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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事业发展70年巡礼·

中国康复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历程

燕铁斌1 敖丽娟2

建国以来，中国康复医学教育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4]，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在职人员的康复医学普及、康复治疗技术的

技能培训到不同学历教育（中专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的多层次发展。当前，我国康复医学教育已经度过了发展的初期

探索阶段，进入到发展和成熟阶段，多元化康复医学教育体系正在形成，并正在融入到国际康复医学发展的潮流中。

1 康复医学教育从无到有

1.1 开设康复医学课程，开创康复医学教育先河

现代康复医学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当时，国人对康复医学尚无一个清晰、完整概念，更谈不上康复医学教育了。

医疗模式仍处于“救命治病”的生物学模式，医学教育也局限于临床医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打破了医学教育的格局，国际上“功能导向”、“以人为本”的现代康复理念，拓展了国内老一辈医学教

育家的视角。为了尽快缩短与国际医疗服务体系之间的巨大差距，普及现代康复医学知识，1984年，当时的卫生部发文要求在

全国医学高等院校临床医学专业中开设“康复医学”课程[2]，初期作为选修课或必选课。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在临床医学本科生

中学习国际上康复医学知识，并推广康复医学。此举被认为是国内康复医学教育的标志和里程碑！

与此同时，有志于推广康复医学的临床学者们，在各地开始通过“请进来”的方式，邀请香港，以及境外康复医学专家，在国

内举办不同类型的康复医学或康复治疗技术的培训班，从而开启了临床康复技能培训[3]。培训班的对象主要来自于一些与康

复相关专业的临床科室，其中也包括了中医科、理疗科、体疗科（运动医学科）等。这种成人在职培训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国内临

床上对康复人才的急迫需求。

1.2 启动“十年千人”计划，全面开展岗位能力培训

在中国康复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初期，国际组织对中国专业人员的培训鼎力相助。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时的

国家卫生部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区、香港复康会（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HKSR）的帮助下，启动

了康复医学紧缺人才培训的“十年千人计划”，即在当时的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连续举办了为期

1年的“实用康复医师证书培训班（Applied Certif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Doctors）”。培训班每年招收50人左右[3]，此培训班

先后举办了7期（1989年—1996年）。

1992年开始，卫生部又与WHO、HKSR合作，在安徽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举办了为期 1年的“实用康复治疗培训班

（Applied Certification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3]，培训对象主要是康复治疗技术人员，以培训操作型的康复治疗人员为

主，虽然此学习班只举办了两期，但因邀请的授课老师绝大多数是来自康复医学发达国家的治疗师，以介绍操作性技术为主，

因此，很受临床专业人员的欢迎。

此外，各地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与康复相关的科室，也借助于高等学校的优势，积极与不同的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各

类短期培训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临床康复治疗专业人员紧缺局面，也推动了国家教育部在高等医学院校中开设康复治疗

学历教育的进程。

1.3 WHO在中国设立合作中心，推动国内康复医学教育多元化发展

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康复的发展，WHO在中国建立了两个康复合作中心。一个是1987年在广州的原中山医科大学（现中

山大学医学院）建立的WHO康复合作中心，由卓大宏教授任中心主任，2015年由黄东锋教授接任中心主任；另一个是1990年

在武汉的同济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建立的WHO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由南登崑教授任中心主任，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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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由黄晓琳教授接任中心主任。这两个培训中心始终立足于国内及国际康复医学专业人员培训、社区康复服务模式探索，翻

译和讲授WHO重要文件，并为WHO搜集康复医学相关信息和提供专家建议。

2 康复治疗师学历教育展露头角

1983年以来，我国康复治疗人才培养教育工作经历了短期培养到正规学历教育[3—5]，现正向着专业化、国际化及多元化教

育迈进。

2.1 职业教育开创了康复治疗人才学历教育的先河

30年来，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了我国康复治疗师培养的重要途径。

1989年，我国在职业院校建立了康复技术专业，2000年教育部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增加了康复技术专业（代码

0812），2001年卫生部组织制订了中职康复技术专业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编写出版了卫生部规划教材，对促进我国

中职康复技术专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6]。2004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

行），在医学技术类设置康复治疗技术（代码 030405）及呼吸治疗技术（代码 030409）。2015年，除原来的呼吸治疗技术（代码

620409）外，康复治疗类单列并增加到三个专业，分别为康复治疗技术（代码620501，含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方向）、言

