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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课赛证”育人模式在中职《作业疗法》课程中的探索
郑智娇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四川 成都 611741）

摘要：《作业疗法》课程从中职到本科的教材都是按技术、器具以及技术、器具在具体疾病当中的应用按章节介绍，而中职的学生

学情与高职和本科有着明显差异，为了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特点与要求，打破原有《作业疗法》的学科知识体系，以对脑卒中致偏瘫患

者实施作业治疗工作过程为学习主线，以指导和协助患者完成治疗作业为学习重点，以 1+X“老年照护”证书培训内容为补充，根据“岗

课赛证”综合育人要求重新选择和组织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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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明确指出，推动“岗课赛证”融

通综合育人，提高教育质量。按照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探

索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疗法》课程教学中，如何将岗课赛

证有机融入。《作业疗法》课程从中职到本科所选用的教材都是

按技术、器具以及技术、器具在具体疾病当中的应用，按章节介

绍，而中职的学生学情与高职和本科有着明显差异，为了适应新

时代职业教育特点与要求，打破原有《作业疗法》的学科知识体

系，以对脑卒中致偏瘫患者实施作业治疗工作过程为学习主线，

以指导和协助患者完成治疗作业为学习重点，以1+X“老年照护”

证书培训内容为补充，根据“岗课赛证”综合育人要求重新选择

和组织教学内容。

一、中职学生学情分析

（一）学生年龄特征

中职学生在校期间年龄偏小，一般为 15-17 岁，多为独生子

女，自小环境优越，不肯吃苦、害怕困难、心理脆弱、进取心不足；

不喜欢理论学习，缺乏钻研精神；易受外界诱惑，热衷于玩游戏。

（二）专业方面的内驱动力

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对于毕业后从事职业的特点，以及现在

所学知识职业过程中如何应用，完全不得要领。而之所以选择了

中职学校的康复技术专业，往往是家长的选择，学生对康复专业

的认知大部分停留在保健按摩上甚至是完全没有了解过，这就导

致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来学什么，缺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学习方法特点

相比初中阶段，中职教学，尤其是中职医学类专业内容信息

量更大，又是一个全新领域，本科四年的教学内容压缩到两年内

学完，很多原理性的学科他们知之甚少，内容抽象，教学进度快。

习惯了初中阶段反复联系，题海战术的他们不能迅速适应中职教

学的方法和内容，导致学习中的问题不断积累。

（四）学习风格特点

毛主席曾对青年学生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

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作为

新时代青少年的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不喜欢枯燥的理

论学习，动手操作能力强，但在操作中耐心和细心不足，考虑问

题比较局限，缺乏持之以恒，坚忍不懈的能力；善于表达，但沟

通能力与技巧欠缺，共情能力不足，善于模仿，但仅停留于模仿，

不懂得举一反三。

二、康复技术专业职业教育特点

（一）新时代下职教特点

2019年 2月，国务院颁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

下称“职教二十条”），对职业教育提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对接

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学校、

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适

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

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与目

标。“教师”“教材”“教法”（统称“三教”）贯穿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就医学类的中职学校

来说，更是缺少与学生学情相符的专业教材。职教二十条的出台，

强调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但医学教材的编撰落后

于日新月异的临床知识发展，专业技术的传授落后于临床的新工

艺、新技术，“教材”“教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康复技术专业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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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卫计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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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出版了卫计委规划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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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中职

院校课程建设参照的教学标准仍为 2014 版，配套的中职教材有且

仅有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教材，且教材的

结构、内容参照的为高职、本科教材。大部分本科教材沿用的是

学科知识体系，对于本科学生来说，只要在实习时多应用，自然

可以学会，但是对于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他们没有扎实的理论

基础，大部分都晦涩难懂。

基于上述情况，以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为契机，以职教二十条、

“三教”改革为背景，以中等康复技术专业为例，浅谈“岗课赛证”

在《作业疗法》课程中的融合过程。

1. 对接岗位，选择载体

《作业疗法》在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二年级下学期开设，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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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从专业基础学习走向临床实践的专业核心技能课程。为了学生

