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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康复治疗技术 

专业代码：5206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中生和三校生 

三、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 3 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四、职业面向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对健

康的追求也日益迫切，特别是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康复治疗专业人才需求旺盛、就业前景

广阔，就业面广，发展空间大，就业待遇优越、工作环境好。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毕业生可以在

各级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医院、保健康复机构从事康复治疗、保健与评价工作、综合

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中心(康复医院)从事康复治疗师技术工作，也可到疗养院、特教学校、

福利院、省、市或县残联康复中心、体育医院或运动队医务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单位从事

康复治疗等工作，或继续攻读研究生。 

五、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劳等全

面发展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初步掌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础上，系统掌握康

复医学专业知识及实践技能，并熟悉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知识和中医临床医疗技能，具有各科疾

病康复治疗和评价工作的能力，能在各级各类医疗、康复机构从事康复治疗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知识结构 

（1）掌握与医学相关的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和科

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医学实践； 

（2）掌握生命各阶段的人体的正常结构和功能、正常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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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生命各阶段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包括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认识到环境因

素、社会因素及行为心理因素对疾病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 

（4）掌握生命各阶段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及防治原则； 

（5）掌握康复治疗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  

（6）掌握康复治疗常用的功能评定技术； 

（7）掌握中医学基本理论及针灸推拿学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 

（8）了解常见传染病的防治原则； 

（9）熟悉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 

2、能力结构 

（1）具有运用康复治疗学方法和技术，包括运动疗法、物理疗法、作业疗法、言语治疗

等进行康复治疗的基本能力； 

（2）具有一定的社区康复知识和方法、能组织开展社区康复活动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配合康复医师、护士等进行康复治疗工作； 

（4）具有较强的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 

（5）具有独立辨证论治、运用针灸与推拿临床技术的能力； 

（6）具有结合临床实际，独立利用图书馆和现代信息技术获取新知识与相关信息，了解

康复医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方向、研究医学问题的能力； 

（7）运用循证医学的原理进行医学实践，完善诊治方法； 

（8）具有用一门外语阅读医学文献的能力； 

（9）具有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 

3、素质结构 

（1）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忠于人民，

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身； 

（2）关爱病人，将预防疾病、驱除病痛作为自己的终身责任，将提供临终关怀作为自己

的道德责任，将维护人民的健康利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3）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有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对于自己不能胜任和正确处理的医疗问题主动寻求其他医师的帮助；  

（4）尊重病人及其家属，尊重他们的个人信仰，理解其人文背景及文化价值。具有与病

人及其家属进行交流、沟通的意识和能力，使他们充分参与和配合治疗； 

（5）在职业实践中重视伦理问题，使促进健康、防治疾病的工作成本低、效果好，发挥

可用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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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识到在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去追求准确的诊断或改变疾病的进程时，能考虑到病

人及其家属的利益； 

（7）树立依法行医的法律观念，具备法律保护病人和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8）树立终身学习的发展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断追求卓越，具备从

事临床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和发展潜力； 

（9）树立辩证批判的创新观念，具有科学态度和一定的科研基础能力，具有熟练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具参与现代科学技术竞争的基本素质和发展潜力。 

4、技能资格证书 

本专业毕业生要求取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证书（专科 A/B 

级）》和卫生部颁发的《康复医学治疗士（师）》。 

六、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一）人才培养模式 

康复治疗这一学科在我国起步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是非常晚的，受我国传统教育理念和应

试教育的影响，许多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康复治疗技术人才存在着动手能力差、职业素养不高

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阻碍着我国康复治疗行业的前进与发展。若想改变这种现状、推动我国康

复治疗行业的发展，就需要以市场对康复治疗人才的需求为基础、建立院校合作模式，充分地

利用医院的资源并发挥学校的优势让学生将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之中，从而提高自

己的动手能力、强化自身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样学生就能够提高自身水平从而在市场的

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于社会来说，康复治疗师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因此而提高，大大缓解了

康复治疗师稀缺的现象。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与合作医院开展深度的院校融合，通过对学生严

格的操作实训来提升他们自身的职业技能和专业水平。 

学院贯彻“教、学、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行业背景与专业特色，以职业生涯发

展为目标，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进行设计，坚持“职业能力本位、适于个性发展”原则，通

过深入合作企业调研和毕业生回访，对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岗位设置、工作对象、典型工作任

务和典型职业能力进行深入调研，归纳出就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总结出学生胜任工作

岗位需要的职业能力和素质要求，设置公共基础平台，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结合专业职业资格

