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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高职院校《康复评定技术》课程教学设计的思考与实践
祝芳芳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9）

摘要：《康复评定技术》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程，也是本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尤其

是对实际操作方面的指导，使得学生能够掌握测量评定方法，并

能准确判断出患者出现功能障碍的方法和技巧，寻找能够满足康

复目标的需求，制定适合的康复计划，为学习康复临床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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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评定技术》是学习康复医学的基础，没有对患者出现

的功能障碍进行评定，就没有办法制定相应的康复治疗计划，也

就无法评价康复治疗的效果，所以说没有康复评定技术就没有康

复治疗。本文将通过课程内容设置、教学方法、考核三个方面来

阐述我院《康复评定技术》的教学情况。

一、课程内容设置

表 1　具体教学内容

《康复评定技术》是对操作技能要求很强的一门课程，也是

连接康复治疗技术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桥梁纽带，开设在学生

入学的第二个学期，本门课程共计 112 课时，我们通过对与我院

合作的 40 多家临床实习医院康复科的工作人员（科教科、康复科

主任、治疗师）进行现场访谈（研讨会）及问卷调查，了解岗位

需求，将康复治疗岗位工作内容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其常用

康复评定技术知识与技能，并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我院《康复评定

技术课程》的开发与设置，以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来确定课程内容，

制定教学大纲，具体教学内容见表 1。

二、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

将各种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到教学中，确保学生能够正确领会

和掌握康复评定相关知识和技能；激发出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

其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问题探究法

问题探究法是通过教师或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在教师组织和

指导下，学生通过相对独立的研究和探究活动，探索出问题的答

案从而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如以人体形态评定为例，通过提出“什

么是人体形态？为什么要评人体形态？哪些患者可能出现形态的

改变？不同形态的改变会导致人体的哪些功能障碍？”的问题，

或者以偏瘫患者为例提出“什么是偏瘫？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偏瘫？

偏瘫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哪些功能障碍？不同的功能障碍分别可以

用哪些评定方法进行评定？”的提问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清

楚此项评定的意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问题探究法使得学

生学习比较独立，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

不同评定技术及不同疾病的评定目的及意义。

此外在下一次课堂上通过教师的引导与提问使学生回顾上

次课堂教学内容，使其进一步掌握教学重点内容，如偏瘫（见

图 1）。

图 1　偏瘫评定的教学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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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驱动教学法 

“任务驱动法”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方法。

要求教师掌握学生学习特点，并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设置相关教学任务激发学生探知欲，使得学生在任务驱动和教师

指导下，采用不同学习方法分析问题所在，从而解决问题，完成

相关任务，达到教学目的。比如在康复评定技术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根据每一模块的内容设置系列教学任务，学生通过任务来掌

握本节课程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氛围中学会运用康复评定的相关评定技

术。以人体形态评定为例，实践课上也可通过问题探究法提问等

方法简单给学生回顾理论课上教学内容，随后布置任务，发放人

体形态测量任务表（见表 2）。

任务表发放后，通过教师演示，学生模仿，最后两个学生

为一组互相测量彼此肢体的长度和围度等体格数据。为了增加

数据的准确性，提高学生的团队或责任意识，要求测量完成后

抽取学生的部分数据（如下肢长度、大腿长度及围度等难度稍

微大些的数据）进行复测。

准确率高的小组给予一定的物质及精神奖励。这样，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就能得到激发，团队意识、责任意识、

竞争意识也可明显增强，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表 2　人体形态测量任务表

（三）注重过程考核

在非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往往是通过期末考核的形式来

实施对学生的评价，没有建立明确的平时考核机制，导致学生平

时上课不积极，考前临时抱佛脚，对于技能的掌握程度非常差，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上课积极性及教学效果，我们设置了多元化

综合考核制度。第一节课上我们就告诉学生这门课的成绩评定方

式，包括平时成绩、实践考核、期末考核等（见图 2）。

图 2 　课程考核方法

平时成绩主要是学生的出勤率、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实践

考核成绩为每个章节技能操作项目得分，随学随考，成绩入档。

由于实训时间有限，每次实践课内容训练结束抽取 8-10 名同学进

行考核并给予计分，总共 13 次实训课每位同学在整个学期过程中

将会被抽到 4 次加上最后一次的全体实践考核，每位同学将有 5

次的实践成绩，最后期末实践考核的成绩为 5 次实践考核的平均

分，这就避免了学生在操作完一次就消极怠工，增加了学生的紧

迫感，对其康复技能的掌握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较好的保证了

技能教学质量与水平。

四、结语 

康复评定技术是康复治疗的基础，也是一门对实践性、操作

性要求较高的学科，是每一位康复治疗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我院通过与岗位需求相结合对课程内容的设置、综合运用问题探

究法和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注重过程考核等实践教学保证了学

生能正确领会和系统掌握康复评定相关知识和技能，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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