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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秉承“明德正道，

勤求笃行”的校训，坚持立足达州、辐射川渝陕、面向全国，培

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专科层次技术技能型中医康复人才，

服务基层人民群众健康的培养方向，坚持以社会需求、学生就业

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强化创新机制，积极发挥中医康复

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作用，全面建设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将

来学生服务于地方经济，服务于老百姓，服务于基层医疗机构，

为公众的医疗、预防、康复及养生保健服务提供可靠的保障。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全国教育大会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健全德技并修、

工学结合育人机制，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

养体系，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快培养复

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原则：

1.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全面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

本位

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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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进头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授基础知

识与培养专业能力并重，强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技术积累，

将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医康

复技术专业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广泛的社会调

查，深入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并预测其变化趋势，对人

才培养规格、能力素质结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评估和调

整，全力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2.坚持标准引领，确保科学规范

以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为基本遵循，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强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结合职业资格标准，明确一般职

业能力和核心职业能力，并围绕核心能力的培养和形成，深化“三

全育人”职业教育。

3.坚持遵循规律，体现培养特色

遵循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处

理好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历证书

与各类职业培训证书之间的关系，整体设计教学活动。根据社会

的需要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已有

知识、技能、经验和兴趣，充分利用多元智能理论的研究成果，

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适应人才市场需求和有专业发展前景的课

程体系，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和需要。

4.坚持完善机制，推动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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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建立健全行业企业、第

三方评价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强

化教师参与教学和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价与激励，做好人才培养质

量评价与反馈。中医康复技术专业聘请医院、医药经营企业一线

专家作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指导本专业课程标准化建设。

根据专业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要求，同时参照职业资格

标准，深化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建设改革。

5.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创新教学模式

积极推行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不断创新改革课程

设置和教学内容。积极完善顶岗实习、项目导向等有利于增强学

生能力的教学模式，将教、学、做融为一体。

6.启动 1+X 证书制度，坚持能力评价社会化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积极构建学校、学生、用人单位和社会第

三方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稳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行业需求

情况，启动 1+X 证书制度，实施相应的“双证书”（即毕业证书

与职业资格证书或毕业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制度，适应企业岗

位需求。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学习组织教学、实施教学管理、实现专

业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是学校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价的基

础文件。为保障学院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依据国

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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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版）》《高等职业学校中

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标准》《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制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在符合专业认证基本要求的

基础上，结合学院的办学条件，吸取国内外同类专业人才培养改

革的主流趋势，制定了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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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中医康复技术

专业代码：520416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三、修业年限与学分安排

学制为全日制三年，总学时 2924 学时（不含选修课），其中

毕业实习 40 周，毕业总学分 171 学分（含选修课最低学分要求

14 学分），其中必修 157 学分。

四、教育类型及层次

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

层次：高职

五、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

术领域举例

医药卫生大类

（52）

中医药类

（5204）

居民服务业（80）

卫生（84）

社会工作（85）

康复技师

（2-05-07-13）

中医技师

（2-05-07-16）

保健按摩师

康复治疗

保健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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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4-02）

（一）职业范围

毕业后能够在各级医疗卫生单位从事以中医康复为主的

临床医疗工作。

（二）专业面向的岗位

1.各级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的临床康复治疗工作岗位。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治疗及康复保健工作岗位。

3.各级疗养院康复治疗及康复保健工作。

4.其他就业岗位。（残联康复中心、各级健身场所康复保

健指导、康复医疗器械公司康复器械研发和营销、矫形器制作

和营销等岗位）

岗位任务及职业能力分析

岗位领域 岗位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核心课程 职业资格证书

各级综合

性医院、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运 用 中 医 康

复 技 术 诊 治

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

1. 具 备 诊 断 常 见

病、多发病、慢性

病的能力。

2.能够运用中医康

复 技 术 处 理 常 见

病、多发病、慢性

病的能力。

《中医学基础》

《经络与腧穴》

《推拿治疗技术》

《传统运动疗法》

《中医传统治疗技术》

保健按摩师

康复治疗师

康复保健
对 致 残 疾 病

进 行 康 复 治

1.对致残疾病进行

康复治疗。

《康复医学导论》

《康复评定技术》

保健按摩师

康复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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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疗及管理。 2.对致残疾病进行

跟踪管理。

《现代康复治疗技术》

《中医传统治疗技术》

《临床康复学》

六、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

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掌握中医康复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居民服务业、卫生、

社会工作等行业的康复技师、中医技师、保健按摩师等职业群，

能够从事中医特色康复治疗、保健调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七、培养方式

全学程 3 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理论学习阶段。此阶段在校本部集中学习思想

道德修养、医学基础、专业技能等课程。

第二阶段：为临床学习阶段。此阶段在附属医院、教学医院

和实践教学医院等进行专业学习。

在全学程中要贯彻《高等职业学校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加强医学基础与人文素质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

念，注重学科间的联系与课程间的整合，及时更新与优化教学内

容。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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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八、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一）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

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

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

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

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

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

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

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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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

文明生产与安全等相关知识。

3.掌握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药与方剂等中医学基础知识，

掌握中医康复基本理论。

4.掌握解剖、生理、病理及诊断学等现代医学基础知识，掌

握康复医学基础理论。

5.掌握经络与腧穴基本理论、十四经穴循行路线、起止点，

常见腧穴的定位与主治作用等知识。

6.掌握推拿治疗、灸法治疗、拔罐治疗、刮痧治疗、情志调

摄、文娱疗法、传统理疗、传统运动疗法等中医康复技术的知识。

7.掌握康复评定技术及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心

理治疗、康复工程技术等现代康复医学的基本知识。

8.掌握一定的老年病学、中医养生、健康管理的知识。

9.熟悉社区康复及康复辅助器具相关知识。

10.熟悉中医药健康产业创业的基本流程、服务要求。

（三）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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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运用中医诊断技术及康复评定技术评定功能障碍者的功

能状况。

4.能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中医康复技术及康复医学

手段提高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及伤残者的功能水平。

5.能运用中医诊疗技术及西医诊断方法判断服务对象的体质

与健康状况。

6.能运用中医适宜技术为亚健康人群及其他特殊需求人群提

供保健调理及健康促进服务。

7.能熟练进行健身功法，并能讲解和示范各功法动作要领。

8.具有一定的辅助器具服务能力，能指导功能障碍者选配合

适辅具。

9.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有序地安排康复服务活动。

10.能在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模拟进行中医药健康产业经营与

管理。

九、课程设置

（一）课程体系架构及说明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课程设置着重培养学生胜任临床工作

岗位的能力，参照《高等职业学校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突出专业特色，以掌握中医传统康复和现代康复技能的核心要

求设计课程和实训。围绕职业方向的能力要求设计课程，充分

体现课程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和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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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体系分为 6 个部分，分别是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选修课、专业技能实训。公共基础

课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与基础能力；专业基础课培养学生的医学

基础知识与基本素养；专业核心课和拓展课培养学生中医康复

方面的专业知识与临床应用能力；选修课培养学生的个性，拓

展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专业技能实训

主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社会能力。

具体课程体系结构明细如下：

课程设置具体构成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公共基础课

思想道德与法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

与军训、公共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体育、心理健康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卫生法规、健康

管理、康复心理、创新创业教育

专业基础课
人体解剖生理学、中医学基础、康复医学导论、基础医学概要、临

床医学概要、中药与方剂学、营养学基础

专业核心课
经络与腧穴、推拿治疗技术、中医传统治疗技术、康复评定技术、

现代康复治疗技术、传统运动疗法、临床康复学

专业拓展课
中医养生康复学、足部按摩、临床常见急症处理、社区康复、中医

骨伤科学、中医老年病学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通史、禁毒与预防艾滋病、劳动教育、中国

医学史、中医疫病学、人文艺术、食疗与药膳、医古文、职业素养、

针灸医籍选读、中医美容技术、神经病学、公文写作、大学生安全

教育、人际沟通

专业技能实训
毕业实习、业务实训、社会实践（顶岗试用）、综合素质、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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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三大板块构成：基础实验（训）板块、

专业能力实训板块、综合素质实训板块。主要包括实验实训、社

会实践和毕业实习等。实验实训将在校内实验室、校外实训基地

共同开展完成；毕业实习（40 周）由学校组织。社会实践由学校

组织，可在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及康复养生机构等开展完成。

具体安排见下表。

序号 实习科室 实习周数

1 针灸推拿科 14

2 康复科 16

3 中医科 8

4 岗前培训及机动 2

合计 40

（四）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专业核心课程 主要教学内容

1 经络与腧穴

包括经络、腧穴的基本理论，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的循行、走

向、分布规律；十四经常用腧穴定位及主治病证；常用经外奇

穴的定位与主治作用；标本与根结理论及经络的现代研究

2 康复评定技术

包括整体功能评定（如生命体征、人体形态)、躯体功能

评定（如关节活动度、肌肉力量、感觉、协调与平衡)、

言语功能评定（如失语症、构音障碍等）、精神心理功能评

定（如情绪、心理、精神状态等）和社会功能评定（如社

会生活能力、生活质量和就业能力等）五大方面

3 推拿治疗技术

包括推拿手法（各类基本手法的动作要领和操作技能、各

类手法在人体各部位的运用）和推拿治疗（推拿治疗的原理、

原则，成人常见病的推拿治疗及保健推拿的理论知识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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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核心课程 主要教学内容

操作）两大部分

4 传统运动疗法

包括传统运动疗法的含义、分类、起源与发展、特点、治疗

原 理、适用对象、应用范围及常用运动疗法（气功、五禽戏、

八 段锦、太极拳、太极剑等）动作要领

5
中医传统治疗

技术

包括针法技术、灸法技术、拔罐技术、刮痧技术、贴敷技

术、 药浴技术、熏蒸技术、耳穴疗法等多种中医外治技术、

传统理疗技术及情志调摄与娱乐疗法等内容

6 康复治疗技术

包括物理治疗技术（含理疗）、作业治疗技术、言语治疗技术、

心理治疗技术及康复工程技术几大现代康复医学主要

治疗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7 临床康复学

包括临床康复的工作特点和方式、资格与职责、国际功能、残

疾和健康分类、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骨骼肌肉疾病的康复、

心肺疾病的康复、其他疾病的康复、临床康复中常见问题处理

（五）1+X 职业证书考证安排

职业证书考证安排

考证项目 等级 发证机关 备注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

能力 A级考试
A级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 选考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一级 教育部考试中心 选考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 二乙 四川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 选考

健康管理师 三级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选考

医疗救护员 四级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选考

保健按摩师 五级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选考

十、教学进程及学时安排

（一）学时、学分计算说明

1.公共基础课模块、专业基础课模块、专业核心课模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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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拓展课模块、选修课模块按 16～18 课时计算 1 学分。

2.毕业实习 40 周（按 18 学时/周），每周计 1 学分，共计

40 学分。

3.参加省级及以上专业技能比赛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可免修相

应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

4.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认证，计 2 学分。志愿服务和校

园活动按学院规定执行。

5.本专业学生修满 171 学分准予毕业，其中选修课不低于 14

学分。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各类课程模块学时分配表

课程类别 性质
学时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实践课占比

公共基础课 必修 624 425 199 31.89% 35

专业基础课 必修 450 392 58 12.89% 25

专业核心课 必修 522 348 174 33.33% 29

专业拓展课 限选 288 222 66 22.92% 16

选修课 选修 / / / / 不低于 14

专业技能实训 必修 900 / 900 100.00% 52

合计 2784 1387 1397 50.18% 171

备注：

（1）总学时 2784 学时，每学期周学时为 22/29/24/ 23。

（2）公共基础课程包括必修课 624 学时和最低要求选修 252

学时，共 876 总学时，达到总学时的 29.96%。

（3）实践性教学 1397 学时，占总学时的 50.18%；其中顶岗

实习 4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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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修课（含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540 学时，占总学时

的 18.46%。

（5）公共基础选修课课时不固定，不统计在总学时要求中，

但计入总学分要求。

（二）教学计划

表 1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表（必修课）

课

程

结

构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训

开课学期及学时

考核

方式

修习

方式

1

学

期

2

学

期

3

学

期

4

学

期

5

学

期

6

学

期

公

共

基

础

必

修

课

1 思想道德与法制 3 54 40 14 3 考试 必修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6 27 9 2 考试 必修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4 40 14 3 考试 必修

4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0 1-4 学期专题讲座（每期 0.25 分） 考查 必修

5 军训与军事理论 4 72 36 36 第一学期前两周集中进行 考查 必修

6 公共英语 1 2 36 30 6 2 考试 必修

7 公共英语 2 2 36 30 6 2 考试 必修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1 2 36 18 18 2 考试 必修

9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2 36 18 18 2 考试 必修

10 大学体育 1 2 36 6 30 2 考试 必修

11 大学体育 2 2 36 6 30 2 考试 必修

12 心理健康教育 1 16 16 0 1-4 学期专题讲座（每期 0.25 分） 考查 必修

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16 16 0 1-4 学期专题讲座（每期 0.25 分） 考查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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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1 18 14 4 1 考查 必修