标准体系，重新整合课程体系，设置专业核心模块，培养学生胜任临床康复治疗、中国传统治

疗、物理因子治疗、言语治疗、运动治疗、作业治疗等专业岗位的职业能力；设立包括通识选

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认知与实践、技能竞赛、技能考试、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

的个性化培养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从而构建出“基本能力与专业知识兼顾、课堂教

学与实践教学兼顾”的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重视个性化及创新精神培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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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教育，实现“职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培养、人文素质教育”三线贯穿。 

（二）课程体系设计 

1、根据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职业岗位群，分析典型工作任务，得出完成典型工作任务对应

的职业能力，结合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技能标准要求，将职业能力进行整合，构建了本专业的突

出职业技能，突出技术应用能力，优化康复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机构，使学生动脑、动手，

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知识与技能同步，克服传统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分离的缺点。溶理论知识

和技能于一体，避免教学冗余，突出专业技能与岗位能力的培养。 

2、按照岗位群的工作任务分析和人才培养模式，将课程体系分为五个模块：第一个模块

是公共基础教育模块，主要培养学生应具备的通识理论知识，注重学生专业达标和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第二模块是专业基础教育模块，这一模块培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所需的专业基础

理论知识。第三模块是核心课程教育模块，设立《康复临床学》、《中国传统康复治疗技术》、

《物理因子治疗技术》、《康复评定技术》、《言语治疗技术》、《运动治疗技术》和《作业

治疗技术》等核心课程，满足临床和社会需求。第四模块是选修课教育模块，可以满足学生对

基础知识的运用、培养实践能力、训练沟通能力等。第五模块是专业理论与实践教育模块，让

学生通过实践亲身体会到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又必须要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作指

导，带着社会实际问题去分析、去判断那些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学与用的结合这样才能使

学生遇到问题，得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增强学生们学习理论的积极性，能更好的培养学生

专业理论技术和应用能力，强调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七、教学组织 

为保障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实施，突出职业能力培养，推行“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

改革，强化“学训赛相通”的培养特色。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等实训条件，按照临床康复

工作流程、管理模式，全面推进教学模式改革，重新整合教学内容，科学设计教学项目，把典

型工作任务作为教学载体，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做到边学、边做、边练，实施课堂理论与临床

实践有效结合。 

八、课程设置 

（一）公共课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0学时）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大学生活和人生发展，保持身心健康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有

价值的精彩人生，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和职业道德，增强法律意识和树立法治精神，我国的宪法精神与法律制度等内容。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6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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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

精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等内容。 

3、大学英语（124 学时） 

本课程主要以培养学生外语应用能力为教学重点，同时传授必要的语言知识。通过教学， 

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外语资料的能力，

听说能力和基本的书写外语信函等能力，为学生进一步提高外语使用能力打好基础。 

4、大学语文（62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知识，提高学生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进行口头和书

面交流的能力，以适应学习和工作的需要，使学生比较准确地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及文字材料，

并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水平、较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较高的写作能力。 

5、计算机应用基础（60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0学时，实践教学 30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计算机基础知识、常用操作系统的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计算机网

络的基本操作和使用，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具有文字处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信息

获取、整理、加工能力，网上交互能力，为以后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 

6、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15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学生择业方面的职业测评、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法；从业方面的职业意识和

职业行为；就业方面的简历、面试等技能，同时提供就业政策、 就业信息等方面的指导；帮

助毕业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选择职业岗位，促进 学生顺利就业，提高学生未来职业可持

续发展力。 

7、形势与政策（68 学时）  

本课程主要讲授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以及我国政府的

基本原则、基本立场与应对政策，帮助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开拓视野，教育和引导大学生

全面准确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方略，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8、大学体育（98 学时） 

本课程主要通过体育基础理论，使学生喜爱体育，基本技能的传授和有效的体育实践，全

面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使学生喜爱体育，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方法，养成

体育锻炼的习惯；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乐观、自信、进取的心理品质。 

9、劳动教育（65课时） 

劳动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劳动习惯



6 

 

的教育，是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劳动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塑造健全人格、

磨练顽强意志、锤炼高尚品格。高校应该结合实际，从思想引领、亲身实践、有机融合三方面

入手，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教育体系，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 

（二）专业基础课 

1、人体解剖学（92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60学时，实践教学 32 学时） 

本课程主要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学，属于生物科学中的形态学范 

畴，是医学学科中重要的基础课程。学习本门课程，使学生认识和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