学习后能顺利适应作业治疗工作岗位，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对《作业治疗》要求，落实课程目标，同时考虑中职、高职、本

科知识体系间的差异性，中职康复技术专业作业治疗技术主要技

能点为手及上肢功能康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治疗性作业

活动、辅助器具与助行器及职业康复的学习。选择岗位工作过程

中涉及的常见疾病（脑卒中后致偏瘫）为载体，贯穿整个作业技

术的学习。这一载体随着功能的变化，结合患者在院中，作业治

疗师工作过程（病史采集→初次评定→拟订方案→实施治疗→再

次评定→效果分析→调整方案→实施治疗→出院前评定），整个

作业治疗过程涵盖了以上主要技能点。

2. 梳理技能点，确定主线，重构课程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作业治疗》要求，落实课程目

标，对接康复治疗师帮助患者功能康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的岗

位要求，基于偏瘫患者康复发展的内在机体功能康复过程、外显

能力典型表现、活动范围变化规律，根据康复治疗行业 MMT 徒手

肌力评定标准和改良 Ashworth 肌张力分级标准对患者肢体活动功

能评定结果，按照活动功能从低级到高级，机体功能从低到高、

活动能力从弱到强、活动范围从小到大、动作精度从粗到精的发

展规律主线，将原“作业疗法概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治

疗性作业活动训练、认知与知觉障碍作业疗法、自助具的使用训练、

助行器的使用训练、矫形器、常见疾病的作业疗法”概念、命题“构

成性”的学科课程结构，重构基于患者“床上单一活动训练→床

下移动复合活动训练→家庭基本生活能力训练→社会参与能力训

练”活动领域功能康复的“助人技能”学习模块。

3. 拓宽技能，融入 1+X“老年照护”知识，拓展就业渠道

实施“书证融通”，推行“1+X”证书制度，中职《康复治

疗技术专业毕业证书》对接《老年照护技能等级证书（初级）》等，

《作业疗法》课程内容与《老年照护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内容融

合，形成中职康复技术专业教学标准要求的“经过助行器的学习，

学生要学会为患者正确地选择合适的助行器，能对助行器具进行

调试，并教会患者合理使用助行器进行功能训练”与初级老年照

护职业技能要求的“拐杖的作用、种类、性能及对老年人使用拐

杖行走的观察；轮椅的种类、性能及使用轮椅转运老人的观察”

相融合的“书证融通”的教学内容。同时融入行业新技术、新工

艺、新规范，形成基于服务对象“持续功能改善”需求的“生成

性”健康职业教育课程结构，拓展中职康复技术专业学生在社区、

养老机构等的就业渠道。

基于岗位工作特点，打破传统卫生教育以“知识、技能、设备、

疾病”等概念、命题“构成性”的学科课程结构，以患者能力“能

躺→能坐→能站→能走→能做→能聚”的进展，将知识点与技能

点进行重新组合，构建新的教学模块；基于接康复治疗师工作过

程“病史采集→初次评定→拟订方案→实施治疗→再次评定→效

果分析→调整方案→实施治疗→出院前评定”设置的“学→订→

示→练→评→提”教学环节，重新构为工作任务，以任务为导向，

引导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核心技能点，解决理论学习与

实践工作脱节问题。

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中职学生认知规律、学习基础和学习

特点，围绕“修德”与“练技”，精准施策，逐级递进开展教学活动。

依托青羊区“康复医教协同联盟”、川渝“康复技术专业职业教

育联盟”校院合作、协同育人。校内课题开展“训中学、学中训”

的参与式和小组合作的协作式学习模式，同时通过平台的教与学

数据采集，精准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与矫正，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校外课题面向学校师生、居民、老人、运动员，开展勤工俭学、

工学结合、技能竞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培养，学生技能

考核成绩较改革前明显提高，“毕业学生培养质量报告”显示：

企业对本课程与岗位满足度均高于其他课程，对学生能力满意度

大幅提升，近几年康复技术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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