15 卫生法规 2 36 32 4 2 考查 必修

16 康复心理 2 36 32 4 2 考查 必修

17 创新创业教育 1 18 16 2 1 考查 必修

18 健康管理 2 36 32 4 2 考查 必修

小
计

35 624 425 199

专
业
基
础
课

19 人体解剖生理学 5 90 66 24 5 考试 必修

20 中医学基础 4 72 68 4 4 考试 必修

21 康复医学导论 2 36 32 4 2 考试 必修

22 基础医学概要 4 72 64 8 4 考查 必修

23 临床医学概要 4 72 64 8 4 考试 必修

24 中药与方剂学 4 72 64 8 4 考试 必修

25 营养学基础 2 36 34 2 2 考查 必修

小计 25 450 392 58

专
业
核
心
课

26 经络与腧穴 4 72 52 20 4 考试 必修

27 推拿治疗技术 4 72 42 30 4 考试 必修

28 中医传统康复治疗技术 4 72 36 36 4 考试 必修

29 康复评定技术 5 90 66 24 5 考试 必修

30 现代康复治疗技术 5 90 66 24 5 考试 必修

31 传统运动疗法 2 36 20 16 2 考试 必修

32 临床康复学 5 90 66 24 5 考试 必修

小计 29 522 348 174

专
业
拓
展
课

33 中医养生康复学 4 72 60 12 4 考试 限选

34 足部按摩 2 36 18 18 2 考查 限选

35 临床常见急症处理 2 36 28 8 2 考查 限选

36 社区康复 2 36 34 2 2 考查 限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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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表（选修课）

课程结构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实验实训

选
修
课

1 中国共产党历史 2 36 / /

2 中国通史 2 36 / /

3 禁毒与预防艾滋病 1 18 / /

4 劳动教育 1 18 / /

5 中国医学史 2 36 / /

6 中医疫病学 1 18 / /

7 人文艺术 1 18 / /

8 食疗与药膳 2 36 / /

9 医古文 2 36 / /

10 职业素养 2 36 / /

11 针灸医籍选读 2 36 / /

12 中医美容技术 2 36 / /

13 神经病学 2 36 / /

14 公文写作 1 18 / /

15 大学生安全教育 1 18 / /

37 中医骨伤科学 4 72 48 24 4 考查 限选

38 中医老年病学 2 36 34 2 2 考查 限选

小计 16 288 222 66

专
业
技
能
实
训

39 毕业实习 40 720 0 720 40 周

40 业务实训（含临床见习） 4 72 0 72 2 周

41 综合素质（含社会实践） 6 108 0 108 每学年 2 学分

42 毕业考试 2 考试

43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可折算 2 学分

小计 52 900 0 900

合计（周学时） 22 29 24 23

总计 157 2784 1387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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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际沟通 1 18 / /

选修课要求 选修课可自由选择，须修满至少 252 学时，14学分。

十一、人才培养实施规范

（一）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依据规范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安排教学内容、组织教

学活动的总体设计和实施计划，是高校培养专门人才的主要依据。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根据《高等教育法》《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

《高等职业学校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标准》（〔2019〕）《教

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等文件精神，全面贯彻党

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坚持校院企合作的高职办学模式；以行业为先导、以能力为

本位、以学习者为中心，探索工学结合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以

增强实践技能、注重职业能力培养、提高职业素质为核心，重构

模块式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学习者能力评价方

法，实践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任务驱动、项目引领的课程教学模

式；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

质、高技能人才。

在学院“医教协同，双元循环”的总体人才培养模式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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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引领下，以中医康复技术专业职业能力分析确定的专业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等为依据，根据实际工作岗位需要，以

工学交替形式分三年完成理论和实训教学，第一学年重点培养学

生的岗位人文素质，第二学期，重点提高学生的岗位核心技能，

第三学年重点强化学生的岗位综合能力。

（二）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规范

1.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规范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

员会是学院成立的重点专业建设委员会之一，是专门从事中医康

复技术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指导临床专业建设和课程

建设、促进校院合作等工作的机构。为充分发挥中医康复技术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作用，特制定本工作章程。

第二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宗旨是：按照

国家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以服务为宗旨，以社会需求

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紧紧围绕校院融合的办学之路，广

泛开展专业建设各项工作，及时把握新形势下行业发展对人才的

需求变化，准确定位人才培养方向，确立符合行业岗位群需求的

人才培养模式，使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知识结构、能

力结构、技能训练等符合社会和行业的实际需要，更有效地为地

方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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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构成：

达州市卫健委、达川市中医药管理局、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达州市中心医院、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达川区人民医院、通

川区中医院、达州骨科医院、达川区中医院、万源市中心医院、

宣汉县人民医院、渠县人民医院、开江县人民医院、大竹县人民

医院。

第四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组成：

（1）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由康复

系主任担任；副主任 3～5 人；委员若干人（原则上由医教科长及

有丰富临床经验、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组成）；秘书一人。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康复系，负责日常工作。

（2）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学院研究聘任，

由学院颁发聘书，每届任期三年。每届期满调整三分之一的委员，

成员因工作变动或离、退休、增补等原因作调整时，由成员所在

医院向委员会申报调整。

第五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

（1）热爱中医学教育，热心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

会工作，工作认真，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具备较强的协作和奉献

精神。

（2）从事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管理及技术工作，并有较

高的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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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成就的青年骨干人员；在本专业领域连续工作 3 年以上；在

同行中有一定影响力。

第三章 职责

第六条 研究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行业发展趋势、市场人才

需求及岗位需求情况，及时反馈各种专业信息，对中医康复技术

专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第七条 分析行业中医康复技术岗位群所要求的各种职业能

力，研究制定临床专业建设的基本要求，指导制定和修订专业教

学计划、对教学模块和课程设置提出具体意见。

第八条 深化教学改革，指导和推动中医康复技术专业课程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合作开发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核心课程自编

教材（实验实训教材），研究制定考核标准，组织教学资源库建

设和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共享院校教学资源，推进校院深度融合，

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第九条 通过组织开展学术交流（交流研究成果和改革经验）

和研讨活动等方式，制定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与发展指导性意

见。

第十条 参与中医康复技术重点专业建设、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指导。

第十一条 指导、协助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实验实训基地建设，

积极推荐或提供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第十二条 指导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质量的管理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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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行业兼职教师、技术人员参与学院教学工作。

第十三条 为中医康复技术专业课程教师到医院锻炼、调研，

提供可能的方便和条件。

第十四条 指导和支持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发展中的其它

工作。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五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学年至少召

开一次全体委员工作会议，会议由秘书组负责组织，由主任委员

主持。根据实际需要可临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扩大参加会议的

人员范围。会后应作出总结纪要。

第十六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日常工作由秘

书组负责完成。

第十七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计划在主

任委员主持下，由全体委员讨论制定并负责具体实施。

第十八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教育教

学改革、专业建设、教学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经全体委员同意后

向学院提出。

第五章 经费来源

第十九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经费由学院专

业建设专项经费支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经委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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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讨论后予以调整或补充。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归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所

有，由康复系负责解释。

2.师资队伍建设规范

（1）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我系教育教学工作的首要任务，

加强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领导。认真学习和贯彻《高等教育法》《教

师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

决定》《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关于新时期加

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有关政策法规， 进一

步提高教职工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适应形势要求，

转变观念，尊重人才。

（2）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培养教师热爱党，热爱社会

主义祖国，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

和人才观， 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敬业爱生，献身教育事业，增强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

（3）制定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双师素质教师等一系列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关办法，并组织实施。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科

研活动。要表彰奖励在教学科研中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

（4）加强教师考核制度，完善教师聘任制。要逐步建立科学

有效的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教学督导制，从师德师风、德勤

能绩等方面定期进行考核，使教师考核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

学化。要建立择优上岗的聘用制度，加强聘期管理与考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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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5）实行更多优惠政策，加强培养或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力度，

特别对博士生的引进，主要引进紧缺的专业骨干人才。充分认识

到师资队伍是学校的立校之本， 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关系到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关系到

学院的生存和发展，是学院的一项根本性任务。近年来，我院在

师资队伍规模、质量、结构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牢

固树立教师是办学第一资源的观念，强化“人才强院”的意识，

超常规地培养和集聚优秀人才，逐步建设一支知识、学历、年龄、

学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3.教学组织规范

要求老师每次上课有具体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教学目标，学

生活动占 60%，理论讲解基于学生的活动。

4.实验实训实习规范

实验、实训是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构成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模块。

为加强中医康复技术专业对实验、实训、实习课（统称实践

课）教学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对实验、

实训、实习教学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保证实践教学工作的

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1）充分认识实验、实训、实习课教学的作用，明确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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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实习课教学的内容。

①实验、实训、实习课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要求；有计划的组织学生以获取感性

知识，进行技能训练，培养实践能力的教学形式。

②实验、实训、实习教学内容通常包括；课内实验（实训）、

课程实习、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社会调查、

社会实践、军事训练等。

③实践教学是根据社会的需求和人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

组织的把科学知识、思维方法、操作技能等传递给学生，从学生

的主动性、主体性去考虑；让学生去创造、设计，提高其素质、

开发其潜能、发展其个性。同时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理论

联系实际的学风，促进学生深入社会，树立劳动观念，明确学习

目的，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④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启发他们的创

新精神和创造意识。

⑤实践教学具有继承性，又具有创造性，是整个教学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技能型、应用型

人才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教学活动。

⑥要将实践教学与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结合起来；与招生工作

“定单式培养”结合起来。

（2）实践教学要纳入教学计划，保证时间，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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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践教学的具体形式及安排，可以根据专业性质、培养目

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区别对待，但都要纳入专业教学计划，

保证教学时间和教学质量，在教学计划中实践教学的内容，专科

一般占 50％以上。

②课内实训、顶岗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是

高等学校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应通过实习，完成毕业论文（或

设计）使学生对专业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

运用，进一步获得从事生产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初步训练。这

对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适应性，提高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毕业论文（设计），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的安排一般为 40 周。

③社会调查是学生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的重要形式，要结合

专业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对城乡或企业进行社会调查，并保证质量

和效果。社会调查时间一般为 2 周，可安排在暑假期间，结合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亦可独立进行安排。

④课程设计（实习）是对学生进行课程综合知识、技能的训

练，对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有重要作用。

⑤课内实验（实训）教学是实践教学的主要环节之一，课内

实验（实训）是学生验证理论知识，训练基本技能的重要手段。

⑥各实践教学环节都要保证质量。对教师、学生提出明确要

求；对形成的论文、设计、报告、调查材料要组织总结，评审或

答辩，评出成绩等次，并记录入学生档案。

（3）改革课内实训（实验）教学内容，提高实训（实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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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①为提高实训（实验）的教学质量，课前要做好充分的教学

准备；包括事先编写相应的实训（实验）课教学大纲和指导书。

②各类实训（实验）都要改进指导方法和实训（实验）辅助

手段；实行产教结合、工学结合提高实训（实验）质量。

（4）建立健全规范章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管理。

①根据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明确实践教学在教学

计划中的地位，制定相应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做到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相结合。

②凡列入教学计划的各个实践性教学环节，都必须严格实行

考勤和考核，考核成绩和评语要分别记入成绩册和学生档案。

③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各主要实践环节的考核要求和办

法，逐步建立健全一套考核标准和办法，促进实践教学过程的不

断完善，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

（5）加强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与管理

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队伍建设要纳入师资队伍建设整体规划。

采取引进和培养相结合，逐步使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达别思想素

质好、知识面宽、教学经验丰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实践动手

能力的要求。

①指导教师一般应具备本科或中级以上职称；熟练掌握所指

导的实习、实训内容、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还要熟悉实习，实

训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目录和出处，以便对学生进行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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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从高等学校、企业单位中引进有一

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以充实和改善教师队伍

的数量与结构，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③保质保量配备好实训（实验）人员，对实训（实验）室工

作人员进行全面考核，对明显不符合要求的人员及时进行调整。

④组织教师结合教学、科研工作参加专业实践锻炼，培养“双

师型”教师，要明确参加实践锻炼的时间和要求。

⑤对积极参与实践教学活动的教师要采取激励政策，对成绩

卓著，表现突出的要及时予以表彰和奖励，并作为考核、续聘，

晋升的依据之一。

（6）明确责任，加强对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

①明确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是保证实践教学取得成效的关

键。

②把实践教学作为整个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

程，定期分析研究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

措施，切实予以解决。

③根据学院的要求，制定、完善有关实践教学文件和规章制

度，进行管理和质量监控，协调和处理在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定期总结交流经验。

④全系实践教学工作由分管副主任全面负责，凡涉及政策性

的问题，由系办公会议研究报学院。

本规范由康复系统一制订，适用于中医康复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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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方法和手段规范

（1）教学方法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团队特别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因材

施教，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灵活应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项目教学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分组教学法、现场教学

法、模拟演示法、自学讨论法等。常用教学方法如下：

①教师讲授法：传统的教学方法。对理论性强、机理复杂的

教学内容使用教师讲授为主的方法。

②自学讨论法：教师提前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告知学生，

学生先自学，然后在讨论中分享他人的意见和见解。也可以让同

学们通过上网搜索、去图书馆查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小组讨论，

最后教师评价、总结。

③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属于综合能力培养方法，是师生

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实施的教学行动。

④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导出教学内容，增强理论知识掌握。

（2）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应用

①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多媒体理论教学及实验实训视频教

学。

②学院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拥有大量与本课程相关的专业

资料，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查阅文献学习。

③利用网络手段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网络教学体系。同时引入

微课课程理念，积极推广微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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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质量监控规范

（1）目的

用新的教育观念评价，建立符合素质教育思想的，有利于发

挥教师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性的教师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评

价的导向、激励等，帮助全体教师不断提升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

提高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2）原则

①全面性原则。既重视教师业务水平的发展，也重视教师的

职业道德修养和提高，既要评估教师的工作业绩，又要重视教师

的工作过程；既要体现教师的群体协作，共性发展，又要尊重教

师的工作环境和个体差异。

②发展性原则。必须关注教师发展的要求，将教师的参与、

变化和发展过程作为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评价过程成为全体

教师主动、终身发展提高的过程，也成为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重要过程。

③多元性原则。评价主体要多元化，突出教师的主体地位，

建立以教师自评为准，学校领导、同事、家长、学生共同参与，

多向沟通的教师评价机制；评价方法，途径多样化，建立以校为

本，以教研为基础的教师岗位工作评价方式，把形成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不以学生的考试

成绩作为评价教师的唯一标准。

④可行性原则，既体现评价目标的共性要求，又考虑到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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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学校条件的差异，探索利于教师自评和他评的评价方法。