结构及人体各局部的层次解剖、重要器官的配布与毗邻关系以及解剖的基本技能，为学习其它

基础医学课程奠定必要的形态学基础。 

2、组织胚胎学（3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20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本课程主要由组织学和胚胎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组织学是用显微镜技术研究正 

常人体的微细结构及其与功能关系的学科。它可分为细胞、基本组织和器官系统三部分。胚胎

学是研究人体发育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从受精卵开始通过细胞分裂、分化、逐步发育成新个

体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研究先天性畸形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 

3、生理学（6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实践教学 12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人体生理活动的发生机制、条件以及机体内、外环境中各种变化对生理功能 

的影响，从而掌握各种生理变化的规律。 

4、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2学时，实践教学 12学时） 

本课程是研究免疫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疾病诊断和防治中的应用，以及病原微生物的生物 

学特性、生命活动规律、致病性、免疫性、实验室检查及防治原则的一门医学基础学科。其内

容包括医学免疫学、病原微生物学和医学寄生虫学三部分。 

5、病理学（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2学时，实践教学 12学时） 

本课程是学习临床护理学的重要基础课程。该学科主要研究疾病的病因、在病因作用下疾 

病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在疾病过程中机体各组织和器官形态结构的变化、代谢和功能的异常，阐

明疾病本质。 

6、诊断学基础（含影像学）（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实践教学 16学时） 

主要学习问诊、症状学、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医学影像学检查、心电图检查、其他检

查、病历及诊断方法、临床常用诊疗技术等内容，通过学习，对常见疾病作出正确诊断。 

7、中医学基础（72 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52 学时，实践教学 20学时） 

主要学习经络腧穴、耳针、头针、足部按摩基础，学习传统康复技术，（针疗技术、力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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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热疗技术、冷疗技术、电光磁中医康复技术、传统体操）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传统康

复治疗的基本技能。 

8、药理学（72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2学时，实践教学 20学时） 

本课程是护理学的基础课程之一。是研究药物与机体（包括病原体）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 

原理的学科。通过学习可以为临床合理用药奠定理论基础。可以使学生能运用药物学的知识和 

技能，在护理工作中正确执行处方、医嘱、观察药物疗效、监护不良反应并能做出初步的应急

处理。 

9、运动学基础（72 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60 学时，实践教学 12学时） 

主要学习运动保健、运动营养、运动创伤及医疗体育(运动疗法)，为临床康复治疗打下基

础。 

10、卫生法律法规（32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60学时，实践教学 12学时） 

本课程是以医疗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和法律问题为对象进行分析和解决的一门实用性法律

知识普及课程,使卫生法自身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特殊性的部门法律体系。 

（三）专业课及素质拓展课“*” 

1、康复概论（32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24 学时，实践教学 8学时） 

本课程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各种功能障碍评价的相关

知识，重点培养学生在康复治疗、康复保健、康复教育等康复治疗岗位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学生

的个性发展能力。它以《人体结构》课程的学习基础，也是进一步学习《康复评定技术》、《运

动治疗技术》、《作业治疗技术》等课程的基础。 

2、人体发育学（72 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8 学时，实践教学 24学时） 

主要学习临床医学和康复治疗学以及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练地

掌握康复治疗学的基本技能，具有较牢固的康复治疗学专业基础。 

3、康复临床学（72 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8 学时，实践教学 24学时） 

主要让学生掌握临床各科疾病的康复治疗评定和康复治疗技术，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增

强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  

4、中国传统康复治疗技术（72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实践教学 24学时） 

主要学习经络腧穴、耳针、头针、足部按摩基础，学习传统康复技术，（针疗技术、力疗

技术、热疗技术、冷疗技术、电光磁中医康复技术、传统体操）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传统康

复治疗的基本技能。 

5、物理因子治疗技术（36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24学时，实践教学 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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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物理因子作用于人体的治疗方法，包括最疗、光疗、超声热疗和冷疗、磁疗、水

疗等，具备应用物理因子进行康复治疗的基本技能。 

6、康复评定技术（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0学时，实践教学 24 学时） 

主要学习对病、伤、残患者的功能状况及其水平进行定性或定量的描述，并对其结果做出

合理解释。通过学习，学生能初步制订适宜的康复治疗计划，保障康复治疗的安全性。 

7、言语治疗技术（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0学时，实践教学 24 学时） 

主要是学生掌握语言的发育阶段及其过程，失语症、构音障碍、吞咽障碍的评定方法和治

疗技术，从而为患者的全面康复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8、运动治疗技术（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0学时，实践教学 24 学时） 

