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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结合型人才筑底运动康复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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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运动康复人才才能筑底运动康复专业建设，从

根本上促进运动康专业的发展。 本研究通过转变人才培养理念、以赛促教、专业特色建设引领就业等方式促进

人才培养，既可使我校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路径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优化，也可为外校运动康复人才培养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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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康复作为实现人的健康的重要绿色手段，其理念

和方法近年来在我国得到快速传播和发展。 2016年以来，

随着国策的推出，运动康复所包涵的应用价值已从为竞技

体育服务扩展到“推动体医融合发展”[1] ；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到的重要举措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 2035 年

要实现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

康中国”[2] ；在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新形势

格局下，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也必将迎来新

的发展空间。 在新的发展阶段，以体医结合型人才筑底运

动康复专业建设的发展理念来促进服务于全民健康的新

格局的形成，成为运动康复专业特色建设的一个方向。

一、我国运动康复专业的发展概况

（一）开设运动康复专业的院校分类及各自特点。

目前，在国内有 4 类院校开设运动康复专业:医学类

院校、师范类院校、体育专业类院校和其他综合类。 学制

均为 4年，毕业后授予理学或教育学学士学位。 据统计，

11所院校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占总数的 20.37%，43所院

校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占总数的 79.63%（医学院校全部授

予理学学位）[3] 。 医学类院校的运动康复专业侧重医学基

础知识、临床经验和实践技能比较丰富，但课程体系中涉

及运动的课程较少；体育类和师范类院校的特点是侧重体

育理论知识和运动技能较扎实，但医学知识和临床康复实

践技能相对薄弱。

（二）运动康复专业建设新范例。

专业认证范例:目前国内已有 6 所院校获得 PT、OT

国际标准认证，为运动康复专业本科教育标准化和专业认

证提供了范例。 学科建设范例:2020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

公布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

交叉学科名单中，14 所医学院校在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中

出现了人文医学、再生医学、环境与健康学等自主设置的

交叉学科，也为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范例[4] 。

岗位设置范例:2020年 10月 2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体育总局关于深化体育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中说明，设置了运动防护师岗位[5] ，为 2020 年北京体

育大学矫玮教授在报告中提到的运动康复师岗位设置提

供了依据。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1.专业人才数量少，缺口较大。 2014年全国 34所本科

院校运动康复专业招生人数总计 1421 人。 2018 年 67 所本

科院校招生运动康复专业，推测毕业人数在不足 3000 人。

有数据显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上海，物理治疗师和作

业治疗师合计每 10万人中仅有 3.28人[6] ，说明我国康复人

才缺口较大。

2.培养目标不明确，就业领域模糊。 运动康复专业各

门课程培养目标，各所高校凭借自身理解而设定，无成熟

的可参考依据，导致培养目标与就业领域偏差较大，使运

动康复专业的就业去向和就业率受限。

3.课程内容陈旧，缺乏针对性。 开设运动康复专业的

学校多沿用之前课程的筹建基础来讲授课程，未与运动康

复专业教学内容有效结合。 例如:体育类院校多套用运动

人体科学或体育教育等专业的课程内容，综合类院校多沿

用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内容。

4.师资力量薄弱，缺乏专业教师队伍。 运动康复专业

的教师需要具备体育学、医学方面的理论专业知识，还要

具备较强的运动康复实践操作技能，能够达到此标准的专

业教师稀缺。

5.实践教学比例偏低，实操训练受限。 运动康复专业

为应用型专业，学生的技能训练非常重要，但是目前从课

程设置来看，专业课实践教学时数所占比例偏低，对于培

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存在一定的制约性。

6.执业定位有瓶颈。 目前在我国部分省市，对于运动

康复专业的毕业生，在治疗师资质考试、就业招聘目录中，

不同程度地存在运动康复专业受限制的瓶颈问题
[7] 。

二、我校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一）制定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学制:全日制，学制 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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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学位: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2017 年，辽宁省教育厅批

复运动康复专业转型为应用型专业。 随之，对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了修订。 专业培养目标:具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运动康复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传统康复治疗技

术、运动损伤防护、体能训练、体适能健身等基本技能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构建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必修课理论教学共 1460 学时，