十二、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师资的培养要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原则，建立

一支整体素质高、结构合理、业务过硬、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专兼结合”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师生比适宜，满足本专业教学工作的需要，一般不低于 1∶

30；专任专业教师本科以上学历 100%，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

学位）40%以上，高级职称 30%以上。

专业负责人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取得执业资格证书或四

川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的核心职业资格要求。

2.专任专业教师任职资格

（1）取得教师职业资格证。

（2）具有医学或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3）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具备认真履行教

师岗位职责的能力和水平，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3.专业兼职教师任职资格

（1）兼职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 10%～30%，均具有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在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岗位工作，有丰富的临床康

复医学或康复治疗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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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一定的专业教学经历和教学水平。

（3）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责任心，热爱学生，为人师

表。

（4）有保证完成兼课任务所必需的时间。

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取得学

位专业
主要承担课程

是否

双师型
专/兼职

1 卿雪梅 女 30 助教

硕士研究生

四川社会科

学院

政治学理

论专业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否 专职

2 雷 勇 男 35 助教
硕士研究生

西华大学

马克思主

义原理专

业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否 专职

3 陈姝彤 女 32 讲师
硕士研究生

西南大学

学科教育

（思政）专

业

形势与政策 否 专职

4 曹力楠 女 28 助教

硕士研究生

西华师范大

学

学科教学

英语专业
大学英语 否 专职

5 刘 浪 女 37
高级

讲师

本科

四川大学

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

计算机应用基

础
否 专职

6 曹书芳 女 32 讲师

硕士研究生

西华师范大

学

学科教育

（体育）专

业

体育 否 兼职

7 肖雪莲 女 29 助教

硕士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

学

学科教育

（思政）专

业

心理健康教育 否 专职

8 郑 丹 女 28 助教

硕士研究生

四川师范大

学

中国语言

文学专业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否 专职

9 宋坤文 男 31 助教

本科

四川文理学

院

电子科学

与技术专

业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
否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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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崔 文 男 56
高级

讲师

本科

南通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专业

人体解剖生理

学
是 专职

11 柏云飞 男 31
执业

医师

硕士研究生

陕西中医药

大学

中医基础

理论专业
中医学基础 是 兼职

12 张新杰 男 37 讲师

硕士研究生

安徽中医药

大学

中医临床

基础专业
康复医学导论 是 兼职

13 廖 东 男 45
副主任医

师

本科

重庆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专业
基础医学概要 是 兼职

14 叶发均 男 47
副主任医

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临

床专业
临床医学概要 是 专职

15 张银素 女 39
副主任中

药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药学专

业
中药与方剂学 是 专职

16 罗 君 女 33
执业

医师

硕士研究生

江汉大学

临床医学

专业
营养学基础 是 专职

17 袁 伟 男 55
高级

讲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针灸推拿

学专业
经络与腧穴 是 专职

18 袁国娜 女 40
主治

医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针灸推拿

学专业
推拿治疗技术 是 专职

19 李雁泽 男 33
主治

医师

硕士研究生

湖北中医药

大学

中医临床

基础专业

中医传统治疗

技术
是 专职

20 杨 阳 男 35
主治

医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临

床专业
康复评定技术 是 专职

21 曾 云 男 43 讲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临

床专业

现代康复治疗

技术
是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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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吴 胜 男 50
副主任中

医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医学专

业
传统运动疗法 是 专职

23 李华宏 男 27
执业

医师

硕士研究生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临

床专业
临床康复学 是 兼职

24 李 静 女 47
副主任中

医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医学专

业

中医养生康复

学
是 专职

25 李志芳 女 32 讲师

本科

陕西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临

床专业
康复心理 是 专职

26 刘雪霜 女 30
主治

医师

本科

四川大学

临床医学

专业
卫生法规 是 专职

27 许孟霞 女 36 讲师

本科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临

床专业
健康管理 是 专职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

名
田正强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主任

中医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78

年 9

月

行政职务
康复系

主任
最后学历 本科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

历毕业时间、学校、

专业

2004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骨伤专业

2011 年 1 月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从事教学和临床，研究骨关节病，骨折，脱位，软组织损伤以及椎

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风湿等引起的颈肩腰腿痛。

行业企业兼职 教育教学兼中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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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历

2000 年 11 月——2010 年 10 月在四川省万源市第五人民医院上班

2010 年 11 月——2012 年 10 月在四川省达县中医院上班

2012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四川省达州中医学校上班

2012 年 4 至今在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上班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针灸学》教材编 中国中医出版社，2014 年 8 参与

2 带教参与 2014 全 全国，2014 年 10 月 三等奖

3

4

5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5项

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中医骨伤学 中职学生 150 15 考试 每学期

2 康复医学 中职学 60 5 学 考试 每学期

3 针灸推拿 中职学 150 15 考试 每学期

4 康复评定技术 中职学 60 5 学 考试 每学期

5

（二）本专业实训（实验）条件

主要包括实验、实训、顶岗实习、社会实践等。在校内外进

行中医康复技术实训、现代康复技术实训、中医药健康产业创业

等综合实训。在设有独立的康复医学科（达二级医院康复医学科

设置标准）及中医传统疗法科的医院或设有独立的中医传统疗法

室的康复中心（达二级康复中心设置标准）进行顶岗实习。实训

实习既是实践性教学，也是专业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十三、质量保障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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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

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

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

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

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

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

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

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

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

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

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十四、考核

1.课程考核：由承担教学工作的院系负责，由教务处考务办

公室统一协调，所有课程结束后均应进行考核。理论内容的考核

以笔试为主，实验、实践内容的考核采取技能操作考核的方式。

鼓励教师积极进行考核与评价方式的改革，逐渐减少终结性评价，

多采用形成性评价对学生进行考核。

2.综合考试：在每学期结束前一周，由学校统一组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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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基础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基础课程综合考试；临床学习阶

段结束时进行临床技能和毕业考试。

十五、毕业要求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全部应修课程和培养内容，考

核成绩全部合格，修满规定学分，经审核无影响其毕业的违纪现

象和学籍处理情况，则准予毕业，颁发专科毕业证书。

十六、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

按照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职业能力培养目标，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初步制定了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以保

证教学效果。内容如下：

《经络与腧穴》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经络与腧穴

授课对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三年制高职高专）

授课学时 72

理论课学时 52

实验课学时 20

学 分 4

教学参考书书名、主编及

出版社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职业教育“十三

五”规划教材《经络与腧穴》，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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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绪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

二、课程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经络与腧穴课程属于中医康复（针灸推拿）专业的核心课程。

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本课程中有关经络与腧穴的

基本理论知识和十四经脉与腧穴的识别及应用，包括经络腧穴总

体认知、十二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奇经八脉识别及应用和经

外奇穴识别及应用，为继续学习中医学其他知识打好基础。

三、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第一章 经络腧穴总体认知

第一节 经络腧穴概念与历史发展认知

【目的要求】

掌握：经络和腧穴的概念。

熟悉：各时期经络腧穴著作的作者及内容特点。

了解：经络和腧穴的发展历史。

【主要内容】

1.经络的概念

2.经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3.腧穴的概念

4.腧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经络总体认知

【目的要求】

掌握：经络系统的组成；十二经脉的名称、分布规律、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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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络关系、循行走向与交接规律、气血循行流注；奇经八脉的名

称、循行分布、作用及临床意义。

熟悉：十五络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分布、

作用及临床意义。

了解：经络的作用及临床应用。

【主要内容】

1.经络系统的组成

2.经络的作用及临床应用

第三节 腧穴总体认知

【目的要求】

掌握：十四经穴、经外奇穴、阿是穴的概念及特点；常用特

定穴的概念、内容及临床应用；腧穴的定位方法。

熟悉：腧穴的主治特点和规律。

了解：腧穴的命名。

【主要内容】

1.腧穴的分类

2.腧穴的命名

3.特定穴

4.腧穴的主治特点及规律

5.腧穴的定位方法

第二章 十二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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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十二经脉循行和常用腧穴的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事

项。

熟悉：十二经脉的主治概要。

了解：十二经的络脉、经筋、经别及其他腧穴。

第一节 手太阴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手太阴经络

2.手太阴肺经腧穴

第二节 手阳明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手阳明经络

2.手阳明大肠经腧穴

第三节 足阳明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足阳明经络

2.足阳明胃经腧穴

第四节 足太阴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足太阴经络

2.足太阴脾经腧穴

第五节 手少阴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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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少阴经络

2.手少阴心经腧穴

第六节 手太阳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手太阳经络

2.手太阳小肠经腧穴

第七节 足太阳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足太阳经络

2.足太阳膀胱经腧穴

第八节 足少阴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足少阴经络

2.足少阴肾经腧穴

第九节 手厥阴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手厥阴经络

2.手厥阴心包经腧穴

第十节 手少阳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手少阳经络

2.手少阳三焦经腧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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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足少阳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足少阳经络

2.足少阳胆经腧穴

第十二节 足厥阴经络与腧穴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足厥阴经络

2.足厥阴肝经腧穴

第三章 奇经八脉识别及应用

【目的要求】

掌握：奇经八脉的循行分布、功能和任、督二脉常用腧穴的

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事项。

熟悉：奇经八脉的病侯和主治概要。

了解：任、督经的络脉及其他腧穴。

第一节 督脉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循行分布

2.络脉

3.功能与病侯

4.主治概要

5.督脉腧穴

第二节 任脉识别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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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循行分布

2.络脉

3.功能与病侯

4.主治概要

5.任脉腧穴

第三节 冲脉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循行分布

2.功能与病侯

3.交会腧穴

第四节 带脉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循行分布

2.功能与病侯

3.交会腧穴

第五节 阴、阳跷脉识别及应用

【主要内容】

1.循行分布

2.功能与病侯

3.交会腧穴

第六节 阴、阳维脉识别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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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循行分布

2.功能与病侯

3.交会腧穴

第四章 经外奇穴识别及应用

第一节 头面部奇穴识别及应用

【目的要求】

掌握：头面部常用经外奇穴的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事项。

熟悉：鱼腰、耳尖、球后、上迎香、内迎香、夹承浆、翳明、

颈百劳的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

头面部奇穴识别及应用。

第二节 胸腹腰背部奇穴识别及应用

【目的要求】

掌握：胸腹腰背部常用经外奇穴的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事

项。

熟悉：子宫、痞根、十七椎、腰奇的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

事项。

【主要内容】

胸腹腰背部奇穴识别及应用。

第三节 四肢部奇穴识别及应用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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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四肢部常用经外奇穴的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事项。

熟悉：肩前、肘尖、二白、中魁、大骨空、小骨空、鹤顶、

百虫窝、内踝尖、外踝尖、独阴的定位、主治和刺灸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

四肢部奇穴识别及应用。

四、教学方法

1.结合本学科特点，教学中以课堂教学方法为主，辅之于多

媒体、实训操作等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

2.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思考题，并通过不定时的提问，使学

生形成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勤于思考、注重方法等良好的学习

习惯，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五、成绩考核方法

1.主要是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提高或期中测试的

形式。

2.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在综合成绩中分别占 20%和 80%的比例。

3.有关考试形式和内容的采取适当的改革思路。

《康复评定技术》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康复评定技术

授课对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三年制高职高专）

授课学时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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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学时 66

实验课学时 24

学 分 5

教学参考书书名、主编及

出版社

“十三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精品教材

许奇伟，顾晓超，刘春龙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0.1

二、课程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康复评定技术课程属于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研

究有关功能状况的理论和技能的一门学科，它是制订康复目标及

康复治疗计划的依据。康复评定技术是收集评定对象的病史和相

关资料，提出假设，实施检查和测量，对结果进行比较、综合、

分析、解释，最后形成结论和障碍诊断的过程。康复评定主要介

绍康复评定学概念、评定原理，以及躯体功能（关节活动度、肌

力、反射发育、运动协调性、肌张力、疼痛、平衡、步态、运动

负荷）的评定，神经电生理检查，高级脑功能障碍的评定，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的评定，生活质量的评定。

通过康复评定，明确患者功能障碍的性质、范围、程度，确

定康复目标与治疗方案，通过初期、中期和末期的康复评定，可

以进行疗效评定和预后判断，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训，培养学

生熟练掌握常用康复评定内容和方法，对神经系统疾病、骨科疾

病、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及代谢系统疾病的患者能进行正确的

康复评定，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康复评定技术》已成为康复医师和康复治疗师资格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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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考课程，在历年的考试内容中都占有一定比重，所以从事康复

治疗人员对本课程的学习非常重要。后续课程有《运动治疗技术》、

《物理因子治疗技术》、《作业治疗技术》及《临床康复技术》

等，只有在掌握康复评定技能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实施各种康复

治疗技术，才能很好地把握各种疾病的康复治疗。所以学好本课

程对加强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提高职业素养起着较好的支撑和促

进作用。

三、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第一章 总论

【目的要求】

掌握：康复计划制订的具体方法和操作过程，整体的康复目

标、局部的康复目标，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熟悉：康复评定的概念、康复评定的流程、召开康复评定会

的方法和流程。

了解：临床评定和功能评定的区别以及各自的内容，与康复

评定相关的术语，康复评定的常用术语。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

1.基本概念

（1）康复评定的定义

（2）与临床检查的区别

（3）与康复评定有关的一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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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复评定的对象

（1）残损、残疾和残障

（2）损伤、活动受限和参与限制

（3）六类残疾

3.康复评定的意义和作用

（1）康复评定的意义

（2）康复评定的作用

第二节 康复评定的方法

1.康复评定方法的分类

（1）定性评定

（2）定量评定

2.常用的康复评定方法

（1）访谈

（2）问卷调查

（3）观察

（4）量表评定

（5）设备检测

3.康复评定方法的质量要求

（1）信度

（2）效度

（3）敏感度

（4）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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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因素

