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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运动治疗技术”
教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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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新时代环境下，高校应注重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做好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承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与引路人的

责任。“运动治疗技术”课程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重要课程内容，教师应注重在专业技能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坚

定学生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课程思政融入康复治疗

技术专业“运动治疗技术”教学展开研究，分析了开展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提出了相应的实践路径，旨在全面提升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康复治疗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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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exercise therapy technology" in th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echnolog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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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new era environment,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do a good job in spreading advance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ideas, and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guiding and guiding students' healthy growth. The 

course of "Exercise Therapy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course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echnology.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skill teaching, strengthening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guiding them to establis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promo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Exercise Therapy Technology" in th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echnology major, and analyzes the value 

and implications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paths have been proposed, aiming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student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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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医疗领域对康复治疗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康复效果和医疗康复产业发展 [2-4]。在人才培养中，学校应注重将课程思政引

进教学，让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还能够获得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因此，本文旨

在探讨课程思政在该专业教学中的重要价值及实施策略，以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课程思政融入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运动治疗技

术”教学的重要价值

“运动治疗技术”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是连接

康复医学基础与临床康复的重要纽带，有着人文性与实用性相结

合的特点 [5-6]。在“运动治疗技术”课程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具有

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康

复人才。“运动治疗技术”是医学康复领域的重要内容，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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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通过专业的运动手段与技术帮助患者恢复或改善身体功能，

提高其生活质量。在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能够强化学生的职业

道德观念，使其深刻理解“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尊重患

者、关爱患者，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有利于提升教

学质量与效果。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运动治疗技术”教学

能够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构建出更加生动、立体的教学

情境，使理论知识更加贴近临床实际，让学生在掌握运动治疗技

术的同时，深入探究技术背后的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从而提升

教学质量与效果，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的康复治疗人才奠定坚

实基础。三是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运动治疗技

术”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讲述康复领域的先进人物事迹、分享

社会热点案例等，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课程思政融入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运动治疗技

术”教学的策略

（一）制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明确课程育人指向

“运动治疗技术”课程开设于高校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大二学

年第一学期，此阶段学生已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教师应结合临

床工作岗位调研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合

理设计思政育人目标，明确课程育人指向 [7-9]。对此，教师可设置

以下教学目标：一是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目标。教师应培养学生

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形式，促进学

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要求学生在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中展

现出高度的同理心与人文关怀，将学生培养为具备良好人际关系

的康复工作者。二是求实创新与学习责任感目标。教师应引导学

生树立求实创新的学习态度，勇于探索运动治疗技术的新领域、

新方法，采取案例分析、科研小课题等方式，激发学生对专业知

识的深度思考与创新实践，让学生对患者保持高度负责的态度，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扎实的专业技能对待每一次治疗。三是劳动

精神目标。教师应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勤于钻研的劳动精神，借

助实训操作让学生亲身体验康复治疗的艰辛与成就，培养其不畏

艰难、持续进步的精神风貌。四是优良品质目标。教师应培养勤

学善思、刻苦钻研、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等优良品质，为未来的

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通过课程思政目标设置，能够引导学生

成为既有专业技能又具备高尚品德的康复工作者，为社会贡献自

己的力量。

（二）挖掘课程思政教学元素，设计对应知识点

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挖掘“运动治疗技

术”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其巧妙融入各个知识点教学，以

此实现课程思政目标，提升课程思政教育效果 [10-11]。对此，教

师可在以下知识点中渗透课程思政：一是关节活动技术与关节松

动技术。教师从中挖掘团队合作与人文关怀等思政元素，强调治

疗室与患者之间的合作沟通，培养学生的沟通技巧与同理心，让

学生理解患者的痛苦与需求，注重采用耐心细致的操作减轻患者

痛苦，体现医疗工作的温情与关怀。在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可

结合案例或讨论引导学生探究关节活动范围评估、关节松动术原

理，根据不同患者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状态，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

