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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可行性分析

葛瑞东1 郭京伟1 于天源2 崔婷捷1 葛丽君1 白 硕3 谢欲晓1，4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以中医药学为主干学科的全国

重点大学，由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和北京市共建。

为了满足国内康复医疗的巨大需求，该校针灸推拿学院

于2002年开创性地开设了七年制中医学专业针推康复方向

（授予医学硕士学位），以该学院理论教学为主，北京中医药

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康复教研室（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学科）

临床教学为辅，至今共招收 2002、2004、2006、2008、2010 五

届学生，其中已先后毕业四届，共百余人，为我国培养了一批

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高层次专门人才，同时为该校中西医结

合康复医学教育积累了一定经验。

1 康复治疗教育的发展现状

目前，世界各个医疗发达国家的康复治疗学正在蓬勃发

展，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先进经验。例如美国物理

治疗师职业分为物理治疗师(physical therapists，PTs)和助理

物理治疗师 (physical therapists assistants, PTAs)。美国物

理治疗教育与临床医学专业一样，采取的是研究生学历教

育，即就读学生必须先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取得学士学位后，

才可以申请就读物理治疗专业[1]。美国有两种形式的物理治

疗学历教育，一是物理治疗博士学位 (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DPT)，二是物理治疗硕士(master of physical thera-

py，MPT)或者物理治疗科研硕士(master of science in phys-

ical therapy，MSPT)，总体趋势是全部向博士教育转变，从

2014年以后，美国将不再有物理治疗硕士专业[2]。因此，美

国康复治疗教育有着严密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特别是物理治

疗学(physical therapy，PT)已成为美国教育的热门专业。国

外和港台地区的康复机构中，往往只有几个康复医师，更多

的是各种治疗师群体[3]。例如，全香港只有几名注册的康复

医师，却有近千名康复治疗师，并且一半以上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他们的治疗师培养主要来源于香港理工大学的康复

科学系，该校开设了本科专业及硕士、博士学位点。目前我

国内地还没有开设康复治疗学的博士点，开设的唯一硕士点

是四川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办学的成果，该项目自2013

年开始启动。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康复治疗学专业发展的现状如下。

2000年度经教育部备案和批准，在南京医科大学设置本科康

复治疗学专业（100307W），开创了中国内地开办正规本科康

复治疗学专业的先河。南京医科大学于 2001年 9月开始正

式招生[4]。在北京地区，首都医科大学于 2002年 9月亦开始

正式招收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5]。康复治疗学专业的设立为

我国康复医学教育的全面发展并融入国际康复医学奠定了

基础。此后申办康复治疗学专业的院校逐年增多，根据教育

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 2015年 12月教育部备案或批准了

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医学院校

73所，其中中医药院校20所，学制均为4年，授予理学学士学

位。2011年 3月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修订一稿）已将《康复治疗学（授予理学学位）》列为正

式专业目录，专业代码：101005。可以说，康复治疗学专业的

设立，对于我国提出的到2015年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

服务”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复治疗学专业是一门新兴学科，不同于以往医科院校

的其他专业，是科学技术与医学相互渗透结合，逐渐发展形

成的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医学应用技术学科专业[6]。康复治疗

学专业培养的是康复治疗师（PT、OT、ST），而不是康复医师，

所以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实际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初步掌握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系统掌握现代康复专业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和相关知识，并有一定实践能力、科

研能力和创新协作精神的高级康复治疗师[5]。

2 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分析

由于社会的进步、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交通事

故的增加，人民群众对康复服务的需求量日趋增加，对康复

治疗师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中国康复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

物理医学和康复分会根据原卫生部康复资源调查结果，进行

了“十二五”期间康复治疗师需求调研和分析，显示当前我国

治疗师缺口达 10万人[7]。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明文

规定二、三级综合医院必须设立康复医学科，属一类临床科

室，作为评审综合医院等级的必备条件。1996年原卫生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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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发了（卫医发[1996]第13号）《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管理

规范》的文件，文内对二、三级医院康复医学科人员配置及硬

件做了明确规定。人员配置最低要求：二级医院康复医师≥
1名，康复治疗师≥2名；三级医院康复医师≥2名，康复治疗

师≥4名。2009年公布的《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管理规范（修

订稿）》对人员配置要求更高，然而目前我国内地的康复专业

技术人员无论在数量、质量上，还是和实际需求量及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最低要求均相差甚远，尤其康复治疗

师更为突出。

3 该校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必要性

目前北京地区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的高校仅有首

都医科大学（2002年开始招生），每年PT、OT两个专业方向

班，年毕业生在 50人左右，还有一些高职院校（北京卫生职

业学院）开展康复治疗学专业（大专、中专）的招收，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尚未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

仅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开设了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的硕士、博士学位（康复医师）。然而根据北京卫生信息网的