第三节 康复评定的内容

1.病史

（1）主诉

（2）现病史

（3）功能史

（4）既往史

（5）系统回顾

（6）个人史

（7）社会史

（8）职业史

（9）家族史

2.体格检查

（1）生命体征和一般情况

（2）皮肤和淋巴

（3）头和五官

（4）颈

（5）胸部

（6）心脏和周围血管系统

（7）腹部

（8）泌尿生殖系统和直肠

（9）肌肉骨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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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神经系统

3.功能评定

（1）功能的 5 个方面

（2）障碍的 3 个层次

4.制定康复计划

（1）康复计划及其内容

（2）康复计划的制定方法

（3）质量控制

第四节 康复评定的实施

1.康复评定的场所

（1）由医院承担康复评定工作

（2）由诊所承担康复评定工作

（3）由社区承担康复评定工作

2.康复评定的过程

（1）康复评定手段的选择

（2）康复评定时间的选择

（3）康复评定的流程

3.康复结果的描述

4.注意事项

（1）选择合适的方法

（2）掌握恰当的时间

（3）争取患者和家属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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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第二章 人体反射和形态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正常人体形态评定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掌握反射与反

应的分类、反射评定的目的；掌握各级水平反射的评定方法。

熟悉：人体的体表标志及确认，正常人体姿势及评定，皮下

脂肪厚度的测量；

了解：截肢患者残肢的长度和围度测量，异常人体姿势的评

定及临床意义；反射发育具有的特点和反射发育评定的重要性。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人体形态评定技术

1.人体形态测量标志点

（1）颅区体表标志点

（2）胸腹背部体表标志点

（3）骨盆体表标志点

（4）上肢体表标志点

（5）下肢体表标志点

2.人体形态测量内容与方法

（1）身长（身高）

（2）体重

（3）正常肢体长度测量

（4）肢体周径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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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肢残端的测量

（6）脂肪厚度的测量

3.人体姿势的评定

（1）姿势评定后面观

（2）姿势评定前面观

（3）姿势评定侧面观

（4）结果记录与分析

（5）注意事项

第二节 人体反射评定技术

1.反射与反射弧

2.反射与反应的分类

3.神经反射发育的过程

4.反射评定的目的

5.发育性反射评定

（1）脊髓水平反射

（2）脑干水平

（3）中脑水平

（4）大脑皮层水平

6.其他常用神经反射评定

（1）浅反射

（2）深反射

（3）病理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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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运动功能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徒手肌力评定标准和全身主要肌肉的徒手肌力评定方

法； 关节活动度的测量方法；肌张力异常的表现及痉挛的评定方

法；深、浅感觉及复合觉的检查方法；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平

衡、协调功能的评定方法；步行周期与步态临床观察要点。

熟悉：肌肉的分类及收缩的类型；正常关节活动度及关节活

动范围测量原则；肌张力的定义、 分类及影响因素；节段性感觉

支配与感觉检查部位、 感觉障碍的分类及特点；平衡及其稳定极

限的定义、维持平衡的生理机制；协调的定义、常见的协调障碍

分类及表现自然步态及基本参数、常见的异常步态分析。

了解：肌力评定的目的、适应证和禁忌证；等速肌力测试的

方法及原理；关节运动的类型、影响因素、关节活动范围异常的

原因；肌张力评定的目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躯体感觉评定的适

应证和禁忌证、 各种感觉传导通路；评定目的、Ｂｅｒｇ平衡量

表评定标准及内容； 自然步态的生物力学因素、运动学特征、动

力学特征。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肌力评定技术

1.肌力概述

（1）肌肉的分类

（2）肌肉收缩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52

（3）评定的工具与方法

2.主要肌肉的手法检查方法

（1）上肢主要肌肉的徒手肌力检查

（2）下肢主要肌肉的徒手肌力检查

（3）躯干主要肌肉的徒手肌力检查

（4）面部主要肌肉的徒手肌力检查

第二节 关节活动度评定技术

1.关节活动度概述

（1）关节运动的类型

（2）影响关节活动度的因素

（3）引起关节活动度异常的原因

（4）关节活动度评定的工具与原则

2.主要关节活动度的测量方法

（1）上肢关节

（2）下肢关节

（3）躯干关节

（4）下颌关节

第三节 肌张力评定技术

1.肌张力概述

（1）肌张力的分类

（2）影响肌张力的因素

2.肌张力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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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见的异常肌张力

（2）异常肌张力的评定标准

第四节 感觉功能评定技术

1.感觉功能概述

（1）感觉的分类

（2）感觉产生的基础

（3）常见的感觉障碍

（4）感觉障碍的定位诊断

2.感觉功能的检测

（1）检查工具与方法

（2）检查的内容

第五节 协调功能评定

1.概述

（1）协调运动产生的机制

（2）协调功能障碍的常见类型与表现

2.协调功能评定

（1）评定方法

（2）评分标准

第六节 平衡功能评定技术

1.概述

（1）平衡功能分类

（2）人体平衡的维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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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衡反应

2.平衡功能评定

（1）评定内容

（2）评定方法

第七节 步态分析技术

1.正常步态分析

（1）步行周期

（2）正常步态相关参数

2.步态分析技术

（1）观察法

（2）足印法

（3）复杂的定量分析方法

3.异常步态分析

（1）步态异常的常见影响因素

（2）常用异常步态的横式

第四章 特殊检查

【目的要求】

掌握：颈部、肩部、肘部、腕部、腰骶部及骨盆、髋部、膝

部、踝部等常见的特殊检查的操作方法。

熟悉：颈部、肩部、肘部、腕部、腰骶部及骨盆、髋部、膝

部、踝部等常见的特殊检查的正常反应。

了解：颈部、肩部、 肘部、腕部、腰骶部及骨盆、髋部、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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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踝部等常见的特殊检查的结果解释。

【主要内容】

1.颈部

2.肩部

3.肘部

4.腕部

5.腰骶部及骨盆

6.髋部

7.膝部

8.踝部

9.其他

第五章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Barthel 指数的评定内容、评分标准和结果判断；FIM

的评定内容和结果判断。

熟悉：Barthel 指数的评定的注意事项；FIM 的评分标准；世

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简表（WHO/QOL-26）的评定内容。

了解：常用的 PADL 标准化量表；常用的 IADL 标准化量表。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技术

1.概述

（1）ADL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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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L 分类

（3）ADL 的基础

（4）ADL 评定目的

（5）ADL 评定内容

2.评定步骤

（1）收集资料

（2）首次交谈

（3）评定

3.评定方法

4.常用的评定量表

（1）PADL 量表

（2）IADL 量表

（3）功能独立性评定

5.注意事项

第二节 生存质量评定技术

1.概述

（1）评定的应用

（2）评定的内容

（3）评定方法

2.常用评定量表

（1）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简表

（2）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57

（3）生活满意指数量表 A

（4）生存质量指数

第六章 言语功能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言语和语言的概念，大脑半球的言语功能分区特点，

言语障碍的分类及原因，失语症的主要症状，失语症的分类及评

定方法，构音障碍的概念及 Frenchay 评定法，失语症与构音着障

碍的区别，口吃的评定方法，耳聋的分级。

熟悉：言语产生的基础，语言的基本特征，专项语言功能测

验及注意事项，构音器官检查的内容，临床汉语测定方法，儿童

语言发育迟缓的概念及临床表现，口吃的表现及形成原因，耳聋

的评定方法。

了解：言语的语言学特征，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常用

的言语语言障碍筛选方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

1.言语与语言

（1）言语

（2）语言

2.言语产生的基础

（1）神经系统支配

（2）声带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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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流

（4）口鼻咽使声音精细化

（5）耳部听觉系统

3.语言的特征

（1）语言的基本特征

（2）语言的物理声学特征

4.常见的言语语言障碍

（1）失语症

（2）构音障碍

（3）语言发育迟缓

（4）口吃

第二节 言语-语言功能障碍的评定技术

1.言语功能障碍的筛选

（1）言语语言障碍的概念

（2）语言功能障碍的原因

（3）常用的言语语言障碍筛选方法

（4）言语-语言障碍的评定流程

2.失语症

（1）失语症的主要症状

（2）失语症的分类

（3）失语症的评定方法

（4）失语症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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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项语言功能测验

（6）语言功能检测的注意事项

3.构音障碍

（1）反射

（2）呼吸

（3）唇

（4）颌

（5）软腭

（6）喉

（7）舌

（8）言语

4.语言发育迟缓

（1）正常儿童语言发育

（2）言语发育迟缓的原因及表现

（3）语言发育迟缓的分类

（4）坚定流程

（5）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

5.口吃

（1）概念

（2）口吃的形成和表现特点

（3）口吃的评定

6.耳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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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

（2）耳聋的分级

（3）耳聋的评定

第七章 心肺功能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代谢当量的概念,心功能的评定分级,心电运动试验的

应用范畴、适应证、禁忌证、注意事项,呼吸功能的评定分级。

熟悉：代谢当量在康复评定中的应用,心电运动试验的分类和

结果分析,基本肺容积和肺容量的测定以及肺通气功能的测定。

了解：心肺功能评定的目的,动脉血气分析、呼吸气分析评定。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心功能评定技术

1.常用的方法

（1）病史

（2）体格检查

（3）心脏超声

（4）心功能的分级

（5）心电图

（6）动态心电图

（7）六分钟步行实验

（8）心脏导管检查

（9）心电运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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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代谢当量指导康复

第二节 肺功能评定技术

1.复习困难分级和分度

（1）分级

（2）分度

2.肺功能测定技术

（1）病史

（2）体格检查

（3）复习功能的徒手评定

（4）肺容量

（5）肺通气功能

（6）小气道通气功能

（7）气体代谢测定

第八章 心理功能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心理评定的内容、认知功能筛查、注意力障碍的评定、

记忆力障碍的评定、执行力功能障碍的评定。

熟悉：心理评定的方法、知觉障碍的评定、情绪情感障碍的

定。

了解：常见的神经心理改变、认知产生的基础。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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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见的神经心理改变

2.心理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心理评定的内容

（2）心理评定的方法

（3）心理功能评定的意义

（4）心理评定的意义

（5）评定报告的书写

第二节 认知功能障碍的评定技术

1.认知产生的基础

（1）认知障碍的概念

（2）认知障碍的主要表现形式

2.认知功能障碍筛查

（1）意识状态评定

（2）用于疾病筛查和诊断的量表

（3）用于评价的量表

3.知觉障碍评定

（1）躯体构图障碍

（2）视空间关系障碍

（3）失认症

（4）失用症

4.注意功能障碍评定

（1）注意的品质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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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障碍分型

（3）注意障碍评价

5.记忆功能障碍评定

（1）记忆的种类

（2）记忆障碍分类

（3）评价

6.执行能力障碍评定

（1）执行能力的概念

（2）执行、执行力、执行能力的区别

（3）评定方法

第三节 情绪情感障碍评定技术

1.严重伤病后的心理状况

（1）心理休克

（2）焦虑和否认

（3）愤怒

（4）抑郁

（5）自卑和自责

（6）退化

（7）适应

2.情绪情感障碍评定

（1）抑郁量表

（2）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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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环境评定的基本方法及环境改造原则。

熟悉：各类环境评定內容及环境评定步骤,熟悉环境改造常用

辅具。

了解：环境和无障碍环境的定义、内容和作用,了解无障碍环

境要求。

【主要内容】

第一节 环境和无障碍环境

1.环境和无障碍环境的定义

（1）环境的定义

（2）无障碍环境的定义

2.环境的特性

（1）物质环境是一切生命的基础

（2）社会环境和态度环境是群体动物繁衍和发展的需要

（3）人造环境的特性

3.人造环境的分类和作用

（1）人造环境的分类

（2）人造环境的作用

4.残疾与无障碍环境

（1）残疾与人造环境的关系

（2）无障碍环境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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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障碍环境的作用

第二节 环境评定方法

1.环境评定分级

2.环境评定原则

（1）在“标准环境”下评定残疾人的活动和参与

（2）评定残疾人的真实环境

（3）评定残疾人活动和参与时需要外接环境的辅助

（4）评定是必要的且能使用辅助器具的环境

3.环境评定内容

（1）生活环境评定

（2）行动环境评定

（3）交流环境评定

（4）居家环境评定

（5）公共环境评定

（6）环境评定汇总

第三节 环境评定解决方案

1.生活环境改造

2.行动环境改造

3.交流环境改造

4.居家环境改造

5.公共环境改造

第四节 环境评定常用的评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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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常见内脏疾病的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肥胖症、糖尿病及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常用康复评定术。

熟悉：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肥胖症、糖尿病及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及常见功障碍诊断。

了解：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肥胖症、糖尿病及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因、病理生理变叱及康复评定新进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心脏疾患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临床特征

（2）功能障碍

2.康复评定技术

（1）身体结构与功能评定

（2）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3）参与能力评定

（4）心理功能评定

（5）行为类型评定

（6）康复治疗危险程度评定

（7）疗效评定标准

第二节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评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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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临床特征

（2）功能障碍

2.康复评定技术

（1）身体结构与功能评定

（2）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3）参与能力评定

（4）心理功能评定

第三节 肥胖症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临床特征

（2）功能障碍

2.康复评定技术

（1）身体结构与功能评定

（2）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3）参与能力评定

（4）心理功能评定

（5）疗效评价标准

第四节 糖尿病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临床特征

（2）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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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复评定技术

（1）身体结构与功能评定

（2）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3）参与能力评定

（4）心理功能评定

（5）康复疗效评定

第五节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临床特征

（2）功能障碍

2.康复评定技术

（1）身体结构与功能评定

（2）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3）心理功能评定

（4）疗效评价

第十一章 常见骨关节疾病的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手外伤、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

骨关节炎、骨折、截肢、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熟悉：手外伤、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