语听觉康复技术（代码620502，含言语康复、听力康复方向）、中医康复技术（代码620503）。职业教育从3年制中专教育开始到

5年制的大专教育。截止 2006年，开设康复技术专业的中专院校 77所，大专院校 64所，平均每校年招生人数在 40—52人[7]。

到2018年底，全国开设康复治疗技术的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已达278所，每年毕业生近2万人。而中等职业院校由于学校升格

及毕业生就业的困难办学院校开始逐年减少。

2.2 康复治疗师本科学历教育稳步提升

2000年国家教育部批准在部分高校开设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8]，2001年南京医科大学首开先河，首都医科大学紧随其后

于2002年招生，2003年原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停招了已开办3年的康复治疗技术大专，申请了4年制本科康复

治疗学专业。2006年，卫生部启动了本科康复治疗专业卫生部规划教材编写工作，总主编为中山大学的燕铁斌教授，系列教材

从2008年第1版（14本）至今已编撰出版了3版(19本)，为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的教材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0—2011年间教育部备案/批准开设康复治疗学（代码100307W）的本科院校共52所。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修订，新增医学技术类2个康复相关专业：康复治疗学（代码101005），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代码101008T），学制4年，均为

理学学士学位。从此，康复治疗本科学历教育开始了快速发展，仅 2012年就新增 23所办学院校。2013年—2018年，新增 81

所，截止2018年，开设康复治疗学的本科院校已达156所，开设听力与言语康复学的本科院校达8所。

2012年以来，一些与康复治疗相关的专业也应运而生。截止2018年，在体育类下开办运动康复（代码040206T）的本科专

业院校达73所，在教育类下开办教育康复学（代码040110TK）的院校达9所，在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下开设假肢矫形工程（代

码082602T）的院校达10所。这些专业的人才培养，及时应对了大健康产业及康复医疗服务多样化的人才需求。

2.3 康复治疗师学历教育向国际化发展

2002年首都医科大学在首届学生入学后使用了2+2培养模式，即将康复治疗专业学生分流为物理治疗专业及作业治疗专

业 2个办学方向[9]，2007年，该校的作业治疗课程获得了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最低教育标准认证。昆明医科大学紧随其后，在2005年招生并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设计了与国际接轨的2+2物理治

疗和作业治疗培养模式，并在2010年和2011年获得了WFOT和世界物理治疗联盟（World Confederation for Physical Thera-

py, WCPT)最低教育标准的认证，成为国内第一家物理治疗及作业治疗课程均获认证的大学[10]。2012年后，四川大学、上海中

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也分别获得了上述两个联盟的认证。截止2018年，中国已有5所院校获得了物理治疗及作业治疗

本科专业的国际认证[11—12]。

2011年 3月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育国际化专家委员会在昆明成立，南京医科大学励建安教授牵头，敖丽娟、王于

领、林国徽、王红星教授等十余位专家参考国际教育标准编写了《物理治疗与作业治疗教学指南》，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推动了我国康复治疗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同时，2016年教育部批准在医学技术类设置康复物理治疗（代码 101009T）和康复作业治疗（代码 101010T）2个特设专

业。首先是上海中医药大学获批以上2个专业，随后昆明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4所院校也获批设置康

复物理治疗及康复作业治疗专业；上海健康医学院及滨州医学院也先后获批设置康复物理治疗专业。这些新专业的设置展示

了中国康复治疗师教育开始向国际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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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生教育

3.1 康复医学研究生培养

1981年11月26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位列其中，曲绵域教授首开招收硕士

生先河；随后，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范振华教授、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周士枋教授、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赵翱教授等

也开始招收运动医学硕士生，毕业后进入到了康复医学领域服务[12]，开启了康复医学早期高学历层次人才培养工作。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学科专业时将本学科的学位名称定为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医学学位。最早招生的一批

老教授包括中国医科大学朱霖青、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南登崑、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卓大宏教

授等[13]。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8年，已有60所院校招收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硕士研究生，45所院校招收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博

士研究生。

3.2 康复治疗学研究生培养

2004—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设置物理治疗硕士（Master of Physiotherapist，MPT）课程，2年制，共举

办了3届，毕业生成为中国大陆物理治疗师的骨干[14]。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香港赛马会及香港理工大学的帮助下，四川大学

建立了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2012年起招收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及义肢矫形硕士（各两届）和博士，硕士颁发香港理工大学证

书，博士则颁发2所学校的毕业证书。2016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签署协议，开展为期8年的研究生教育合

