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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胜任力是指绩效者所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

质[1]。近几年来，在医学生的培养中已将岗位胜任力提升到

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许多专业都结合岗位胜任力的要求来

设计人才培养方案[2—7]。

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培养以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康复治疗技术人才的专业。康

复治疗师的岗位胜任力要求作为康复治疗师必须具备在社

区中承担康复评价、康复治疗、康复指导、康复宣教的能力；

具备了解社区环境，利用社区康复资源的能力；具备了解残

疾人等康复对象的心理、生理及功能障碍等能力。康复治疗

技术专业在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的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岗位

胜任力的要求，并根据要求组织实施。体验式教学方法，尤

其是走出课堂的社区体验式教学，能让学生深入社会去了解

残疾人，了解康复治疗本身的意义，能增加学生对康复治疗

师岗位胜任力的理解。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1、2012 级康复治疗技术学生中开展社区体验式

教学，两届学生平行班中，都以一班作为实验班，人数共计70

人，二班作为对照班，人数共计73人。两个班级为根据高考

成绩随机排班，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完全相同。

1.2 方法

实验班的专业课程多采用社区体验式教学模式，学生多

需走出课堂进行情景与角色体验。而对照班则按照传统教

学模式为主，专业课程教学方式以课堂内讲授、PPT、图片、

视频或室内模拟为主。比较两个班级在团队互助、康复理

念、人文关爱、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别。

1.3 体验式学习方法设计

1.3.1 情景式角色体验：“情景角色体验式教学”采用科学的

“多重感官学习法”，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价

值，充分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指导思想，构建教师

与学生交互式的教学关系[8]。我们在作业治疗、综合实践、社

区康复、疾病康复这 4门专业课程中设计情景式角色体验。

例如体验轮椅出行、拐杖出行、偏瘫、盲人出行，应对出行可

能碰到的实际问题，体验患者需要用到的能力，从而掌握康

复技能。见表1。

1.3.2 社区互动式体验：在高职教育中，学生不仅要系统地

学习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解决

现实问题，同时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沟通技巧[8]。在专业课程

中安排学生去社区实践，感受社区康复环境，培养学生沟通

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使康复专业知识在社区中得到实践。

见表2。

1.4 多元化评价方法设计

体验式教学的评价方法往往是多元化的，更多注重过程

考核、作品考核、团队考核；注重学生情感、素质、态度的评

价。在评价方法的设计方面，我们多采用学生小组评价、教

师评价、行业专家评价、操作考核等结合的方式。其中操作

考核有明细的考核标准，其他评价方式均通过学生的汇报、

提问、操作、回答整体给分。以社区康复课程举例，学生以小

组的形式完成各项学习体验任务，并以制作PPT的形式汇报

体验结果，教师给予小组集体评价，这中间更注重评价学生

完成任务期间的团队合作、分工、情感、态度。而社区康复整

门课程的教学评价则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教师反馈，听取行

业专家在实习期间对学生的整体评价来验收教学的成效。

2 结果

学期结束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调查问卷、自我评

价、期末成绩等方式进行教学效果对比。调查问卷和自我评

价以满意和不满意两个选项回答。两年里，无论是实验组还

是对照组在期末最终成绩上差异不大。但根据卡方检验统

计，实验组在自主学习能力、人文素质提升、解决问题、应用

知识能力方面都优于对照组（P＜0.05）。在后续课程的反馈

中，实验组的学生在专业热忱度、学习能力方面也都优于其

他学生。见表3。

3 讨论

体验式教学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40年代的英国[9]，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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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体验式学习模式在美国的普通学校教育

教学过程中得到普遍运用[10]。近年来，体验式教学在我国基

础教学中运用的比较多。医学领域的护理教学，心理学、解

剖学、生物学、中医基础教学、临床护理教学、医患沟通教学

等也有尝试，多以案例式教学、角色体验式教学、情景模拟教

学、情感体验式教学等形式为主[11—12]，经过体验式教学的学

生在学习效果和学习主动性上都有明显的提高[13—15]。

国内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教学中，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

都有一些体验式教学的尝试，但都是以课堂内体验居多，未

见有课堂外体验式教学的文献报道。普通体验式教学虽能

激发学习兴趣，但在课堂内的体验不能很好地让学生了解真

正的康复环境，体会到残疾人的功能障碍在社区中遇到的阻

力。因此，社区或户外体验式教学，能帮助康复治疗学生在

真实的环境中，体会到残疾人或康复对象由于功能障碍在参

与社会过程中的阻力，感受在社区中康复的迫切感，感受社

区环境对康复对象的制约；体会到如何在 ICF理念下，结合

残疾人和社会条件，开展各种康复治疗计划和方法的制定的

重要性。在体验式教学方法设计的同时，也要重点考虑解决

以下几个问题：

3.1 学生对体验式教学方法的适应性

习惯了传统教学方法的学生对体验式教学，尤其是社区

体验式教学方法存在一个适应过程。社区体验式教学大多

按小组来完成，如何发挥小组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和作用，

如何设计教学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小组的任务中，而不

是置身事外。在每一次体验后，如何激发学生能结合专业引

发对体验内容的思考，能在体验中提高专业知识，是在教学

中要精心设计和把控的重点环节。

3.2 教师设计和组织能力的考验

社区体验式教学中，教师由过去的知识权威变为平等的

参与者与协作者，社区体验式教学方法并不适合所有的教学

内容，教师要在掌握学生的实际状况之后，根据实际状况和

教学主题设计活动方案。如何更为有效地创造适合教学内

容和学生实际的情景，以及如何顾及到学生体验水平的个体

差异，最大限度地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达到深刻的体验，这

需要教师大量的课前准备和进行任务的设计，以及在课堂上

能针对学生发言表现灵活的调控。这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3 教学评价设计

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无法看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提