骨关节炎、骨折、截肢、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评定的流程。

了解：手外伤、肩周炎、颈推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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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炎、骨折、截肢、关节置换术后相关的解剖知识。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手外伤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手部肌腱损伤

（2）手部骨折

（3）手部神经损伤

2.康复评定技术

（1）一般检查

（2）功能评定

第二节 肩周炎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定义

（2）病因

（3）临床表现与诊断

2.康复评定技术

（1）疼痛测定

（2）关节活动度和肌力测定

（3）ADL 能力评定

（4）Constant-Murley 法

第三节 颈椎病的评定技术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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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

（2）病因

（3）临床表现、分型与诊断

2.康复评定技术

（1）临床评定

（2）功能评定

第四节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定义

（2）病因

（3）分型

（4）临床表现与诊断

2.康复评定技术

（1）临床评定

（2）功能评定

第五节 膝关节股性关节炎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定义

（2）病因

（3）临床表现与诊断

2.康复评定技术

第六节 截肢的评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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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定义

（2）病因

（3）截肢分类

2.康复评定技术

（1）全身状况的评定

（2）残肢的评定

（3）假肢的评定

（4）ADL 评定

（5）心理功能评定

（6）职业能力评定

第七节 骨折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骨折的定义

（2）骨折的分类

（3）骨折的愈合过程

（4）影响骨折愈合的因素

2.康复评定技术

（1）常见症状和体征

（2）影响检查

（3）骨折严重程度分级

（4）运动功能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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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人工关节置换术后评定技术

1.概述

（1）全髋关节置换

（2）人工全膝关节置换

（3）人工全肩关节置换

2.康复评定技术

（1）全髋关节置换术后

（2）人工全膝关节置换后

（3）人工肩关节置换术后

第十二章 常见神经疾病的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截瘫患者运动平面和感觉平面的评定方法;偏瘫患者

Brunstrom 评定方法。

熟悉：周围神经病损的分类;截瘫患者损伤程度及预后的评定;

偏瘫患者简式 Fugl- Meyer 评定方法。

了解：桡神经和坐骨神经的评定方法;截瘫患者有哪些功能障

碍及其评定方法;偏瘫患者有哪些功能障碍及其评定方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周围神经病损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组织结构

（2）病理变化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73

（3）分类

（4）临床表现

（5）辅助检查

（6）诊断与鉴别诊断

2.康复评定技术

（1）病史采集

（2）结构异常评定

（3）功能受限评定

（4）个体活动评定

（5）社会参与评定

（6）个体与环境因素评定

（7）评定技术的具体应用

第二节 截瘫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定义

（2）发病原因

（3）临床表现

（4）辅助检查

（5）诊断

（6）常用术语

2.评定

（1）病史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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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异常

（3）功能障碍

（4）个体活动评定

（5）社会参与评定

（6）与环境因素评定

第三节 偏瘫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定义

（2）病因

（3）病理过程

（4）临床特征

（5）辅助检查

（6）诊断

2.康复评定技术

（1）病史采集

（2）结构异常

（3）功能评定

（4）个体活动评定

（5）社会参与评定

（6）个体与环境因素评定

第十三章 常见儿童疾病的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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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脑性瘫痪评定的内容、粗大运动功能评定、精细运动

功能评定。

熟悉：脑性瘫痪的临床分型,脑性瘫痪视觉运动功能评定、语

言功能评定,孤独症的评估量表

了解：脑性瘫痪的日常生活活动评定,脑性瘫痪评定的意义和

报告书写,孤独症的临床表现。

【主要内容】

第一节 脑性瘫痪的评定技术

1.常见的临床分型

2.脑性瘫痪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内容

（2）方法

（3）定义

（4）意义

（5）报告的书写

第二节 孤独症的评定技术

1.常见的临床表现

2.孤独症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内容

（2）方法

（3）定义

（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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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的书写

第十四章 常见老年疾病的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帕金森病的评定内容、老年认知症的评定方法、癌症

的评定方法。

熟悉：帕金森病的常见症状、老年认知症的临床表现、癌症

的临床表现。

了解：帕金森病的病因、老年认知症的病因、癌症的发病原

因。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帕金森病的评定技术

1.概述

2.常见症状

（1）禁止性震颤

（2）肌强直

（3）运动迟缓

（4）姿势步态异常

（5）其他

3.帕金森病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临床分级

（2）单项评定

第二节 老年认知症的评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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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知功能概述

2.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

（1）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

（2）痴呆的临床表现

3.认知功能障碍的后果

4.认知功能评估的目的及意义

5.认知功能的评估工具及使用方法

（1）简易智能评估量表

（2）画钟实验

（3）简明认知评估量表

6.认知功能评估结果及临床应用

（1）认知功能评估的结果

（2）认知功能障碍的干预措施

第三节 癌症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病因

（2）临床表现

（3）治疗方法

（4）康复评定方法

（5）生存质量评定

（6）癌性疼痛评估

（7）心理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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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常见并发症的评定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压疮的概念、好发部位以及分级、分期的评定标准;

能运用“目测类比评法”等对疼痛患者进行疼痛强度评定;能运用

一反复唾液吞咽测试”和“饮水试验”检查患者是否存在吞咽困

难或障碍:排尿障碍及排便障碍的基本知识。

熟悉：压疮产生的主要因素和危险因素的评定:临床上疼痛常

用的评定方法和适用的人群;吞的分期和过程以及吞咽障碍的程

度评分;排尿障碍及排便障碍的评定方法。

了解：疼痛的分类和吞咽障碍的常见致病因素,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压疮的评定技术

1.概述

（1）压疮形成的原因

（2）压疮的好发部位

2.压疮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压疮评定的内容

（2）定义

（3）意义

（4）报告的书写

第二节 疼痛的评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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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疼痛的定义

（1）原因

（2）分类

2.疼痛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一般评定的内容

（2）疼痛的评定

（3）定义

（4）意义

（5）报告的书写

第三节 吞咽障碍的评定技术

1.吞咽障碍的定义

（1）原因

（2）分期

（3）分类

2.吞咽障碍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一般评定的内容

（2）吞咽障碍的评定

（3）定义

（4）意义

（5）报告的书写

第四节 排尿障碍的评定技术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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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膀胱尿道的神经支配

（2）正常排尿过程

（3）异常的排尿

（4）神经源性膀胱的特点

2.排尿障碍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一般评定的内容

（2）排尿障碍的评定

（3）定义

（4）意义

（5）报告的书写

第五节 排便障碍的评定技术

1.概述

2.排便障碍评定的内容和方法

（1）一般评定的内容

（2）排便障碍的评定

（3）排便障碍的定义

（4）排便障碍的意义

（5）评定报告的书写

四、教学方法

1.结合本学科特点，教学中以课堂教学方法为主，辅之于多

媒体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

2.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思考题，并通过不定时的提问，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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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成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勤于思考、注重方法等良好的学习

习惯，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五、成绩考核方法

1.主要是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提高或期中测试的

形式。

2.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在综合成绩中分别占 30%和 70%的比例。

3.有关考试形式和内容的采取适当的改革思路。

《推拿治疗技术》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推拿治疗

授课对象 中医康复治疗专业（三年制高职高专）

授课学时 72

理论课学时 42

实验课学时 30

学 分 4

教学参考书书名、主编及

出版社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推拿治疗》，主编：吕选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二、课程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推拿治疗课程属于中医康复专业的核心课程。通过对该课程

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本课程中有关推拿治疗的基本理论知识和

疾病的推拿治疗方法，包括推拿治疗的基本知识（推拿治疗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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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诊法、推拿治则与治法、推拿整脊）、推拿治疗病症的诊疗

方案（脊柱骨盆疾病、骨伤科疾病、内妇五官科疾病、儿科和康

复科疾病），为继续学习中医康复其他知识打好基础。

三、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绪论

【目的要求】

掌握：推拿治疗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基本特点。

熟悉：推拿治疗的起源。

了解：推拿治疗的发展。

【主要内容】

一、概述

1.推拿治疗的基本概念

2.推拿治疗的基本内容

3.推拿治疗的基本特点

4.学习推拿治疗的要求和方法

二、推拿治疗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章 推拿治疗知要

【目的要求】

掌握：推拿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熟悉：推拿治疗的注意事项、体位和推拿治疗反应与异常情

况。

了解：推拿治疗的辅助要素。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83

【主要内容】

一、推拿疗法的适应证

二、推拿疗法的禁忌证

三、推拿治疗的注意事项

四、推拿治疗的体位

五、推拿治疗辅助要素

六、推拿治疗反应与异常情况

第三章 推拿诊法

【目的要求】

掌握：四诊内容。

熟悉：骨伤科特殊检查、常见神经系统检查和影像学检查方

法。

了解：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方法。

【主要内容】

一、四诊

二、推拿临床常用检查

1.骨伤科特殊检查

2.常见神经功能检查

3.影像学检查

4.实验室检查

5.其他检查

第四章 推拿治则与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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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求】

掌握：推拿治疗各科疾病的基本原则、施术原则、基本治法。

【主要内容】

一、推拿治则

1.基本原则

2.施术原则

二、推拿疗法

第五章 推拿整脊

【目的要求】

掌握：推拿整脊的概念、原理、作用。

熟悉：整脊手法操作的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

了解：整脊的适应证、禁忌证。并将所学应用于脊柱疾病的

治疗中。

【主要内容】

一、推拿整脊的概念及原理

二、推拿整脊的作用

三、推拿整脊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四、推拿整脊的基本原则

五、影响推拿整脊疗效的因素与推拿整脊的注意事项

六、推拿整脊手法知要

第六章 脊柱骨盆疾病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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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18 种常见脊柱骨盆疾病的含义、诊断和推拿治疗操作

步骤。

熟悉：18 种常见脊柱骨盆疾病的病因病机及不同证型的辨证

施治。

了解：18 种常见脊柱骨盆疾病的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

一、颈椎病

二、颈椎关节脱位

三、寰枢椎半脱位

四、颈椎间盘突出症

五、胸椎后关节紊乱症

六、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

七、腰椎间关节综合征

八、腰椎间盘突出症

九、腰椎椎管狭窄症

十、退行性脊柱炎

十一、强直性脊柱炎

十二、腰椎滑脱症

十三、骶髂关节紊乱症

十四、腰椎骶化与骶椎腰化

十五、脊椎骨骺骨软骨病

十六、小儿功能性脊柱侧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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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骨盆移位综合征

十八、尾骨挫伤

第七章 骨伤科疾病

【目的要求】

掌握：骨伤科常见的脊周软组织疾病、四肢软组织损伤疾病，

以及常见关节脱位的诊断和推拿治疗方法。

熟悉：骨伤科常见疾病的含义、病因病机及推拿治疗的注意

事项。

了解：骨伤科常见疾病的其他治疗方法。

【主要内容】

一、落枕

二、颈部扭挫伤

三、项背肌筋膜炎

四、胸胁迸伤

五、急性腰扭伤

六、腰肌劳损

七、棘上棘间韧带劳损

八、髂腰韧带损伤

九、梨状肌综合征

十、臀上皮神经损伤

十一、肩周炎

十二、肩峰下滑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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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肱骨外上髁炎

十四、神经卡压综合征

十五、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

十六、退行性膝关节炎

十七、踝关节扭伤

十八、颞颌关节脱位

十九、肩关节脱位

二十、肘关节脱位

二十一、小儿桡骨小头脱位

二十二、髋关节脱位

第八章 内妇五官科疾病

【目的要求】

掌握：内妇五官科病症的概念、诊断和推拿治疗。

熟悉：内妇五官科病症的病因病机和注意事项。

了解：内妇五官科病症的辅助治疗方法。

【主要内容】

一、感冒

二、眩晕

三、咳嗽

四、胃脘痛

五、便秘

六、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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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儿科疾病

【目的要求】

掌握：儿科病症的概念、病因病机、诊断和推拿治疗。

熟悉：儿科病症的注意事项和不同证型的辨证施治。

【主要内容】

一、发热

二、咳嗽

三、泄泻

四、小儿肌性斜颈

第十章 康复科疾病

【目的要求】

掌握：康复科常见疾病的概念、诊断和推拿治疗。

熟悉：各病的病因病机、注意事项和不同证型的辨证论治。

【主要内容】

一、偏瘫

二、脊髓损伤后遗症

三、肌萎缩

四、教学方法

1.结合本学科特点，教学中以课堂教学方法为主，辅之于多

媒体、实训操作等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

2.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思考题，并通过不定时的提问，使学

生形成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勤于思考、注重方法等良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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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五、成绩考核方法

1.主要是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提高或期中测试的

形式。

2.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在综合成绩中分别占 20%和 80%的比例。

3.有关考试形式和内容的采取适当的改革思路。

《传统运动疗法》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传统运动疗法

授课对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三年制高职高专）

授课学时 36

理论课学时 20

实验课学时 16

学 分 2

教学参考书书名、主编及

出版社
自编

二、课程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传统运动疗法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患者病情特点，运

用我国传统运动形式以帮助患者康复治疗疾病的方法。该课程是

论述传统运动疗法的基本理论、操作方法及其在临床实践中的综

合运用的一门临床学科，是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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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传统运动疗法基本理

论和基本技能，并初步运用传统运动疗法进行康复治疗，为进行

康复治疗工作奠定基础。

三、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第一章 概论

【目的要求】

掌握：传统运动疗法的应用原则。

熟悉：传统运动疗法的概念、种类、特点、作用、临床应用。

了解：传统运动疗法的发展简史、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传统运动疗法的概念、种类、特点

一、传统运动疗法的概念

二、传统运动疗法的种类

三、传统运动疗法的特点

第二节 传统运动疗法发展简史

第三节 传统运动疗法的作用及临床应用

一、传统运动疗法的作用

（一）调摄情志

（二）促进肢体功能

（三）促进代偿功能

二、传统运动疗法的临床应用

第四节 传统运动疗法的应用原则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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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运动疗法的应用原则

