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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式为特色的《运动治疗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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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现代康复医学的高速发展，社会对于康复领域的人才需求日益增长，对康复治疗技术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然而，

传统的《运动治疗技术》课程模式更加侧重于理论知识教学，这也导致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受到限制。[1]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高康复治疗技术的教育质量，高职学校应强化教育改革，构建以项目式为特色的课程教

学模式，进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成效。基于此，本文以《运动治疗技术》课程为例，以项目式教学为模式展开深入研

究，希望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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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the social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rehabilitation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are also increasing.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model of Sports Therapy Technology focuses 

more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teaching, which also limit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ability[1].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technology,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build a project-based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l,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Sports Therapy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and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with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e, hoping to solve 

practical teaching proble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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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教育改革是提升专业教学质量和成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影响学生就业的关键因素。高职运动治疗技术学是一门针对康复训练的

专业课程，在教学中，教师应转变教育理念，构建以项目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从而使学生在项目中解决问题。学生应针对高职运动治疗

技术学科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教材，灵活选择教学方式，才能让他们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促进未来的职业发展。[3]

一、《运动治疗技术》课程教学的困境

《运动治疗技术》作为高职康复治疗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

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传统的教学形式更加注重理论知识教

学，这也忽视了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4]在教学中，具体的困

境如下：

（一）教学形式固定保守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更加注重理论的讲授，进行的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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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知识教学，未能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然而，此

类教学模式会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难以提起学习兴趣。不

仅如此，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知识，学生只能

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强化记忆，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

吃力的情况。[5]运动治疗技术学是一门需要通过实践开展的学科，

它没有实际的操作对象，如果只是利用想象学生则会不知所云。

而单一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运动治疗上学到的知识有限，不利于

学生的能力形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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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体系针对性不足

学生专业能力、实践能力的形成并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这

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优化教学工作，构建更加系统、科学的人才培

养机制，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展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专业素养。现阶段，我国的运动治疗技术课程开设时间并

不长，仍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教学工作，选择合适的教材，做好

课程安排。高职运动治疗专业缺乏针对性的课程体系。首先，从

课程的选择来看，并没有适应高职教学的课程，课程内容的适用

性不足，学生在学习和理解上存在一定难度。其次，在课程内容

安排上，高职运动治疗技术专业属于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

科，单纯的理论教学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这门课程的

理论性比较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形成学习兴趣。为此，

这就需要强化课程体系建设，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

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7]

（三）缺乏实践教学工作

高职教育作为专业性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高职开设运动治

疗技术课程有助于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康复人才。这门课程具有较

强的实践性，它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然而，在实际的

教学中教师经常会为学生讲解基本的原理后，并没有机会让学生

参与到实践中，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停留在表面，不利于学生的

实践能力提升。缺乏实践教学不仅是教学层面的忽视，对学生学

习的不重视，还不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发展。[8]

二、以项目式为特色的《运动治疗技术》课程教学的

重要性

《运动治疗技术》作为康复治疗专业的一门主要课程，其教

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它要求学生学习基本的运动

治疗服务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康复治疗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掌握运动治疗的基本理论、方法

和技巧，学会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和素质完成治疗的过程，帮助

病人恢复健康。而构建以项目式为特色的课程教学模式具有重要

的意义，具体如下：

首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9]项目式教学强调学生在实际

项目中的参与性。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设计具体的运动康复治疗

的项目，包括关节活动训练、呼吸训练等，让学生通过相互示范

和指导，掌握运动治疗的关键技术，从而强化学生的实践运用能

力，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熟练地掌握各类知识。[10]

其次，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项目式教学通常要求学生在

分组合作后完成各类项目。在《运动治疗技术》课程中，学生应

与其他小组的成员设计项目的方案，并通过分配任务协同完成合

作，这类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形成，让学生在

团队中充分发挥个人的优势，共同解决实际问题。[11]学生能够在

团队合作中提高写作能力，解决一系列问题。

再者，项目式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在《运动

治疗技术》教学中，学生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设计个性化的康

复治疗方案，这就需要他们具备创新思维品质，学会解决实际问

题。学生只有利用项目式教学，才能锻炼个人的创新思维品质，

能够从多个角度出发深入分析问题，提出较为新颖的问题解决方

案。[12]只有具备这类的创新思维能力，学生才能在毕业后更好地

实现就业，并且能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最后，与社会需求充分结合。项目式教学能够引入社会热点话

