

程体系，提出了适合于我校的基础课程系统化建设方案。

1 国内外康复医学教育现状与基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康复医学是一门独立的医学应用学科，是现代医学不可

或缺的基本组成之一。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培养掌握康复

医学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从事康复治疗技术和康复保健的

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其专业核心能力是康复治疗技

术。随着经济的发展、临床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人们对医

疗卫生的需求不断增加，康复医疗事业在各国逐渐普及和推

广。对康复治疗人才的需求日渐迫切，推动了各国培养康复

治疗专业教育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加、法、英等

国开始设立学校，培养康复治疗师，逐渐普及至欧、澳、亚各

洲许多国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现代康复医学以来，康复医

疗事业发展迅速。1982年中山医科大学率先设立了康复医

学教研室。1984年卫生部确定在医学本科院校增设康复医

学课程，向医学学生普及康复医学知识。1992年卫生部发布

《康复医学教育方案》，制定了康复治疗师(士)、康复医师的培

养方案和教学计划。2000年首都医科大学与中国康复研究

中心合办康复医学院，设有康复医学和康复治疗技术本科专

业。一些中医院校还开设了有中国特色的康复专业。自

2001年国家教育部首次批准在高等院校正式开展康复治疗

学历教育以来，开展此专业的学院不断增多，目前大约有百

所，包括四年制本科和三年制专科。

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呈现

多样化，教学质量差别大，尤其存在基础课与专业培养目标

脱节、教学内容缺乏专业针对性、课程内容与专业课程衔接

不紧密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基础课学习虽然花费大量时间但

仍不能为专业课的学习做好铺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都强调高职院校要加

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全面提高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基础医学教育是各类医学学科的

基石，在整个医学教育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在

3年的教学期限内，使人才培养效果既满足高职毕业生岗位

技能要求、又使其具备基本理论基础及职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如何针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地设置基础课程，必将

成为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

2 优化教学内容，实现基础医学教学与专业教学目标的高

度统一

2.1 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课程改革以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和能力本位教育(compe-

tence-based education，CBE)的职业教育思想为指导，以康复

治疗师岗位需求及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在调研和广泛

征求行业专家意见基础上，参照“康复医学治疗技术师全国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兼顾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通

过优化教学内容，有机整合课程，合理构建适合本专业的基

础医学课程体系，实现基础医学教学与专业教学目标高度统

一。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对基础医学课程进行解构与重构，去

掉重复内容、合并类似内容，强化基础内容、保留实用内容，

扬弃过时内容、增加特色内容。

2.2 课程改革思路与总体目标

首先开展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全面系统设置基础医学课

程。作为教学的主要要素之一，教学内容一直是教学改革的

重点，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因此，课程改革重点在于教学内容

的选取与组织。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通过调研明确各

课程在专业学习及岗位工作中的重要性及其教学内容的主

次等；第二步是依据调研结果，从优化教学内容入手，正确处

理各课程之间的交叉渗透，力争使“课程内容系统化，基础知

识专业化”。

通过设计系统化的教学内容及恰当的教学方法，构建具

有专业针对性的基础医学课程体系，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提

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资源；训练学生对基础医学知识的掌

握从“变”中逐步掌握“不变”，再以“不变”应“万变”；养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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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学习习惯及严谨的工作态度，从而促进学生“迁移能

力”、“设计能力”的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对职业素质的要

求。

2.3 调研内容与结果

2.3.1 调研目的与内容：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专

家访谈法对同类院校专家、行业专家、教师、近年毕业生及在

校生进行调研，以明确各基础医学课程及其教学内容的重要

性，为满足本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及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

制定专业课程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后续课程学习或职业岗位工作中，对

基础医学知识的需求程度、现行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及科学

性、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

2.3.2 调研结果:同类院校专家问卷结果显示，解剖、生理、

免疫、病理、药理五门学科中，重要程度依次为解剖、生理、药

理、病理、免疫。行业专家认为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主要的基

础知识是解剖学，运动系统及神经系统占学时比例在目前

50%的基础上可继续加大课时比例，尝试以人体部位为单位

进行结构、功能，甚至包括疾病表现，以及治疗在内的一体化

教学模式等。

专业课教师特别强调解剖课程改革应与康复专业课程

有机结合，按专业课需求调整解剖课内容与授课计划，加大

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学时比例，调整授课顺序，加大实验课

比例。基础课教师提出基础课程不仅要与专业课做好衔接、

打好基础，各基础课程之间力求合理交叉衔接。

近三年毕业生访谈及问卷调查表明：从基础医学课程对

岗位的重要程度来看，全部被调查对象认为解剖最重要，认

为生理、药理、病理和免疫知识很重要的比例依次为93%、

60%、47%和 47%，重要程度一般的比例依次为7%、40%、

53%和40%，而认为微生物及生化知识不重要的占90%以

上，但他们认为康复医学治疗技术士（师）资格考试时这两方

面知识都涉及，在校期间也应该学习。从我校在校生,尤其

是大三实习学生的座谈中了解到：解剖知识最重要，其次是

生理，其他学科知识也应该学习一些。学生都希望在基础课

教学中能引入临床病例，与临床实际密切联系。

对康复医学与治疗技术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习

题集丛书《精选模拟习题集》初级士、师和初、中级各两套模

拟题进行分析，从药理、微生物、免疫、生化这四学科的题量

之比来看，初级士、师试题依次为19∶8∶6∶4，初、中级试题依

次为12∶11∶5∶2，数字足以说明其重要程度。

2.4 优化教学内容，系统构建具有专业针对性的基础医学

课程体系

从上述调研结果分析，行业专家、专业教师及实习学生

一致认为，各门基础医学课程的重要程度依次为：解剖、生

理、药理、病理、免疫、微生物和生化，其中解剖和生理最重

要，其他几门课程给与必要的基础知识即可。因此，我们将

本专业的基础医学课程精心设计，淡化学科，将原学科型课

程进行解构与重构并整体设计，按照学生认知规律，构建从

人体结构到功能、从宏观到微观、从正常到疾病基础再到治

疗药物的系统化的基础医学课程体系，最终形成《正常人体

结构》、《正常人体功能》、《疾病学基础》和《实用药物基础》四

门课程，各课程均包括理论及实验两部分。教学内容贴近专

业，与专业课充分对接，将工作过程常见的实例融入实践教

学中，并将执业资格考试知识融入教学中，使基础课程向专

业化方向发展，为专业课程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正常人体结构》包括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知识，是康复

治疗技术专业基础课程中最重要的核心课程。《正常人体功

能》是研究人体的功能、物质代谢及规律，包括生理学、生物

化学知识，是本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疾病学基础》包括医学

遗传学、病原生物学、免疫学及病理学等学科相关基础知识，

是以疾病为主线，从疾病内外病因、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

转归进行组织、序化的整合课程。《实用药物基础》主要阐述

常用药物的用药知识。

上述课改成果已列入2011年新的专业教学计划中，并

于2011级新生实施，其教学效果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课

程建设与改革是教学改革永恒的主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包括

各课程具体的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等各教学环节的设

计以及教学资源的建设等，需要不断强化内涵建设，为现代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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