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康复技术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中医康复技术

专业代码：520416

一、学制与招生对象

学制：三年

符合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条件的应、往届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含中专、

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

民.

二、专业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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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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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治疗、保健调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人才规格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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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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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项运动技

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二）知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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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消防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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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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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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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能运用中医诊断技术及康复评定技术评定功能障得者的功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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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职业面向如表l所示。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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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康复治疗类
（6205）

居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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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4-02）

康复治疗
保健调理

五、专业培养计划

（一）制定依据

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依据主要包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

19号）、《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 4号）、《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教育部关于 加

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社科〔2018〕1号）》、《新

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的通知（教社科〔2018〕2号）、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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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

家新出台的《高等职业学校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标准》等职业教育及行业文件

进行内容设置与课时安排。

（二）设计思路

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康复治疗和保健调理等岗位群的职业能力要求为出发点，

以主要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实际工作过程为主线，开设专业课程。

并与康复技师、中医技师和保健按摩师等职业资格标准、职业技能大赛赛项相结

合，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构建专业课程新体系，力争实现课程与工作过程对

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课程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人才需求调研与专业教学标准职业面向→分析岗

位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要求→确定任务→转化为学习模块→分析确定学习模块

的知识要求及技能要求，将课程与岗位需求、技能证书和技能大赛相融合。主要

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课岗融合。本专业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居民服务、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

业的康复技师、中医技师、保健按摩师等工作岗位，具备最基本的知识和职业技

能技术外，应具备潜在知识和能力。根据各岗位中所对应的工作领域和职业能力

开设对应课程，“以岗定课”，并实施教学。



2. 课证融合。本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可获得康复技师、中医技师和保健按摩

师等资格。因此，将相关职业资格考试科目作为课程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并将考

试内容与日常专业教学相结合，并注意将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课程开设时间与

各相关职业资格考试相配合，实现课证融合。

课程与技能大赛融合。为调动本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在实施人才培养

1. 过程中，组织本专业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包括行业组织的技能大赛。考虑

技能大赛的特殊性，因此，在课程设置时，将技能大赛赛项相关的教学内容融入

专业课程体系，并按照竞赛要求开展教学，实现“以赛促教”，惠及每一个学生

并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目标。

（三）课程体系

按《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号）关于课程设置要求，结合课程设

计的总体思路，中医康复技术专业课程分为四大学习模块：公共基础模块和专业

技能模块，具体见表 2所示。

表 2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模块学时分配表

模块 性质
学时数 占总学时

比例%理论 实践 理／实比例

公共基础

模块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300 218 6：4
24.96

选修 124 48 7：3

专业技能

模块

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 262 78 7：3
28.1

专业核心课程 必修 202 216 5：5

专业拓展课程 选修 262 126 6：4 14.37

实践教学环节 必修 880 1 32.57

合计 2716 1150 1566 4：6 100

1.公共基础模块

本专业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列为公共基

础必修课程，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创新创业教育、信息技术、语文、数学、外语、健康教育、美育课程、职

业素养等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

2.专业技能模块

专业技能模块与培养目标相适应，模块中课程内容紧密联系生产劳动实际和

社会实践，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养。按照相

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确定 7门专业基础课程、6门专业核心课程和若

干门专业拓展课程。

（四）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1.公共基础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政策》《军事理论》《大学语文》《体育》（形体

训练、健美操、护肺保健操）《英语》《计算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劳动

与安全教育》《创新创业指导》等。另外，根据实际情况，可开设具有学校特色

的校本课程。

2.专业基础课程：《人体解剖与生理》《病理学基础》《中医学基础》《中

药与方剂学基础》《临床医学概要》《营养学基础》《中医康复导论》等。

3.专业核心课程：《经络与腧穴》《康复评定技术》《推拿治疗技术》《传

统运动疗法》《中医传统治疗技术》《现代康复治疗技术》等。专业核心课程主

要教学内容见表 3所示。

4.专业拓展课程：《临床常见病症的康复》《老年病学》《社区康复》《中

医养生技术》《食疗与药膳》《中医康复保健中心经营管理》《健康管理》《人

际沟通》《卫生法律法规》等。

5.实践性教学环节

按《意见》和专业教学标准要求，本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实

训、实习、社会实践等。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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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临床实习。严格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管理规定》，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 50%以上。积极探索与推行认知

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等多种实习方式，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

评价。临床实习时间设定为 40周，根据实际，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并统筹推进

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6.相关要求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学校将统筹安排各类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教学；结合实际，开设社会责任、绿色环保、管理等方面的选修课程或专题讲座

（活动），并将有关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和相关实践性教学：自主开设其他特色课程；组织开展德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

和其他实践活动。



表 3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经络腧穴

经络、腧穴的基本理论，十二经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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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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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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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两大部分

4 传统运动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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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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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时安排

结合调研资料，与合作单位有关人员和行业专家共同研究，最终确定本专总

学时控制在 2716学时。其中，公共基础课学时数占总学时的 25.4%。实践性教

学学时占总学时的 57%，其中，顶岗实习（临床）累计时间为 10个月，各类选

修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 15%。

（五）教学计划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见表 4所示。
表 4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时分配
考试
性质