课内实践教学共 938 学时，理论 ∶实践 =1 ∶0.64，专业课

程教学模块增加了实践课教学时数，与理论课教学时数达

到 1 ∶1。 课程设置上由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临床专业课、

康复治疗专业课 4个模块，增加了体育学课程和临床桥梁

课程，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感知能力和临床思维。 开设实

践类的运动康复工作室经营与管理课程，建立学生的职业

意识。 在毕业实习重要环节，运动康复专业的毕业实习由

3个月的康复治疗轮转实习之后，安排 5 个月的运动康复

专业实习。 突出对专业能力和专业思维的培养。

（三）开展国际交流。

在修订完善专业课程的同时，我们也与国外同类院

校进行过交流。 2019年，对芬兰坦佩雷应用科学大学物理

治疗专业进行实地考察，在课程设置和专业应用理念方面

进行了深入交流。 其前 3年 17门专业核心课程中教学知

识点与锦州医科大学运动康复专业 11门课程中教学知识

点相对应，也说明我们课程设置的专业性和成熟性。

（四）培养科研能力。

开展科学研究与探索:结合实践课程，教师引导学生

结合本专业特色申报项目，带领学生开展 2 项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每个项目都与运动康复专业相关，教师

教学能力和科研成果，促进运动康复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

的发展。 服务社会项目加强师生实践能力培养:学院在教

学、科研活动的同时，不断开拓新项目，为国家级运动队做

运动康复服务保障、科研人员下队服务项目，与锦州大型

综合健身中心开展体医结合的校企合作项目，与锦州市政

府职能机构合作，承担锦州地区国民体质检测项目。 通过

这些项目的开展，提高了师生们的专业实践能力，体现出

高校特色专业的服务社会功能。

（五）拓宽就业渠道。

锦州医科大学康复与运动医学院于 2020 年 10 月承

办了辽宁省首届大学生康复技能大赛，并取得了运动康

复、康复治疗学两个组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通过大赛检

验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综合质量。 近年来，运动康复专业

有近 20%的学生考取研究生，其中有多名学生考入北京

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的运动康复硕士

研究生，多名学生进入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北京德

尔康尼骨科医院、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江苏苏宁足球俱

乐部、国家足球秦皇岛训练基地、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局、

北京舒坦运动康复医疗机构等竞技体育领域就职，这些都

体现出我们的人才培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拓宽了学生的

就业渠道。

三、促进运动康复专业发展的策略

（一）转变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理念，调整课程结构。

转变教育观念，实施应用型转型发展战略[8] ，对于人

才培养目标与定位需紧密结合企业所需，与岗位职业需求

的契合度紧密对接，力求培养适合本行业社会需求、面向

市场的应用型人才。 为培养出应用型运动康复专业人才，

以“体医融合”为核心，不断优化课程结构，不断促进专业

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教学的优化组合，结合我校运动康

复专业的办学特色和未来岗位需求，明确不同课程的培养

目标，充分发挥不同课程的育人功能。

（二）深化校企合作，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拓宽就业渠道。

借鉴辽宁省高校体育产业校企联盟中的“订单式人

才培养”[9]
项目的培养理念，力求培养适合本行业社会需

求、面向市场的应用型人才。 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除了

通过校内康复技能实训平台学习常见的康复训练技术以

外，同时还借助企业平台，定期选派学生深入企业，了解行

业前沿新理念、新技术，通过校内外联动，培养学生就业所

需的实操能力，提高学生的执业能力。 2020 年，我校运动

康复专业与锦州市力道健身中心共同打造了具有“医体

结合”特色的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鸿道运动康复工

作室。 使学生切身体验了将运动与康复手段相结合的

“体医结合”的运营模式，并在未来继续让学生体验和参

与该项目。 这是从课程开设到实际行动的落实过程，促进

了应用型专业与行业的实质性对接。 同时，“全民大健康”

的战略背景下，运动康复成为科学手段已深入人心，使医体

结合的背后，产生巨大的适用群体，为医疗卫生、体育产业

带来新的市场和商业机遇，也拓宽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三）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提升教师执业能力。

欲培养出专业本领过硬、综合素质较高的专业人才，

具备高素质的师资团队是前提。 在对教师进行日常教学

管理的同时，鼓励青年教师外出学习与继续深造，使教育

者先受教育，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与时俱进，才能保证教

学质量，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另外，加强与临床和企业

的合作
[10] ，整合校内优质资源，引入临床和企业优秀人才

为学生进行康复技能培训，深入了解运动康复专业职业能

力需求，构建学校—临床—企业的互补型专兼职师资队

伍，为确保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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