统计，截止2015年12月，北京地区共有三级医院108家、二级

医院125家、一级医院4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979家、

疗养院1家[8]，因此仅北京地区康复治疗师需求缺口就很大。

近三十年，我国康复医学事业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

其是我国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大会（北

京 2013-6 ISPRM），本次大会上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

主任励建安教授已成功当选本届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

会主席，这标志着我国康复医学的发展已得到了国际认可。

如前所述，我国大部分高等中医药院校均已开设本科康

复治疗学专业，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全国中医药学界的最高

学府，理应站在社会需求和学科建设发展的最前沿，开设本

科康复治疗学专业，为培养具有现代康复医学知识和技能

的、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高层次康复治疗人才做出贡献。

4 该校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实施方案

为了培养具有中西医康复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实际工作

能力的康复医学实用型人才，该校针灸推拿学院已于 2002

年开始招收了 5届中医专业 7年制针推康复方向学生，先后

培养了100余名优秀毕业生，为该校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教

育积累了一定经验。因此，该校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仍

可以按照学校理论教育为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

康复教研室（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学科）临床教学为辅的模

式开展。参照教育部下发的《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教育设置

标准》，该校针灸推拿学院为主、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学科为

辅的联合教学培养模式完全可以满足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

专业所需的师资力量。

4.1 培养目标[9]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需求的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中西医结合技能型康复医学人才。经过 4年的规

范化培养，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

掌握扎实的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的基本知识和实际操作能

力，能够独立完成神经系统疾病、骨关节系统疾病、儿科疾病

及呼吸循环系统疾病所导致功能障碍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

疗；具备一定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为各级医疗机构（尤其是

中医系统）的康复医学科、各类康复中心输送高水平的康复

治疗师。

4.2 课程设置[10—19]

既要突出该校中医学的特色和雄厚实力，又要尽量跟国

内同步，逐步跟国际接轨。因此参照国内开设本专业较早的

南京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台湾

大学等，结合我国现阶段医疗市场对于康复治疗人才的特殊

需求方向，以及毕业生就业多方面因素，定位在“以PT为主，

兼顾OT、ST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康复治疗人才”。随着国内

康复治疗学的深入发展，以及该校在本专业的教学实力和经

验的积累，逐步分化为PT、OT、ST、康复工程等亚专业。

国际康复医学教育现状已发展成为物理治疗专业和作

业治疗专业，成立了世界物理治疗师联盟（WCPT）和世界作

业治疗联盟（WFOT）等国际组织。因此课程设置和教学计

划，还应参照WCPT和WFOT的教育标准，重点加强PT、OT

等康复专业课的教学，争取使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达到国际

标准。为大陆早日加入WCPT和WFOT打下坚实基础。因

此要重点加强康复专业课的教学，尤其是要加强实践教学，

理论与实践教学之比能够达到1∶1-1∶1.5，突出能力培养。

4.2.1 公共基础课（7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学英语，医学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医学统计学，科研思路与方法。

4.2.2 专业基础课（13门）：医用物理学基础、医用化学与生

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经络腧穴

学、运动解剖学、神经解剖学、人体发育学、运动学、临床医学

概论（神经、骨科、儿科、内科）、医学影像学。

4.2.3 专业课（16门）：康复医学概论、运动疗法和作业疗法

概论、康复评定学、按摩推拿学、针灸治疗学、运动疗法技术

学、作业疗法技术学、临床康复医学、临床运动疗法学、临床

作业疗法学、理疗学、言语治疗学、康复心理学、康复工程学、

社区康复医学、康复治疗技术研究。

4.2.4 选修课。

4.2.5 临床见习和毕业实习：临床见习分别安排在第二、三

学年的下学期；毕业实习安排在第四学年全年，在中日友好

医院和北京市其他三甲医院康复医学科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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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材选用

选用全国性高等医科院校（中医类）教材和华夏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第一套用于康复治疗学本科专业的教材；公共和

专业基础课的教材与中医系其他教材相同。

4.4 学位授予

本专业的学制为 4年，各门考试及临床见习合格，实习

完成后进行理论及操作技能考核，同时英语及计算机考试达

标，准予毕业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5 目前该校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教育设置标

准》的相关规定[20]，目前该校开设本专业存在的问题和解决

方法见表1。

表1 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教育部要求

专业教学组织：设置康复治疗专业学科，下设中医康复治疗、物理治疗（运动疗法、理疗）、作业
疗法与言语治疗等教研组，相近课程可以合并建组；专业学科主任应具有高级职称和较高的
教学科研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及管理水平；教研组组长应由副高级职称以上教师担任、且应具
有相应的教学科研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及管理水平。

专业师资配备：专业教师应有大专以上教师任职资格；专业课教师原则大部分由校内教师担
任，亦可聘请校外教师授课；外聘专业教师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以及丰富的临床实践和教学
经验，有正式聘任手续，并要相对稳定；专业教师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者不低于60%，高级职
称者不低于15%；专业课教师每3年应有6个月（可累计）以上的临床或专业实践时间。

专业设施配备：设置阶梯式教室/综合示教室，康复功能评定室、物理治疗与中医康复治疗实习
室、作业治疗实习室；各实验室的使用面积不少于50m2，并有相应的准备室、仪器及器械储存
室，功能相近的实验室可综合利用；专业课需具备主要的实验设备；有含本专业核心期刊的6
种以上专业杂志及几种外语专业杂志，以及专业课教学所需的标本、模型、视听教材。

临床见习和实习：有实习计划和实习大纲；实习单位有专人负责实习工作，各实习科室均有带
教老师；学校有实习管理组织和完善的实习管理制度。

该校现状

不足

不足

缺少或不足

不足

解决方法

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学科
协助解决

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学科
协助解决

学校配备

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学科
协助解决

6 结论

综上所述，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康复治疗学专业的时机

已经成熟，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我们相信经过学校各个相关

部门的通力合作，一定能够让这一新兴专业在北京中医药大

学生根发芽，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饱满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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