（一）松静自然

（二）动静适宜

（三）三因制宜

（四）循序渐进

二、传统运动疗法的注意事项

（一）做好运动前的准备工作

（二）练功时要凝神静气，形神合一，呼吸自然

（三）加强运动后防护

（四）劳逸结合，充足睡眠

第二章 太极拳

【目的要求】

掌握：太极拳的操作要领。

熟悉：太极拳的康复运用。

了解：太极拳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三章 八段锦

【目的要求】

掌握：八段锦的操作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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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八段锦的康复运用。

了解：八段锦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四章 五禽戏

【目的要求】

掌握：五禽戏的操作要领。

熟悉：五禽戏的康复运用。

了解：五禽戏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五章 易筋经

【目的要求】

掌握：易筋经的操作要领。

熟悉：易筋经的康复运用。

了解：易筋经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93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六章 六字诀

【目的要求】

掌握：六字诀的操作要领。

熟悉：六字诀的康复运用。

了解：六字诀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七章 捧气贯顶法

【目的要求】

掌握：捧气贯顶法的操作要领。

熟悉：捧气贯顶法的康复运用。

了解：捧气贯顶法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八章 三心并站桩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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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三心并站桩的操作要领。

熟悉：三心并站桩的康复运用。

了解：三心并站桩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九章 形神桩

【目的要求】

掌握：形神桩的操作要领。

熟悉：形神桩的康复运用。

了解：形神桩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十章 少林内功

【目的要求】

掌握：少林内功的操作要领。

熟悉：少林内功的康复运用。

了解：少林内功的功法特点。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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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法特点

二、操作要领

三、康复运用

第十一章 临床常见功能障碍的传统运动疗法康复治疗

【目的要求】

掌握：平衡障碍、心功能障碍、肺功能障碍的传统康复运用

指征。

熟悉：平衡障碍、心功能障碍、肺功能障碍的运动处方。

了解：平衡障碍、心功能障碍、肺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方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平衡障碍

一、传统康复运用指征

二、康复治疗方法

三、运动处方

第二节 心功能障碍

一、传统康复运用指征

二、康复治疗方法

三、运动处方

第三节 肺功能障碍

一、传统康复运用指征

二、康复治疗方法

三、运动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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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方法

本课程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以课堂讲授

为主，辅以视频、多媒体等直观教学方法，并加强传统运动技术

操作的示范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

五、成绩考核方法

考试、实践操作考核，其中考试占 70％，操作考核占 30％。

《中医传统治疗技术》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中医传统治疗技术

授课对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三年制高职高专）

授课学时 72

理论课学时 36

实验课学时 36

学 分 4

教学参考书书名、主编及

出版社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传统康复技术》，主编：姜兴鹏，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19

二、课程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中医传统治疗技术课程属于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本课程中传统医学的基础理

论和干预方法，以及中医康复方法在常见的疾病康复中的运用，

让同学能够熟悉和了解传统康复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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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医康复医学专业的同学能够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好坚实的

基础。

三、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模块一 概论

【目的要求】

掌握：传统康复技术的概念。

熟悉：传统康复技术的特点。

了解：各时期的康复技术。

【主要内容】

项目一 传统康复技术的概念

项目二 传统康复技术发展简史

1.春秋战国时期

2.汉晋南北朝时期

3.隋唐时期

4.宋元时期

5.明清时期

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项目三 传统康复技术的特点

1.整体观念

（1）形与神具

（2）天人相应

（3）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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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辨证论治

3.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4.杂合以治

5.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模块二 针灸推拿技术基础

【目的要求】

掌握：掌握经络的概念、经络系统的组成；十二经脉的体表

分布、走向、流注、交接规律；腧穴的概念、分类、定位方法；

特定穴的意义及分类；腧穴的作用、主治规律；常用腧穴的定位、

主治及操作。

熟悉：经络与脏腑、阴阳的关系，经络的功用；十四经的经

脉大体体表循行。

【主要内容】

项目一 经络总论

1.经络的概念

2.经络系统的组成

（1）十二经脉

（2）奇经八脉

（3）十二经别

（4）十五络脉

（5）十二经筋

（6）十二皮部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99

3.经络的生理功能与临床应用

（1）经络的生理功能

（2）经络的临床应用

项目二 腧穴总论

1.腧穴的概念

2.腧穴的分类

（1）十四经穴

（2）经外奇穴

（3）阿是穴

3.特定穴的应用

（1）五输穴

（2）原穴

（3）络穴

（4）郄穴

（5）背俞穴

（6）募穴

（7）下合穴

（8）八会穴

（9）八脉交会穴

（10）交会穴

4.腧穴的治疗作用

（1）近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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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远治作用

（3）特殊作用

5.腧穴的定位方法

（1）骨度分寸定位法

（2）体表解剖标志定位法

（3）手指同身寸定位法

（4）简便定位法

项目三 经络腧穴各论

一、手三阴经

（一）手太阴经络与腧穴

【目的要求】

1.掌握手太阴经脉循行。

2.掌握尺泽、列缺、太渊、鱼际、少商等 5 个常用腧穴的定

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尺泽、列缺、太渊、鱼际、少商。

（二）手厥阴心包经

【目的要求】

1.掌握手厥阴经脉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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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曲泽、郄门、内关、劳宫等 4 个常用腧穴的定位、主

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曲泽、郄门、内关、劳宫。

（三）手少阴心经

【目的要求】

1.掌握手少阴经脉循行。

2.掌握少海、通里、阴郄、神门、少冲等 5 个常用腧穴的定

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少海、通里、阴郄、神门、少冲。

二、手三阳经

（一）手阳明大肠经

【目的要求】

1.掌握手阳明经脉循行。

2.掌握商阳、合谷、手三里、曲池、肩髃、迎香等 6 个常用

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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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商阳、合谷、手三里、曲池、肩髃、迎香。

（二）手少阳三焦经

【目的要求】

1.掌握手少阳经脉循行。

2.掌握中渚、外关、支沟、肩髎、翳风、丝竹空等 6 个常用

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中渚、外关、支沟、肩髎、翳风、丝竹空。

（三）手太阳小肠经

【目的要求】

1.掌握手太阳经脉循行。

2.掌握少泽、后溪、养老、天宗、听宫等 5 个常用腧穴的定

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少泽、后溪、养老、天宗、听宫。

三、足三阴经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103

（一）足太阴脾经

【目的要求】

1.掌握足太阴经脉循行。

2.掌握隐白、公孙、三阴交、阴陵泉、血海等 5 个常用腧穴

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隐白、公孙、三阴交、阴陵泉、血海。

（二）足厥阴肝经

【目的要求】

1.掌握足厥阴经脉循行。

2.掌握大敦、行间、太冲、期门等 4 个常用腧穴的定位、主

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大敦、行间、太冲、期门。

（三）足少阴肾经

【目的要求】

1.掌握足少阴经脉循行。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104

2.掌握涌泉、大溪、照海、复溜等 4 个常用腧穴的定位、主

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涌泉、大溪、照海、复溜。

四、足三阳经

（一）足阳明胃经

【目的要求】

1.掌握足阳明经脉循行。

2.掌握地仓、颊车、下关、头维、天枢、归来、足三里、上

巨虚、丰隆、内庭等 10 个常用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地仓、颊车、下关、头维、天枢、归来、足三

里、上巨虚、丰隆、内庭。

（二）足少阳胆经

【目的要求】

1.掌握足少阳经脉循行。

2.掌握听会、阳白、风池、环跳、风市、阳陵泉、悬钟、 丘

墟、足临泣等 9 个常用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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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听会、阳白、风池、环跳、风市、阳陵泉、悬

钟、 丘墟、足临泣。

（三）足太阳膀胱经

【目的要求】

1.掌握足太阳经脉循行。

2.掌握睛明、攒竹、天柱、肺俞、心俞、膈俞、肝俞、脾俞、

肾俞、大肠俞、次髎、委中、承山、昆仑、申脉、至阴等 16 个常

用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睛明、攒竹、天柱、肺俞、心俞、膈俞、肝俞、

脾俞、肾俞、大肠俞、次髎、委中、承山、昆仑、申脉、至阴。

五、任督二脉与常用经外奇穴

（一）任脉

【目的要求】

1.掌握任脉循行。

2.掌握中极、关元、气海、神阙、中脘、膻中、廉泉、承浆

等 8 个常用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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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中极、关元、气海、神阙、中脘、膻中、廉泉、

承浆。

（二）督脉

【目的要求】

1.掌握督脉循行。

2.掌握腰阳关、大椎、哑门、百会、水沟、印堂等 6 个常用

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经脉循行

2.主治概要

3.常用腧穴：腰阳关、大椎、哑门、百会、水沟、印堂。

（三）经外奇穴

【目的要求】

1.掌握四神聪、太阳、夹脊、外劳宫、十宣、膝眼、胆囊、

阑尾等 8 个常用腧穴的定位、主治和操作。

【主要内容】

1.常用腧穴：四神聪、太阳、夹脊、外劳宫、十宣、膝眼、

胆囊、阑尾。

模块三 针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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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求】

掌握：毫针刺法、艾灸法、拔罐法、刮痧法、三棱针法、耳

针法、头针法、火针法、穴位埋线法的操作方法与临床应用。

熟悉：毫针刺法、艾灸法、拔罐法、刮痧法、三棱针法、耳

针法、头针法、火针法、穴位埋线法的作用与注意事项。

了解：毫针刺法、艾灸法、拔罐法、刮痧法、三棱针法、耳

针法、头针法、火针法、穴位埋线法的作用机理。

【主要内容】

项目一 毫针刺法

1.毫针刺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1）传统医学认识

（2）现代医学研究

3.操作技术

（1）选择针具

（2）选择体位

（3）消毒

（4）进针法

（5）针刺的角度、方向和深度

（6）行针法

（7）补泻手法

（8）留针与出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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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针刺异常情况的处理和预防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注意事项

项目二 艾灸法

1.灸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1）传统医学认识

（2）现代医学研究

3.操作技术

（1）艾炷灸

（2）艾条灸

（3）温针灸

（4）温灸器灸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注意事项

项目三 拔罐法

1.拔罐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1）传统医学认识

（2）现代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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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技术

（1）罐的种类

（2）拔罐的方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禁忌症

（3）注意事项

项目四 刮痧法

1.刮痧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1）传统医学认识

（2）现代医学研究

3.操作技术

（1）刮痧器具和介质

（2）刮痧的方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禁忌症

（3）注意事项

项目五 三棱针法

1.三棱针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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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医学认识

（2）现代医学研究

3.操作技术

（1）操作前准备

（2）持针姿势

（3）操作方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禁忌症

（3）注意事项

项目六 耳针法

1.耳针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1）传统医学认识

（2）现代医学研究

3.操作技术

（1）毫针法

（2）电针法

（3）穴位注射法

（4）埋针法

（5）压丸法

（6）放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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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床应用

（1）疼痛性疾病

（2）炎性疾病

（3）功能紊乱性疾病

（4）过敏及变态反应性疾病

（5）内分泌性疾病

（6）其他

项目七 头针法

1.头针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1）传统医学认识

（2）现代医学研究

3.操作技术

（1）体位

（2）进针

（3）运针

（4）电针刺激

（5）出针

（6）疗程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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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项

（4）应用举例

项目八 火针法

1.火针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1）针具

（2）操作方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禁忌症

（3）注意事项

项目九 穴位埋线法

1.穴位埋线法的定义

2.作用机理

（1）穴位封闭效应

（2）针刺效应

（3）刺血效应

（4）穴位处机体组织损伤的后作用效应

（5）留针及埋针效应

（6）组织疗法效应

3.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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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器材

（2）常用埋线方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症

（2）禁忌症

（3）注意事项

模块四 推拿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成人推拿法、小儿推拿法、足部推拿法、手部推拿法、

自我推拿法的操作技术。

熟悉：成人推拿法、小儿推拿法、足部推拿法、手部推拿法、

自我推拿法的临床应用。

了解：成人推拿法、小儿推拿法、足部推拿法、手部推拿法、

自我推拿法的作用机理。

【主要内容】

项目一 成人推拿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1）疏通经络，行气活血

（2）理筋整复，滑利关节

（3）调整脏腑功能，增强抗病能力

3.操作技术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114

（1）成人推拿手法

（2）常用康复方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证

（2）禁忌证

（3）注意事项

（4）应用举例

项目二 小儿推拿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1）小儿推拿手法

（2）常用康复方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证

（2）禁忌证

（3）注意事项

（4）应用举例

项目三 足部推拿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1）循环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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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射学说

（3）全息胚学说

3.操作技术

（1）反射区位置规律

（2）手法

（3）操作套路

4.临床应用

（1）注意事项

（2）应用举例

项目四 手部推拿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4.临床应用

（1）注意事项

（2）应用举例

项目五 自我推拿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1）头面部自我推拿

（2）颈项部自我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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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胸腹部自我推拿

（4）腰骶部自我推拿

（5）上肢部自我推拿

（6）下肢部自我推拿

（7）消除疲劳法

4.临床应用

（1）适应证

（2）禁忌证

（3）注意事项

（4）应用举例

模块五 传统运动康复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的操作技术。

熟悉：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的作用机理与临床

应用。

了解：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的历史发展及演变。

【主要内容】

项目一 易筋经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4.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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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应证

（2）禁忌证

（3）注意事项

项目二 五禽戏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4.临床应用

（1）适应证

（2）禁忌证

（3）注意事项

项目三 八段锦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4.临床应用

（1）适应证

（2）禁忌证

（3）注意事项

项目四 太极拳

1.概述

2.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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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技术

4.临床应用

（1）适应证

（2）禁忌证

（3）注意事项

模块六 药物外治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药物外治的优点；药物熏洗疗法的治疗原理和分类。