学年学期安排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考

试

考

查

第一学年

（学校）

第二学年

（医院）
第三学年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公

共

基

础

课

块

必

修

课

程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4 34 20 ▲ 54

临

床

毕

业

实

习

（40周）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8 48 20 ☆ 68

3 形势政策 32 16 16 ▲ 8 8 8 8

4 大学语文 32 28 4 ▲ 16 16

5 体育（形体训练、健美操） 40 4 36 ▲ 20 20

6 英语 120 90 30 ☆ 40 40 40

7 计算机基础 60 30 30 ☆ 40 20

8 军事理论 60 12 48 ▲ 60

9 心理健康教育 32 28 4 ▲ 32

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0 10 10 ▲ 20

小计 518 300 218 238 172 80 28



选

修

课

程

1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36 36 ▲ 36

12 劳动与安全教育 34 8 26 ▲ 8 8 8 10

13 职业素养与职业生涯规划 54 40 14 ▲ 54

14 创新创业教育 28 20 8 ▲ 28

15 艺术与审美 20 20 ▲ 20

小计 172 124 48 8 118 8 38

合计 690 424 266 246 290 88 66

专

业

技

能

模

块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5 人体结构与功能 96 60 36 ☆ 96

16 病理学基础 34 28 6 ☆ 34

17 营养学基础 36 32 4 ☆ 36

18 中医基础知识 64 60 4 ☆ 64

19 中药方剂 32 30 2 ▲ 32

20 中医康复导论 32 12 20 ☆ 32

21 临床疾病概要 46 40 6 ☆ 46

小计 340 262 78 196 80 64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22 经络腧穴 54 28 26 ☆ 54

23 康复评定技术 54 24 30 ☆ 54

24 推拿治疗技术 68 20 48 ☆ 68

25 传统运动疗法 28 20 8 ▲ 28

26 中医传统治疗技术 32 28 4 ▲ 32

27 现代康复治疗技术 86 36 50 ☆ 86

28 临床疾病康复技术 96 46 50 ☆ 96

小计 418 202 216 194 68 156

合计（专业基础与专业核心课程） 758 464 294 196 274 132 156

专

业

拓

展

课

程

29 小儿推拿 16 8 8 ▲ 16

30 康复心理 24 20 4 ▲ 24

31 中医养生技术 16 14 2 16

32 人际沟通 20 16 4 ▲ 20

33 健康管理 20 10 10 ▲ 20

34 食疗药膳 20 20 ▲ 20

35 社区康复 14 12 2 ▲ 14

36 物理技术 54 34 20 ☆ 54

37 言语治疗技术 42 26 16 ☆ 42

38 运动治疗技术 68 36 32 ☆ 68

39 老年病学 36 18 18 ▲ 36

40 中医康复保健中心经营管理 26 16 10 ▲ 26

41 卫生法律法规 32 32 ▲ 32

小计 388 262 126 76 20 158 146

合计（专业技能模块课程） 1146 726 420 272 294 290 290

顶岗实习 880 880 880

总计 2716 1150 1566 522 574 382 358 880

开设门次 41
考试门次 17
考查门次 24

毕业考试科目 《康复疗法评定技术》《运动治疗技术》《临床康复技术》



六、教学组织与评价

（一）教学组织

本专业遵循“能力本位、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持续发 展”的高职教育教

学理念，采用“三递进”的递进的形式组织教学。理实一体教学 以专任教师为

主、兼职教师为辅，组织校内实训教学。校外实训教学以合作单位带 教老师为

主，学院实训中心指导教师和合作单位教学管理部门协助管理为辅，通过 岗位

轮转形式组织校外实训教学。岗位实习则以校外实习基地教师为主、校内专业

教师为辅，通过顶岗实践组织教学。

（二）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1．诊断性评价。教学实施前，对学生所做的工作计划进行检查，调查学生

已 有的知识水平、能力发展情况以及学习上的特点、优点与不足之处，了解学

生的学 习准备状况及影响学习的因素。根据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思路设计学习领

域、学习情境，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因材施教，顺利实施

教学。

2．形成性评价。教学实施中，观察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操作过程，发现在学

习过程存在的方法问题和操作偏差，寻找教学实施方案本身存在的不足。指导学

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及时调整教学组织实施方案。

3．总结性评价。教学实施后，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考核学生掌握知识、

技能的程度和能力水平以及达到教学目标的程度。通过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就

业单位意见反馈和社会评价，对专业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适应性和毕业生的

质量以 及教学组织的满意度进行考察，为修订新的专业标准和教学实施方案提

供依据。

七、其他要求

（一）成绩评定

结合高职教育教学特点，学生课程成绩应采取“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方 式进行。

1.过程性评价主要包括实验实训操作考核、平时测验、课堂提问（讨论）评

分、学习计划表现评分、实验实训完成情况、课外作业、出勤率评分等，具体根



据学生纪律、学习态度、学习成绩、学习表现等情况来综合评定，一般占总成绩

的 30～50％。终结性评价，则依据课程特点，采取考试与考查两种形式。凡教

学进程中规定开设的各门课程，均须按规定进行考试或考查。所有课程成绩均以

百分制记分。

2.形成性成绩

通过实习考核手册、实验实训报告等记录量化表，以及学生出缺勤记录，随

堂考核、课后作业形式，建立形成性评价体系，向学生提供学习表现反馈信息，

促使学生在过程中改进不足，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3.毕业成绩

实习结束后，进行毕业理论综合考试或技能考核。毕业考试成绩=“毕业理

论综合考试或技能考核的 50%+实习单位考核成绩的 50%”不小于 60 分。

(二) 思想政治素质

1. 全学程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彰显对我院红色基因的传承，充分利用革命

老区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学院发展历史，在立德树人教育中将太行精神、

白求恩精神等融入到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担负历史使命，努力

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中药学专业实用型人才。

2.强化实践培养环节，充分体现中医康复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3.强化教学方法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减少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

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探索和实践微课、慕课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等教学方

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及岗位胜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