高，不适应体验式教学的教学评价，因此应采取更为有效的

评价方法。新的评价方式重在学生个体评价，要注重对学生

的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结果和过程同等重要。

表1 情景式角色体验教学举例

情景设计

1.轮椅出行

2.拐杖出行

3.模拟盲人出行

4.偏瘫患者出行

5.医患沟通

工作任务

模仿截瘫患者，驱动轮
椅出行，到指定目的地
（商场、公厕、图书馆、车
站）

模拟下肢骨折患者，扶
双拐出行，过各种障碍
物（桥、上公交车、楼梯、
石子路等），到达目的地

模拟盲人，完成某个任
务（坐公交车、去银行存
钱、去超市购物等）

模拟偏瘫患者，用划圈
步态到目的地（超市）买
一个东西

给予场景，角色扮演，解
决问题

教学要求

分组进行，每组4人，达到
不同的目的地。由一人扮
演截瘫患者，一人拍摄录
像，另两人辅助患者，并负
责安全。

分组进行，每组4人，达到
不同的目的地。由一人扮
演下肢骨折患者，一人拍
摄录像，另两人辅助患者，
并负责安全。

分组进行，每组4人，完成
不同的任务。由一人扮演
盲人，一人拍摄录像，另两
人辅助患者，并负责安全。

分组进行，每组4人，到达
指定地点，完成任务。由
一人扮演偏瘫患者，一人
拍摄录像，另两人辅助患
者，并负责安全。

分组进行，给予一定的情
景或病案，两人或多人角
色扮演患者方与家属方，
就某个治疗过程问题进行
必要沟通。

岗位能力要求

1.能单独驱动轮椅
2.能根据路面情况使用
轮椅技巧
3.上肢力量训练
4.能应对社区内不安全
因素

1.能单独使用双拐
2.能应对不同路面障碍，
安全使用双拐
3.身体协调
4.上肢力量训练
5.体力要求

1.感知能力训练
2.协调性
3.触觉强化
4.平衡能力训练

1.步态训练
2.耐力训练
3.协调性
4.认知能力
5.平衡能力

1.语言沟通能力
2.处理问题的能力
3.对疾病相关情况掌控
能力
4.法律、伦理

人文素质要求

1.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2.体验残疾人感受
3.体验社会对残疾人
的关注度

1.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2.体验骨折患者出行
感受
3.训练毅力

1.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2.体验盲人出行感受
3.训练耐心
4.体会社会上各种不
利出行的因素

1.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2.体验偏瘫患者出行
感受
3.毅力、耐力培养
4.爱心支撑

1.换位思考能力
2.责任心、耐心
3.团队合作
4.沟通能力

评价方法

拍摄录像
PPT汇报
小组团队评价

表演
过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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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学效果的长效观察

社区体验式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培养重视学习过程，重视

情感态度、能力和价值观，这些内容的评价不能以客观考核

分数为评价指标，应更重视学生在个人康复职业成长历程中

的价值转变。因此，更应重视长效观察体验式教学的效果，

重视学生自我内心的价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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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社区互动式体验教学举例

互动设计

1.社区环境改造

2.病例随访

3.社区调研

4.社区服务

工作任务

到不同的公共场所，寻
找不利于残疾人出行的
环境，并提出改造方案

医院指定病例，学生通
过必要沟通，主动询问
病史及治疗情况

对残疾人、社区医院、综
合性医院、民政系统、残
联系统、教育系统开展
残疾人社区康复调研

利用周末到社区做康复
咨询和服务

教学要求

分组进行，分别到指定场
所（电影院、商场、车站、超
市、酒店、公厕等），找出不
利于残疾人出行的环境因
素。用相机记录，并提出
改造方案。

与一般见习不同，带教老
师不介绍病例，学生通过
自己沟通，进行主动询问
或评价
分组进行

分组选择不同的调研对
象；
设计调研表；
实地调研
调研总结

分组进行，到附近社区服
务，并结对残疾人家庭，实
施康复指导

岗位能力要求

1.残疾人社区环境要求
2.环境改造能力

1.语言沟通能力
2.病史询问能力
3.康复评定
4.康复计划制定

1.了解社区康复资源
2.提前了解就业环境
3.了解社区康复现状

1.评估能力
2.沟通能力
3.康复治疗能力

人文素质要求

1.细心、耐心
2.团队协作
3.观察力

1.团队合作
2.医患沟通
3.耐心、信心
4.工作计划性

1.文档设计
2.沟通
3.总结
4.团队协作

1.团队协作
2.爱心
3.责任感

评价方法

照片整理
PPT汇报
小组团体评价

PPT汇报
小组团体评价

过程评价
小组团体评价

过程评价

表3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评价比较 （例,%）

评价项目

对课程满意度
有助于学习能力的提升
有助于协调合作能力的培养
有助于对残疾人的人文关爱
的提升
有助于提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有助于将知识应用于实践
对这种教学方法的评价

实验组
(n=70)

67（95.71）
60（85.71）
68（97.14）

70（100.00）

62（92.86）

66（94.29）
60（85.71）

对照组
(n=73)

66（90.41）
49（67.12）
21（28.77）

34（46.58）

56（76.71）

50（68.49）
49（67.12）

χ2值

0.150
5.013

68.134

48.462

1.941

12.874
5.013

P

0.698
0.025

0

0

0.164

0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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