熟悉：药物外治的作用机理；药物熨敷疗法的治疗作用。

了解：药物贴敷疗法的分类和操作；常用药物外治方药及适

应症。

【主要内容】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1）药物熏洗法

（2）药物熨敷法

（3）药物贴敷法

（4）药浴法

（5）药枕法

（6）药带法

4.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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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药物熏洗法：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应用举例。

（2）药物熨敷法：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应用举例。

（3）药物贴敷法：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应用举例。

（4）药浴法：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应用举例。

（5）药枕法：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应用举例。

（6）药带法：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应用举例。

模块七 传统养生康复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膳食疗法、情志疗法的治疗技术、临床应用。

熟悉：膳食疗法、情志疗法的养生机理；娱乐疗法的养生技

术。

了解：房事养生的治疗技术和临床应用。

【主要内容】

项目一 膳食疗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1）滋养保健

（2）抗御邪气，预防疾病

3.操作技术

（1）全面膳食，合理搭配

（2）审因施膳，以人为本

（3）饮食有节，科学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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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床应用

（1）预防疾病

（2）滋养保健

（3）延缓衰老

（4）治疗疾病

项目二 情志、娱乐疗法

1.情志疗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治疗技术

（4）临床应用

2.娱乐疗法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治疗技术

（4）临床应用

项目三 其他养生康复技术

1.概述

2.作用机理

3.操作技术

（1）顺从生理，房事有度

（2）适时房事，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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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床应用

模块八 康复护理技术

【目的要求】

掌握：中医康复护理的特点。

熟悉：中医康复护理的内容。

了解：餐饮护理、居室护理、行动护理、心理护理的具体内

容。

【主要内容】

项目一 护理特点

1.整体施护

（1）因机体整体施护

（2）因自然环境施护

（3）因社会环境施护

2.辨证施护

（1）因人施护

（2）因病施护

（3）因证施护

3.综合施护

（1）一般护理与特殊护理相结合

（2）多种护理方法相结合

（3）自我护理、家庭护理与医院护理相结合

项目二 护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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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饮护理

（1）辨证而食

（2）饮食宜忌

（3）饮食有节

2.居室护理

（1）一般居室环境护理

（2）特殊居室环境护理

（3）起居护理

3.行动护理

（1）功能锻炼护理

（2）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护理

（3）职业能力训练护理

（4）动静结合护理

4.心理护理

（1）真情投入，诚恳待人

（2）因人施护，有的放矢

（3）正确使用心理护理方法

四、教学方法

本课程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教学方法上以课堂讲授

为主，加强技术操作的示范教学和基本功能训练，为中医传统治

疗技术的临床治疗奠定基础。

五、成绩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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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平时成绩、实际操作考试和期末理论考试（闭卷考试）。

其中平时成绩占 10%（主要通过作业和考勤进行评定），操作考

试占 40%，期末理论考试占 50%。

《康复治疗技术》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康复治疗技术

授课对象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三年制高职高专）

授课学时 90

理论课学时 66

实验课学时 24

学 分 4

教学参考书书名、主编及

出版社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职业教育“十二

五”规划教材《康复治疗技术》，主

编：姜永梅，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二、课程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康复治疗技术课程属于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通过

对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本课程中有关康复医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包括运动疗法、物理因子疗法、

作业疗法、语言疗法、康复工程，为大三的实习操作打好基础。

三、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第一章 概论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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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康复的概念。

熟悉：康复的工作内容。

了解：康复的发展史。

【主要内容】

1.康复的内容

2.康复的治疗过程

3.康复的发展史

第二章 运动疗法

概述

【目的要求】

掌握：运动疗法的定义，肌肉收缩的不同方式，运动疗法的

常用运动方式，运动疗法的治疗作用。

熟悉：运动疗法的内容，运动解剖学基础，运动生理学基础，

运动代谢基础，运动疗法的生理作用，运动疗法应注意的事项，

运动疗法的禁忌症，运动处方的项目，运动量控制的内容，运动

疗法应用的基本原则。

了解：运动疗法的分类。

【主要内容】

一、运动疗法的定义

1.运动疗法的定义

2.运动疗法的分类

二、运动疗法的内容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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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规的运动疗法

2.神经生理学疗法

3.运动再学习

三、运动疗法的基础

1.运动学基础：运动解剖学基础、运动力学基础

2.运动生理学基础：肌肉的理化特性、肌肉的收缩形式、肌

肉的协同作用

3.运动的代谢基础：肌肉收缩的能量供给、运动中气体交换

的两个重要指标、对训练的代谢反应

四、运动中常用的运动方式

1.被动运动

2.主动运动：随意运动、主动助力运动、抗阻运动

3.牵引

五、运动中的生理及治疗作用

1.生理作用：心脏、骨骼肌、骨和关节、血压、肺、血脂质、

其他

2.运动疗法的治疗作用

六、运动疗法的临床应用及注意事项、禁忌

1.临床应用

2.运动疗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3.运动疗法的禁忌

七、运动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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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动治疗项目：耐力性项目、力量性项目、放松性项目、

矫正性项目

2.运动治疗量：运动治疗强度、治疗频率、治疗持续时间、

3.注意事项

常用的运动疗法

【目的要求】

掌握：关节活动基础，主动运动、主动助力运动的具体方法，

被动运动具体训练方法，不同关节的关节活动具体方法，关节松

动术的概念，关节松动术的基本手法，关节松动术手法应用的选

择，关节松动术的治疗作用和临床应用，关节松动术的操作程序，

人体主要关节的关节松动术的具体操作，软组织牵伸的概念，被

动牵伸的种类及操作，主动抑制的概念和方式，肌肉牵伸的目的、

适应症、禁忌症和注意事项，肌肉牵伸的程序，人体主要肌群的

牵伸技术，肌力的概念，增强肌力应遵循的原则，主动助力运动、

主动运动、抗阻运动，增强肌力技术的注意事项，抗阻训练注意

事项，与平衡能力有关的生物力学因素，恢复平衡能力的训练方

法。

熟悉：影响肌力的因素，人体主要肌群的肌力增强具体方法，

耐力的含义和增强肌肉耐力的训练方法，机体应付姿势变换的对

策，平衡的定义，步行训练应具备的条件。

了解：关节的生理运动和附属运动，牵伸的局部放松技术，

肌肉协调能力的运动疗法，用拐杖、轮椅进行行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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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关节活动技术

1.关节活动基础：关节的构成、关节的分类、关节的稳定性

和灵活性是影响关节活动范围的因素、关节活动的终末感觉、关

节活动范围异常的原因和表现。

2.改善关节活动的技术和方法：主动运动、主动助力运动和

被动运动。

3.关节活动技术：肩部关节活动技术、肘关节活动技术、手

部关节活动技术、髋关节活动技术、膝关节活动技术、踝及足部

关节活动技术。

二、关节松动技术

1.关节松动术的基本概念

2.关节的生理运动和附属运动

3.关节松动术基本手法

4.关节松动术手法分级

5.关节松动术的治疗作用及临床应用

6.关节松动术的操作程序

7.上肢关节松动技术：肩关节松动技术、肘关节松动技术、

手部关节松动技术

8.下肢关节松动技术：髋关节松动技术、膝关节松动技术、

足部关节松动技术

三、软组织牵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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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组织牵伸技术的概念

2.牵伸的种类：被动牵伸、主动抑制

3.肌肉牵伸的临床应用

4.肌肉牵伸的程序

5.牵伸的放松与抑制技术

6.上肢肌肉牵伸技术：肩部肌肉的牵伸急速、肘部肌肉的牵

伸技术、手部肌肉的牵伸技术

7.下肢肌肉牵伸技术：髋部肌肉的牵伸技术、膝部肌肉的牵

伸技术、足部肌肉的牵伸技术

四、增强肌力的训练

1.肌力的概念

2.影响肌力的因素

3.增强肌力应遵循的训练原则

4.增强肌力的技术与方法：主动助力运动、主动运动、抗阻

运动

5.增强肌力技术的注意事项

6.抗阻训练注意事项

7.增强肌力技术的禁忌症

8.增强上肢肌群肌力技术：肩部肌群的肌力增强技术、肘部

肌群肌力的增强技术、手部肌群肌力的增强技术

9.增强下肢肌群肌力技术：髋部肌群的肌力增强技术、膝部

肌群肌力的增强技术、足部肌群肌力的增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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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强肌肉耐力的运动疗法

1.耐力的概念

2.影响耐力的因素

3.增强耐力的方法

4.增强耐力的训练方法

六、增强肌肉协调能力的训练方法

1.训练原则

2.训练所要求具备的一些条件

3.单块肌肉的控制训练应遵循的一些原则

4.多块肌肉协调动作的训练应遵循的一些原则

5.训练成功的指标

6.训练的方法

七、平衡功能的训练

1.概述

2.恢复平衡能力的训练方法

八、步行和移动能力训练

1.步行训练应具备的条件

2.持拐步行的方式

3.步行的辅助器具

4.轮椅的构造及轮椅的驱动训练

第三章 物理疗法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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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求】

掌握：物理疗法的含义，物理疗法对人体的作用方式。

熟悉：物理疗法的内容，物理疗法的发展史，物理疗法的分

类。

【主要内容】

一、物理疗法的定义和范围

1.物理疗法的定义

2.物理疗法的内容

3.物理疗法的发展简史

4.现代理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物理疗法的分类

1.自然的物理疗法

2.人工的物理疗法：力学的运用、点的运用、光的运用、超

声的应用

3.物理疗法对人体的作用方式：直接作用、间接作用

物理因子疗法

【目的要求】

掌握：低频电的含义，神经肌肉电料的操作技术，中频电疗

法的含义，中频电疗法的治疗作用和注意事项，高频电疗法的含

义，高频电疗法对人体的作用，高频电疗法的仪器设备和技术安

全，紫外线疗法的剂量控制方法，水中运动的治疗技术。

熟悉：直流电疗法的定义，直流电的主要生理作用和治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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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流电的治疗技术，直流电离子导入的途径、深度和数量，

直流电离子导入疗法的优缺点，低频电的基本作用，神经肌肉电

疗法的含义，周围神经粗纤维刺激疗法，中频电疗法的作用，正

弦调制中频电料大，低中高频电疗法的区别，生物反馈疗法，红

外线疗法的含义，红外线疗法的治疗作用，红外线疗法的治疗技

术，可见光疗法的治疗作用，紫外线疗法的生物学效应，紫外线

疗法的治疗作用，超声波疗法的理化作用，超声波疗法的治疗技

术，磁场的生理作用和治疗作用，磁场的治疗技术，水中运动的

种类。

了解：直流电的治疗原理，直流电离子导入法的含义，影响

直流电离子导入的因素，离子导入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高频电时

人体的电磁学特性及其效应，光的效应类型，水中运动的设备。

【主要内容】

一、直流电疗法

1.直流电疗法概述

2.直流电疗法定义

3.直流电的主要生理作用和治疗作用

4.直流电的治疗技术

5.直流电药物离子导入法的含义

6.离子导入的途径、深度和数量

7.离子导入的优缺点

8.影响离子导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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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离子导入疗法的种类

10.电离子导入治疗技术

二、低频电疗法

1.低频电疗法的基本作用

2.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

3.周围神经粗纤维刺激疗法

三、中频电疗法

1.中频电疗法的含义

2.中频电疗法的作用

3.中频电疗法的治疗作用和注意事项

4.正弦调制中频电疗法

四、高频电疗法

1.高频电疗法的含义

2.高频电时人体的电磁学特性及其效应

3.高频电疗法随人体的作用

4.低中高频电疗法的区别

5.电疗的仪器设备和技术安全

6.生物反馈疗法

五、光疗法

1.光的效应类型

2.红外线疗法的含义

3.红外线疗法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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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外线疗法的治疗技术

5.可见光疗法的治疗作用

6.紫外线疗法的生物学效应

7.紫外线疗法的治疗作用

8.紫外线疗法的剂量控制方法

六、超声波疗法

1.超声波疗法的理化作用

2.超声波疗法的治疗技术

七、磁场疗法

1.磁场的生理作用和治疗作用

2.磁场的治疗技术

八、水疗法

1.水中运动的设备

2.水中运动的种类

3.水中运动的治疗技术

第四章 神经生理学疗法

【目的要求】

掌握：控制关节点技术，抑制技术，易化技术，Brunnstrom

疗法的基本治疗方法、治疗方针，Brunnstrom 疗法的治疗原则，

Brunnstrom 疗法各类训练方法，PNF 疗法的定义，PNF 疗法的运

动模式，PNF 疗法的基本治疗模式，PNF 疗法的特殊技术，Rood

疗法的治疗方法，Rood 疗法的特殊抑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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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Bobath 疗法的起源，Bobath 疗法对偏瘫本质的认识，

Bobath 疗法的触觉和本体觉的刺激方法，Bobath 疗法的 ADL 训练

方法，Bobath 疗法应用的注意事项，Bobath 疗法在偏瘫康复中的

应用，Brunnstrom 疗法的起源，Brunnstrom 疗法的基本治疗原理

和常用术语，PNF 疗法的起源，PNF 疗法的治疗理论，Rood 疗法

的治疗原理，运动控制的发育顺序，运动控制模式的临床应用，

运动在学习疗法基本观点。

了解：Bobath 疗法的理论基础，Rood 疗法的起源，运动再学

习疗法训练方法。

【主要内容】

一、Bobath 疗法

1.Bobath 疗法概述

2.Bobath 疗法理论基础

3.Bobath 疗法对偏瘫本质的认识

4.Bobath 疗法的基本观点

5.Bobath 疗法评价方法

6.Bobath 疗法治疗技术：控制关键点、抑制技术、易化技术、

触觉和本体觉的刺激、ADL 训练、注意事项

7.Bobath 疗法的治疗原则

8.Bobath 疗法在偏瘫康复中的应用

二、Brounstrom 疗法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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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