根据患者的功能情况与疾病特点，选用适当的功能活动与运动方法对患者进行训练，以达

到促进身心功能健康，防治疾病的目的。运动疗法通过功能锻炼达到功能康复。 

9、作业治疗技术（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实践教学 32 学时） 

主要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从日常生活活动、职业劳动、认知活动中选择一些作业项目，

对患者进行训练以缓解症状和改善功能的治疗方法。 

10、中医骨伤科学（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40学时，实践教学 20学时） 

是一门运用中医学理论研究骨与关节及其周围筋肉的结构、生理功能，以及其损伤与疾病

的病因病机、临床检查、辨证与诊断、治疗、急救等的基础课程。 

11、*社区康复学（64课时，其中理论讲授 52学时，实践教学 12 学时） 

本课程是一门为残疾者康复服务的工程技术科学。其内容包括设计、制造和使用各种各样

的器具和仪器，用以恢复和代替人体功能，主要是运动和感觉系统的功能。 

（四）其它 

入学教育及军事训练（90学时）   

为使学生学习军事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分期

或集中组织学生参加军训和入学教育。主要学习解放军内务、队列条例、学校规章制度等知识。 

九、教学计划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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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科技职业学院教学计划进程表 

学制：3年            专业名称：康复治疗技术             修订日期：2022年 3月 

课程类

别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考
试
方
式 

学时分配 学期分配与周学时 

总

计 

理

论 

实

验

实

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15周 16周 18周 16周 18 周 12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考试 30 30 0 2     

 

 

 

 

 

 

 

 

 

 

 

 

 

 

顶 

岗 

实 

 习 

 及 

 技 

 能 

 培 

 训 

10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考试 64 64 0  4   

1003 大学英语 考试 124 124 0 4 4   

1004 大学语文 考查 62 62 0 2 2   

1005 计算机应用基础 考试 60 30 30 4    

1006 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 考查 15 15 0 1    

1007 形势与政策 考查 65 65 0 1 1 1 1 

1008 体育 考查 98 20 78 2 2 2  

1009 劳动教育 考查 65 45 20 1 1 1 1 

小  计    583 455 128 17 14 4 2 

专

业

基

础

课 

2001 人体解剖学 考试 92 60 32 4 2   

2002 组织胚胎学 考查 30 20 10 2    

2004 生理学 考试 60 48 12 4    

2007 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 考试 64 52 12  4   

2008 病理学 考试 64 52 12  4   

2027 诊断学基础（含影像学） 考试 64 48 16   4  

2028 中医学基础 考试  72  52 20   4  

2009 药理学 考试 72 52 20   4  

2029 运动学基础 考试 72 60 12   4  

2018 卫生法律法规 考查  32  32 0    2 

小  计 622 476 146 10 10 16 2 

2026 康复概论 考查 32 24 8  2   

2055 人体发育学 考查 72 48 24   4  

2031 康复临床学 考试  72  48  24   4  

2032 中医传统康复治疗技术 考试  72  48  24   4  

2034 物理因子治疗技术 考试 36 24 12   2  

2030 康复评定技术 考查 96 60 36    6 

2033 言语治疗技术 考试 64 40 24    4 

2035 运动治疗技术 考试 64 40 24    4 

2036 作业治疗技术 考试 64 32 32    4 

2038 中医骨伤科学 考查  64  40  24    4 

2505 *社区康复学 考查 64 52 12    4 

小  计 700 456 244 0 2 14 26   

合计学时数 1905  1387   518   27 26    34    30   

 

其它 
毕业实习 960 0 960       

入学教育∕军事训练 90 10 80       

总计学时数 2955 1397 1558 27 26 34 30   

 

总学时 

 

2955 
说明：教学总学时为：2955； 校内理论教学学时：1397； 校内实践教学总学时：1558；

（包括第五学期是毕业实习 960 学时）；带“*”的课程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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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别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含顶岗实习） 

 

其他 

 

合计 

 

理论课学时 
455 476 456 10 1397 

 

所占比例（％） 
15.4％ 16.1％ 15.4％ 0.3％ 47.3％ 

 

实践课学时 
128 146 244 1040 1558 

 

所占比例（％） 
4.3％ 4.9％ 8.3％ 35.2％ 52.7％ 

 

总学时数 
583 622 700 1050 2955 

 