作项目，南加州大学将为北京大学培养作业治疗专业博士研究生师资4名，联合培养作业治疗专业博士研究生15名[15]。

2017年，经过教育部医学技术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多年的努力，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置医学技术类研究生学位点。北京大

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5所学校获得康复治疗学博士点授权；天津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

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徐州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安徽医科大学、蚌埠医学院、福建医科大学、赣

南医学院、滨州医学院、郑州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新乡医学院、广东医科大学、桂林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川北医学院、昆明

医科大学、湖北医药学院、南方医科大学、成都医学院23所学校获得康复治疗学硕士点授权。由此，中国康复治疗师的高学历

教育终于在国家层面上拉开了帷幕。

4 毕业后的规范化培训

4.1 康复医师毕业后的规范化培训

2003年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成立，首届会长王茂斌教授受“卫生部毕业后教育委员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委托，牵

头起草了《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细则》、《专科医师培养标准细则》、《专科医师培养考核手册》和《专科医师培养登记手

册》等规范化培训的文件。2006年由卫生部组织专家对国内第一次申请“康复医学专业医师培养基地”试点的近五十个单位进

行了评定工作。最后由卫生部认定17家单位合格，6家单位基本合格。2009年2月，由王茂斌教授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了全国专科医师培训规范划教材（供专科医师培训使用）《康复医学》。2016年，由励建安及黄晓琳教授主编的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划教材《康复医学》，以及由励建安教授担任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医学研究生卫生部规划教

材《康复医学》，均先后出版。

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七部委出台《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康复医师分会受

命对原《康复医学科医师培训标准》和《康复医学科医师培训基地标准》进行修订和补充，次年正式颁布。从此拉开了国内康复

医学专科医生3年制规范化培训的序幕。同时，在卫健委及教育部的共同努力下，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住院医生规范化培养有

效衔接，规培证、执医证、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专科医师证四证合一的时代真正到来。

4.2 康复治疗师毕业后的规范化培训

国内治疗师的岗位培训源自于山东省和江苏省，200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开始探讨康复治疗师毕业后的规培，2009年

昆明医科大学在附属第二医院建立了2年制的物理治疗师及作业治疗师的规范化培训，2009年，卫生部印发了七个专业社区

卫生人员岗位培训大纲的通知（卫办科教发[2009]105号），2014年，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委托中国康复医学会专家制定了

《康复治疗专业人员培训大纲（试行）》[16]，并在全国各省市推广培训。2017年9月，北京市卫健委正式建立了1年制康复治疗师

规范化培训制度[17]。

5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为康复医学教育发展默默奉献

中国康复医学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几代康复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追求。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康复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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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任主任委员卓大宏教授、励建安教授、敖丽娟教授及陈健尔教授的带领下逐渐壮大，现有145位全国委员，9个专业学组，

从学历教育到毕业后教育，聚集了康复医生及康复治疗相关专业教育的各类院校及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为我国康复医学人

才队伍的成长壮大、教育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默默奉献着。树立了“康复相关专业学生技能竞赛”、“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

赛”、“创新创业竞赛”等三个竞赛品牌，建立了“康复教育国际化专家委员会”，进一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及教育国际化进程。

完成了800人的WCPT认证中国自身主导的物理治疗网上学习，有500余人通过考试获得了证书。协助教育部医学技术类教

学指导委员会完成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质量标准》的编制，以及协助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完成了《康复医学科医师培

训标准》和《康复医学科医师培训基地标准》的编制等重要工作。为中国康复医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 小结

国内康复医学教育几乎与现代康复医学引入国内同时起步，最初20年（1984—2004）发展缓慢，属于探索阶段；2004年后，

随着康复治疗进入国家正规学历教育，康复医学教育也进入了发展阶段（2004—2019）；特别是近五年来，康复医学教育更是进

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提速发展时期；未来15年（2020—2035），我国康复医学教育，特别是康复治疗教育体系将会进入一个成熟

阶段，一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康复医学、康复治疗学、康复护理学）将会脱颖而出！康复医学的专科化建设、康复治疗的亚

专业发展，将会进一步推动康复医学教育体系的完善。相信中国的康复医学教育体系一定会融入到国际发展的潮流中，呈现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发展！

致谢：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康复医学教育的先驱卓大宏教授！

衷心感谢在此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相关信息的励建安、陈健尔、王于领、王红星、何红晨、周菊芝、钱菁华、黄真等各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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