划，让学生以积极态度面对患者，增强治疗效果。二是肌力与耐

力训练。肌力与耐力训练往往伴随着挑战与艰辛，治疗过程往往

需要治疗师进行徒手运动训练，非常考验学生的力量与耐力。教

师可从中挖掘“坚持与毅力”思政元素，培养学生面对困难不退

缩、持之以恒的精神品质。三是平衡与协调功能训练。教师可

渗透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教育，通过模拟日常生活场景（如上

下楼梯、转身等），教授平衡与协调训练技巧，同时融入安全教

育内容，如正确使用辅助器具、识别潜在危险等，增强学生的自

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四是站立与步行功能训练。站立与步行训练

患者多为脑卒中患者，学生无法体验脑卒中患者的感受，教师可

引导学生通过穿戴偏瘫服体验患者感受，模拟帮助患者克服心理

障碍、融入社会的场景，进而提升学生安全意识，让学生能够规

范操作。五是脊柱治疗技术与心肺功能训练。教师可提炼“整体

观念与生命质量”思政元素，在讲解脊柱解剖、病理及治疗方法

时，强调保持正确姿势、预防脊柱疾病的重要性；在心肺功能训

练中，结合有氧运动原理，介绍如何通过锻炼提高心肺功能，预

防心血管疾病，同时引导学生关注自身健康，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通过在上述知识点的融入，能够有效丰富课程内容，培养学

生职业素养和人文情况，进而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三）改革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促进思政入心入脑

教学方法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教学工作

的成效与将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12]。为更有效地将思政元素

融入课堂，促进学生将思政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师应不

断探索并改革教学方法 [13-4]。对此，教师可设计以下教学方法：

一是角色扮演法。角色扮演法是一种生动、直观的教学方法，能

够让学生在模拟的真实情境中体验不同角色，从而深刻理解专业

知识与思政理念的结合点。在实际应用中，教师可设计多个角色

场景，比如医患互动场景，让学生分别扮演康复治疗师和患者，

模拟治疗过程中的沟通、评估、治疗等环节，促使学生亲身体验

患者的需求和感受，培养其同理心和人文关怀。二是翻转课堂教

学。翻转课堂教学法强调将知识传授的过程放在课前，通过视

频、阅读材料等形式由学生自主学习完成，课堂时间则主要用于

问题探讨、实践操作和深度交流。在课前环节，教师将关于运动

治疗技术的视频、PPT、文献等资料，上传至学习平台供学生

预习，设置思政相关问题或讨论话题，引导学生思考并准备。在

课中环节，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等

活动，带领学生探究运动治疗技术的具体应用及其背后的思政意

义。在课后环节，教师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反思，分享

学习心得和体会。多元化教学方法能够促进师生之间的深度交流

和互动，使思政元素更加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中，达到润物无声

的效果。

（四）组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夯实思政教育基础

在培养大学生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最多，其一言一行

都会对学生产生深刻影响 [15]。因此，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学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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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道德素质水平，有效夯实思政教育

基础。首先，注重选拔与培训师资力量。学校应从现有教师队伍

中选拔一批具有高尚师德、深厚专业功底和较强思政教育意识的

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骨干力量，使其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推动教师队

伍建设与合作。课程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不应是孤立的，而应是

一个团结协作、共同进步的集体。学校应组建教师合作队伍，鼓

励教师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如何在“运

动治疗技术”教学中融入思政，分享成功经验和教学案例，以有

效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在合作队伍中，学校可设立专业知

识水平较高、经过课程思政培训的教师为主讲教师，保证教师团

队专业水平。最后，强化资源支持。学校应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

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包括提供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和教学资

料、建设完善的教学设施和实训平台、组织多样化的教学研讨和

交流活动等，帮助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思政水平，为

培养德才兼备的康复治疗技术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是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举措。

在医疗水平和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医学院校课程思政愈

加重要，教师应注重在课程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在传授者还是

技能的同时，将育人工作落实到位。在康复治疗技术专业“运动

治疗技术”课程思政中，教师应制定明确教学目标、挖掘丰富思

政元素、改革教学方法，同时强化自身综合思政实践能力提升，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提升学生专业素养，促进

其全面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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