题，与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在《运动治疗技术》教学中，

教师通过设计与社会需求相关的项目，包括针对特定疾病和人群的

运动治疗方案，让学生充分了解社会需求。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同时也有助于未来的就业工作。[13]

三、以项目式为特色的《运动治疗技术》课程教学的

实施过程

运动治疗技术作为一项以徒手或借助运动仪器对病、伤、残

疾患者进行恢复的一项技术，它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此类手

段在临床应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治疗肌力减退、关节受损

等问题，可以用于脊髓、脑等中枢神经受损患者的治疗。这一课

程涉及人体发育学习、运动学等领域的内容，它要求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课程的特点和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

教学需求，与项目式教学的理念不谋而合。为此，在项目式教学

中，教师应做好前期的设计、中期的实施以及后期的评价。[14]

（一）项目前期设计

项目应是具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情景，它更加

符合学生的情况和特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在项

目活动中，知识不只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以职业活动为核心，通

过构建各类项目，由简单到难层层递进地展开学习的过程。在项

目式学习中，教师应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考虑到学生的个性特

点，为学生保留更多的独立自主空间，更好地考虑学生的职业发

展需求。根据康复领域岗位群工作任务构建相应的课程内容，能

够更加真实、完整地展现工作的过程，并涉及到运动治疗技术课

程的目标和要求。教师应根据课程的内容、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设计项目，进而提高学生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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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中期实施

在项目开始后，教师根据教学的要求利用多媒体资源展示各

类教学信息，引入相应的项目内容，并向学生介绍清楚项目的具

体情况，使学生对项目任务建立一个整体的把握，清楚地了解如

何利用项目解决问题，进一步解决实际工作的问题，让学生思考

并完成本次的任务。例如，在《偏瘫患者的体位转移技术》教学

中教师引导班级学生成立小组，每4—6人一组，选择小组长，做

好组织安排工作。在任务实施的过程中，学生并不是被动接受知

识的客体，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方法，包括翻看书籍、网络调查、

小组讨论等方式和其他学生相互讨论，综合考虑方案是否可行。

小组成员应进行分工合作，从而保障方案的准确性。在项目式教

学期间，教师并不是单向为学生讲授知识，他们能够与学生实现

互动交流，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教师需要采用多种教学手

段，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完成各类项目。创设实践平台有助于

学生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偏瘫患者，了解关于偏瘫的类型。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学生可以自主参与到实践操作中，进而提升自身

的动手实践能力，掌握一些治疗常见疾病的操作技能。开展临床

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在项目式教学中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及时解决学生存在的

问题，做好相应的帮助和指导，进而了解项目完成的情况，进一

步规范学生的操作，为后续的评价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15]

（三）项目后期评价

在项目操作完成后，各小组应安排本组的代表对项目操作进

行展示，其他组的成员在一旁观摩，并纠正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教师记录学生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教师在教学结尾

进行总结。在小组展示完毕后，教师应对本项目的任务做好演

示，记录更多的疑难点和问题，并且总结本次学习的整体情况。

考核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并为接下来教学工作提供方向的

重要途径。因此，在告知运动治疗技术教学中，教师应注重考核

方式的改革，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发展。转变传统的课程考

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评价，采用多

元化的考核方式。考核应包括日常考核、实践操作情况的考核、

理论考核这三方面，教师应优化考核评价的指标，从而更好地呈

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只有将实践操作引入到考核

工作中，才能从考试层面增加学生对实践能力提升的重视度，促

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在教学中，教师将学生的学习成果展示出来，并与前一学段

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对比，总结项目式教学和传统教学的区别，

进而做好总结和反思。

四、结语

综上所述，项目化教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改变了传统的讲授

式教学模式，确定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式，将课堂从学生被

动听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的模式，这种学习模式基于学生的个性

发展，有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在《运动治疗技术》教

学中，教师引入项目化的教学模式，也有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

能够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相信在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教学改

革，不断完善实践教学工作，强化实训基地建设，为培养更多优

秀的康复治疗人才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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