所占比例 

（％） 

19.7％ 21.0％ 23.7％ 35.5％ 100％ 

 

十、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机构 

本专业生师比为 1:18.2，双师型教师占转而教师比例不低于 46.1%，专任教师队伍的职称、

年龄保持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本专业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具有康复治疗技术和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

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临床实践和科研水

平。 

3、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省内各大医院和本科院校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

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和担任相应行

业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岗位，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

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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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内设施 

1、校内实践教学条件 

根据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从专业课程实施要求出发，按照“教、

学、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行业背景与专业特色，建设校内实训实训室，不断完善

人体生命科学馆、病理标本室、康复理疗实训室、中医实训室、外科实训室和生化实验室等实

训条件，基本能够满足本专业学生的实验实训。 

实训室实训器材一览表 

序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台(件) 购入时间 

1 颈椎多功能牵引床 JYZ-B 2 2006.7 

2 多功能颈椎牵引治疗仪 GLZ-1A 5 2006.7 

3 微波治疗仪 E-LIGHT 1 2006.7 

4 腰椎牵引康复床 KBW-A 2 2006.7 

5 熏蒸床 LS-809A 2 2006.7 

6 超短波治疗仪 CD-1A-B 2 2006.7 

7 骨质增生治疗仪 ST-A 2 2006.7 

8 蜡疗仪 YJL-50 2 2007.9 

9 红外线治疗仪 OD-L1  2 2006.7 

10  PT 训练床  2 2006.9 

11 直立架  2 2006.9 

12 训练用阶梯  2 2007.9 

13 滑轮吊环训练器  2 2006.9 

14 巴氏球  5 2006.7 

15 立式踏步器  2 2006.7 

16 平衡板（带扶手）  2 2006.7 

17 坐式裸关节训练椅  2 2006.9 

18 手动功率车  2 2007.8 

19 下肢功率车  2 2007.8 

20 圆棍插板  2 2006.7 

21 木棍插板（可调倾斜式）  1 2006.7 

22 电脑中频治疗仪  2 2006.7 

23 音频电疗仪  1 2007.8 

24 经皮神经电刺激仪  1 2007.8 

2、校外实践教学条件要求 

不断调整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方向和布局，加强与企业合作的范围、力度和深度，实现学校

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确立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临夏州中医医院、兰大一院东岗院区、

兰大二院、兰州兰石医院、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定西市人民医院、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

院、武威市二院、庆阳市人民医院、白银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为定点实习医院。并不断为本

专业研究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提高基本技能和综合实践能力的实践环节，使学生在真实环境

下进行顶岗实习，学生能够学习并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



12 

 

基础。 

（三）教学资源 

逐步引进部分优秀教材，配套微课、慕课、AR等网络资源，组织教师编写多本项目化教材，

针对学校教学设备编写实验实训指导书，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适用的教材体系。学院建设有电

子图书阅览室和线上教学“互联网+资源库”，通过教学课件、实物照片展示理论知识。 

（四）教学方法 

学院以充分就业为根本，以凸显特色为导向，以改革创新求发展为专业建设思路，着力构

建“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依据“教、学、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贯彻“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对于职业核心能力课程、专业基

本技能课程要紧密联系实例，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按照“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价”的六步法组织教学。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虚拟、仿真环境，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实现现场教学情境。为

了满足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职业岗位的需求,确实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应用

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法，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

法、体验教学法、实践操作法、讲练结合法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提高

教学效果。教学过程中采用临床模拟、具体实践操作、网络教学课件等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五）学习评价 

根据专业及课程要求，结合社会人员实际，在保证集中考核的前提下，积极采用灵活多样

的考核形式，重点考核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积极推行理论知识答辩、实践操作竞赛、

综合研判及取得技能证书等作为课程考核的依据和内容。 

（六）质量管理 

1、建立系级教学质量保障组织机构 

成立以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组成的教学管理小组和由行业专家、校内专业教师组成的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实施与修改。 

2、制定和执行质量保障与监控制度 

制定和执行听课制度、教学值班制度、教学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教学质量评价办法、教师

新课试讲制度、校内实验实训标准、校外顶岗实习标准、顶岗实习管理制度、教师课堂教学达

标方案等。通过严格的制度管理对教学质量进行保障。 

3、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是专业的生命线，加强对学习效果的评价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教学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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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证。本专业高度重视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在现有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教学管理

改革与创新，构建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十一、毕业要求 

学生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须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课程，并且成绩合格，

完成规定的教学活动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达到本方案规定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要

求，准予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