3.常用的一些术语

4.偏瘫运动功能评价

5.基本技术和手法：床上姿势与卧位训练、坐位的躯干、颈、

四肢训练、上肢训练（Ⅰ——Ⅲ阶段）、上肢训练（Ⅳ—Ⅴ阶段）、

下肢运动模式矫正训练、手的能力训练

三、PNF（本体感觉性神经肌肉易化技术）

1.PNF 定义

2.PNF 治疗理论与治疗原则

3.PNF 评价

4.PNF 运动模式

5.PNF 治疗技术

6.本体感觉性易化技术

7.PNF 特殊抑制技术

四、运动再学习

1.运动再学习的定义

2.运动再学习的历史

3.运动再学习基本观点和理论

4.迅动在学习训练方法和技术

第五章 作业疗法

【目的要求】

掌握：作业疗法的定义，作业疗法的特点，作业疗法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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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ADL 的训练项目和方法，转移的基本原则和常见方法，认

知障碍的表现和治疗方法

熟悉：作业疗法的作用，作业疗法的目的，作业疗法的适应

症，作业疗法的处方，作业疗法的常用设备，作业分析的内容，

作业的简单分析、详细分析的内容，树细木工作业、防治作业、

黏土作业的作用和操作，认知障碍的治疗原则。

了解：作业疗法的发展历程，作业疗法的主要理论，作业疗

法的分类，作业疗法的机构，作业活动的选择，作业评定，环境

的无障碍改造的主要内容，自助具种类和用途，手夹板的主要种

类和作用，ADL 训练原则。

【主要内容】

一、概述

1.作业疗法的定义

2.作业疗法的发展历程

3.作业疗法的主要理论

4.作业疗法的特点

5.作业疗法的目的

6.作业疗法的分类

7.作业疗法的适应症及注意事项

8.作业疗法的机构

9.作业疗法的处方

10.作业疗法的常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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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作业疗法与治疗医学、运动疗法的区别

二、作业分析和作业选择

1.作业活动的分析

2.作业活动的分析方法

3.作业活动的选择

三、作业评定

1.作业评定

2.作业技能评定

四、作业环境的无障碍改造

1.环境的无障碍改造的原则

2.环境的无障碍改造的方法

五、辅助技术

1.概述

2.自助具

3.手夹板

六、ADL 训练

1.日常生活能力的含义

2.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的内容

3.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的目的

4.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的原则

5.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的项目和方法

6.转移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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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语言疗法

【目的要求】

掌握：语言的概念，语言治疗学的概念，语言治疗的目的，

语言治疗的适应症，语言障碍的类型。

熟悉：语言治疗的发展简史，语言能力的相关影响因素。

了解：语言治疗的语言学基础。

【主要内容】

1.言语疗法的概述

2.失语者的治疗

3.构音障碍的治疗

4.语言失用的治疗

5.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治疗

6.吞咽障碍的治疗

第七章 康复工程

【目的要求】

掌握：康复工程的定义，临床康复工程与辅助技术。

了解：临床康复工程的形成与发展。

【主要内容】

1.康复工程概述

2.假肢

3.矫形器

4.助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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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轮椅

四、教学方法

1.结合本学科特点，教学中以课堂教学方法为主，辅之于多

媒体教学方法（方式）进行教学。

2.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思考题，并通过不定时的提问，使学

生形成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勤于思考、注重方法等良好的学习

习惯，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五、成绩考核方法

1.主要是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提高或期中测试的

形式。

2.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在综合成绩中分别占 30%和 70%的比例。

3.有关考试形式和内容的采取适当的改革思路。

《临床康复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临床康复学

授课对象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三年制高职高专）

授课学时 90

理论课学时 72

实验课学时 18

学 分 5

教学参考书书名、主编及 《临床康复学》（第 1版，关骅主编，2005 年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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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出版社出版）

二、课程的地位、作用及任务

《临床康复学》是康复医学的专业课程，是康复医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临床各科疾病的康复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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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成为面向各级康复诊疗机构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

等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康复治疗专门人才。临床康复学以

临床各科疾病引起的功能障碍为中心，每一章均按照学生学习思

考的逻辑顺序，从定义、病因和发病机制、临床特征、临床诊断

和治疗、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等几方面进行描述，并重点突出康

复治疗，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三、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

第一章 总论

【知识教学目标】

1.掌握临床康复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临床康复的基本

领域和基本目标。

2.熟悉临床康复学的工作特点、方式、临床康复学与康复医

学的关系。

3.了解临床康复医师的资格与职责。

【能力培养目标】

1.具有熟练阐述临床康复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领域和基本目

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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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明确临床康复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和职责的能力。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第一节 临床康复学概述

1.重点阐明临床康复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领域和基本目标。

2.讲述临床康复学与康复医学的关系。

3.简介临床康复医师的资格与职责。

4.重点内容：临床康复学的基本领域和基本目标。

5.难点内容：临床康复学的基本领域的理解。

第二节 临床康复学的工作特点及工作方式

1.重点阐明临床康复学的工作特点及工作方式。

2.重点内容：临床康复学的工作特点和工作方式。

3.难点内容：临床康复学的工作特点和工作方式的理解和应

用。

第三节 临床康复医师的资格和职责

1.简介临床康复医师的资格与职责。

2.重点内容：临床康复医师的资格考试制度和职责。

第二章 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

【知识教学目标】

1.掌握脑卒中、颅脑外伤、脑性瘫痪、脊髓损伤、周围神经

损伤等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

2.熟悉神经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功能障碍特点。

3.了解神经系统常见疾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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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

1.具备对脑卒中、颅脑损伤、脑性瘫痪、脊髓损伤等常见神

经系统疾病进行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能力。

2.具备应用相应的康复评定方法对患者进行具体评测的能

力。

3.能熟练操作以下治疗技术：醒脑技术、认知训练；牵伸技

术、体位转换、轮椅训练、辅助具的应用、膀胱直肠的处理、减

重训练；功能点刺激、肌电反馈治疗技术、感觉训练、肌力训练、

关节活动范围训练、神经肌肉促进技术。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第一节 脑卒中

1.重点阐明脑卒中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脑卒中的基本概念、分类、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

治要点。

3.简介脑卒中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脑卒中 Brunnstom6 阶段评价法及各期康复治

疗方法。

5.难点内容：脑卒中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

第二节 颅脑损伤

1.重点阐明颅脑损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颅脑损伤的基本概念、分类、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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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治要点。

3.简介颅脑损伤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颅脑损伤严重程度和认知功能评定方法及认知

功能训练方法。

5.难点内容：颅脑损伤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

第三节 脑性瘫痪

1.重点阐明脑性瘫痪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脑性瘫痪的基本概念、分型、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

诊治要点。

3.简介脑性瘫痪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脑瘫分型、运动功能障碍的评定及脑瘫现代康

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脑性瘫痪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

第四节 脊髓损伤

1.重点阐明脊髓损伤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脊髓损伤的基本概念、分类、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

诊治要点。

3.简介脊髓损伤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脊髓损伤平面和损伤程度的评定方法及各期康

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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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难点内容：脊髓损伤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

第五节 脊髓灰质炎后遗症

1.重点阐明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

法。

2.讲述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

及诊治要点。

3.简介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肢体运动功能评定及现代

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

的制订与实施。

第六节 周围神经损伤

1.重点阐明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周围神经损伤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

治要点。

3.简介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常见周围神经损伤的运动功能评定及现代康复

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

订与实施。

第七节 帕金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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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明帕金森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帕金森病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

点。

3.简介帕金森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帕金森病运动功能、定性和定量评定方法及现

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帕金森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

第八节 多发性硬化

1.重点阐明多发性硬化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多发性硬化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

要点。

3.简介多发性硬化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多发性硬化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多发性硬化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

与实施。

第三章 精神疾病的康复

【知识教学目标】

1.掌握老年痴呆症、儿童孤独症、失眠症、抑郁症等精神疾

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

2.熟悉常见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功能障碍特点。

3.了解常见精神疾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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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

1.具备对老年痴呆症、儿童孤独症、失眠症、抑郁症等常见

精神疾病进行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能力。

2.具备应用相应的康复评定方法对常见精神疾病进行康复

评定的能力。

3.能熟练操作常见精神疾病现代康复训练方法。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第一节 老年痴呆

1.重点阐明老年痴呆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老年痴呆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

点。

3.简介老年痴呆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老年痴呆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老年痴呆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

第二节 儿童孤独症

1.重点阐明儿童孤独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儿童孤独症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

要点。

3.简介儿童孤独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儿童孤独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儿童孤独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147

与实施。

第三节 失眠症

1.重点阐明失眠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失眠症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失眠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失眠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失眠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

第四节 抑郁症

1.重点阐明抑郁症的康复评定内容。

2.讲述抑郁症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

3.简介抑郁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抑郁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抑郁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

第四章 骨关节疾病的康复

【知识教学目标】

1.掌握软组织损伤、肩关节周围炎、骨折、手外伤、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症、类风湿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骨质疏松症、截肢、关节置换术等骨关节疾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

治疗。

2.熟悉常见骨关节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功能障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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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骨关节疾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能力培养】

1.具备对常见骨关节疾病进行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

制订与实施能力。

2.具备应用相应的康复评定方法对常见骨关节疾病进行康

复评定的能力。

3.能熟练操作颈椎、腰椎牵引术，颈、肩、腰、背及四肢肌

力训练技术，关节的手法治疗技术及能量节约技术。

4.具备正确选择理疗方法、使用支具与辅助器具并熟练操作

的能力。

5.能选择性地进行推拿按摩，针灸和关节松动术的操作。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第一节 软组织损伤

1.重点阐明软组织损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软组织损伤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

要点。

3.简介软组织损伤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软组织损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软组织损伤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

与实施。

第二节 肩关节周围炎

1.重点阐明肩关节周围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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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述肩关节周围炎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

治要点。

3.简介肩关节周围炎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肩关节周围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肩关节周围炎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

订与实施。

第三节 骨折

1.重点阐明骨折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骨折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骨折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骨折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骨折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第四节 手外伤

1.重点阐明手外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手外伤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手外伤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手外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手外伤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

第五节 颈椎病

1.重点阐明颈椎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颈椎病的基本概念、分型、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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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要点。

3.简介颈椎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颈椎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颈椎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

第六节 腰椎间盘突出症

1.重点阐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

法。

2.讲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

诊治要点。

3.简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

法。

5.难点内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

制订与实施。

第七节 类风湿关节炎

1.重点阐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

法。

2.讲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

3.简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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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难点内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

制订与实施。

第八节 骨性关节炎

1.重点阐明骨性关节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骨性关节炎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

3.简介骨性关节炎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骨性关节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骨性关节炎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

与实施。

第九节 强直性脊柱炎

1.重点阐明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

治要点。

3.简介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强直性脊柱炎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

订与实施。

第五章 心肺疾病的康复

【知识教学目标】

1.掌握冠心病、高血压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心肺疾病的

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方法。

2.熟悉常见心肺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功能障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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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常见心肺疾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能力培养】

1.具备对冠心病、高血压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心肺疾病

进行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能力。

2.具备正确阅读正常运动心电图、缺血状态下运动心电图的

能力，具备正确指导心肺疾病患者进行运动锻炼和日常生活活动

的能力，具备正确指导糖尿病患者进行运动治疗的能力

3.能熟练操作肺功能康复训练技术。

4.能进行心电运动试验的操作。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第一节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重点阐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

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

临床表现和诊治要点。

3.简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

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康复评定及康复治

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第二节 高血压病

1.重点阐明高血压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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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述高血压病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

点。

3.简介高血压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高血压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高血压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

第三节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1.重点阐明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

疗方法。

2.讲述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

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

疗方法。

5.难点内容：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

的制订与实施。

第四节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重点阐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

方法。

2.讲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

及诊治要点。

3.简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明德 正道 勤求 笃行

154

4.重点内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

方法。

5.难点内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

的制订与实施。

第五节 哮喘

1.重点阐明哮喘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哮喘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哮喘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哮喘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哮喘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第六章 内分泌和代谢疾病的康复

【知识教学目标】

1.掌握糖尿病、高脂血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法。

2.熟悉糖尿病、高脂血症的临床表现和功能障碍特点。

3.了解糖尿病、高脂血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能力培养】

1.具备对糖尿病、高脂血症进行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制

订与实施能力。

2.具备正确指导糖尿病患者进行运动治疗的能力。

3.能熟练操作糖尿病、高脂血症康复治疗技术。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第一节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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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阐明糖尿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糖尿病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糖尿病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糖尿病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糖尿病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

施。

第二节 高脂血症

1.重点阐明高脂血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高脂血症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

点。

3.简介高脂血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高脂血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高脂血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

第七章 其他疾病的康复

【知识教学目标】

1.掌握烧伤、癌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法。

2.熟悉烧伤、癌症的临床表现和功能障碍特点。

3.了解烧伤、癌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能力培养】

1.具备对烧伤、癌症进行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

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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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熟练操作烧伤、癌症的康复治疗技术。

【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

第一节 烧伤

1.重点阐明烧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烧伤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烧伤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烧伤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烧伤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第二节 癌症

1.重点阐明癌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2.讲述癌症的基本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诊治要点。

3.简介癌症的康复预后和预防。

4.重点内容：癌症的康复评定及现代康复治疗方法。

5.难点内容：癌症的康复评定及康复治疗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四、教学方法

《临床康复学》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专业课程，注重学生

临床思维、分析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故采取理论讲授与多种实践

教学方式（实训室操作、观看电教片、医院见习、病案分析与讨

论等）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五、考核方式

本课程为考试课，分为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部分，前

者包括单元检测、纪律、出勤、作业、讨论及临床见习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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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分值 30 分，后者指期末考试，占分值 70 分，共计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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