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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popul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health awareness, the Situation 
of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the medical field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social demand fo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is also increasing. In order to train more talents for our country, the teaching of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s also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research, clinical practice can help students to test 
their theoretical knowledge mastery, and experience the sense of re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established an off-campus training base with high ef�ciency and stable in-depth cooperation, which provides a better training
platform for students, realizes the zero distance connection between on-campus learning and vocational positions, 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guarantee role of off-campus clinical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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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社会对康复治疗技
术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为了给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康复治疗技术教学也在不断发展。经学校研究发现通过临床
实践可以帮助学生检验自己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并体验到真实感。同时高职院校改革建立高效率、深合作较稳定的校外实
训基地，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实训平台，实现校内学习与职业岗位零距离对接，充分发挥了校外临床见习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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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更好、可持续地发展中国高职教育，通过学习国际

高职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土化情况进行了合理改造，使

教学更适中国的教学现状，努力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校企合

作教学模式。对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临床见习的教育教学模

式的探索，也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康复见习过程中如何突破

各种问题，进而提高康复治疗技术临床见习的效果。论文就

校企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临床教学手段和教育模式进行分析，

希望能促进校企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临床见习教学发展。

2 教育教学中见习的重要性分析

作为教师我们知道教学与见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进入临床见习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生动的实践场景，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践能

力。大多数是学校会主动联系康复医院、社区康复医院作为

实习见习单位，为学生提供见习场所。该模式虽有完善的学

习系统，能系统地开展专业理论教学、技能实训和文化素养

教育，也有助于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但也容易导致理论与

实践相分离，课程与实践联系不紧密，学生漫无目的地临床

参观，不能身临其境，自然无法领悟其中的知识点，无法与

所学内容对接，深化知识点。康复治疗的实践教学中，临床

见习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普遍使用率较低，缺乏校企合作教

师之间的交流合作，实习实训效果差。只有校院携手共建模

式才是最佳模式。这种模式会让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紧密联

系。既能增长学生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又能培养学生

良好的职业态度和职业精神，还能使其充分发挥自我潜能，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学校与企业和社会密切合作，定期召开座谈会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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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院校合作交流，进行促膝长谈，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课

程与实践联系紧密，提高临床见习实训效果。结合康复临

床专家的意见，将医院社区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指导方向，

并将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和所学专业进行匹配，实现毕业生顺

利就业，帮助学生更好地胜任康复治疗工作，顺利考取职业

资格证书。当然这还需要一段时间，校企合作还需要加入更

多科学的方式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需要一位临床

带教老师的引领导航，负责、专业、经验丰富、掌握学生心

理素质，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所学的知识

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3 提升专业带教康复师资力量研究分析

临床康复和其他科室格局不一样，在教学过程中资历

深的康复治疗师已经不多了。大多数社区都没有足够的专业

康复治疗的师资力量，绝大多数是一些具有临床经验的康复

医生兼顾着教学，这些医生治疗师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但

缺乏康复治疗的教学经验，或者是具备专业康复治疗师教学

资格的太少，见习学生太多，出现供不应求的不匹配现象，

不能保证临床见习教学质量。同时每个带教老师侧重点各不

同，临床治疗师不能够有效整合不同领域的教育资源，如教

学设备、教学材料等。如何形成一个更加完整和多样化的人

才培养体系？职业学校需要自己的附属医院来保障教学质

量的完善。学生下临床前，学校专业教师和临床实践带教老

师要座谈，将教学内容和见习任务进行交接，并进行集体备

课。临床带教老师指导见习，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选取临

床康复治疗过程中的典型病例，带教老师精心设计，巧妙地

设置悬念性的问题，促使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寻找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法。见习结束后的总结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采

用角色体验法，让学生分别扮演案例中的物理治疗师、作业

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康复医师、患者、家属等角色，汇报

不同的学习心得，模拟临床康复治疗过程，在治疗过程中锻

炼学生的总结归纳能力，在无形之中使学生将校内知识和校

外见习无缝对接，见习过程中更加有针对性。

加强学校与医院形成紧密联系，学校可以更好地了解

人才市场需求和医院用人需求，从而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

人才培养机制，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学校能够结合实际

需求，创新课程设置，为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和

实用的知识和技能。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需求和行业的

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

人才。这有助于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并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工

作环境。充分发挥康复学校和医院的优势，实现了高质量的

教育模式培养了高质量的康复人才，多所医学院和附属医院

合作，这是一种互补优势、共同谋发展、互惠互利的办法。

4 教师对学生见习期管理的重要性

康复临床学生见习时，通过学校或康复教研室自发、

主动行为联系见习单位，这种主要依靠学校和医院的“交

情”关系维系以及医院领导对康复教育的支持与理解保证合

作的顺利开展。如果医院或者学校领导更换，学校和康复机

构无法确定自己在校企合作中的地位、作用、责任及收益，

也会致使校企合作很难开展，即便开展也很难长期维持。这

时候合作之间的弊端开始显露，学生管理是学校与医院合作

共同面对的问题，尤其高年级的学生更是问题重重。学生在

医院的成长过程中，依然需要行为规范的约束，否则学生就

会游离在学校和医院都监管不到的地带自由散漫。为确保学

生遵守学校医院的规章制度，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规范学生的考勤制度，关注学生的出勤情况，及时跟进缺勤

学生并了解原因，确保学生不因缺勤而落后于课程进度。加

强临床见习期间的纪律管理，要求学生尊重教师，不迟到、

不早退，不在见习期间上使用手机玩游戏、接电话、聊天等

干扰病人和其他同学的行为。

通过实习、实训等实践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更要加强职业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应通过与企

业和医院的合作，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有机结合，加强合作交

流，增加中期考核次数，定期进行课堂测验和期中考试，了

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帮助学生解

决学习难题。同时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丰富

课余生活，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深化

校企合作深度或者派教师深入临床进修带教学生，可以使教

师掌握康复临床新技术、新产品等信息技术，尽快成长为行

业专家型、双师型教师。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5 如何调整学生心理问题对策

康复治疗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是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的双重付出，因为它需要针对每个患者的不同需求和

问题，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需要同学具有临床思维和能

力，只有在临床见习中才能磨炼出来，但是针对反复的体力

活动，或者与自己期望的工作不同，还有患者虽然是弱势群

体，但还会遇到强势霸道、盛气凌人的现在，在见习实习过

程中的患者沟通也是一门技术。学生难免会出现迷茫和倦

怠。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给在校生和实习同学注入

一剂强心药。邀请行业专家和优秀学长为学生开展讲座和交

流，帮助学生了解康复治疗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学生

提供职业规划的建议。还应当引入国际上外先进的权威专家

教导优秀学生，培养学生进行独立康复治疗病人的能力，再

组织有经验的学生同其他国家相关机构进行交流学习，借鉴

其他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

中国实际国情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积极同其他国家机构的

交流，更新教育体系，积极与国际接轨。有目标，才有前进

的动力，专业行家和学长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咨询服务，帮助

学生分析自身优势和不足，制定求职计划，提高就业竞争力。

同时鼓励学生参加临床见习，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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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康复治疗水平和职业技能及职业素养。

在见习过程中，与患者友好相处、和睦沟通的也会比

比皆是，所以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让自己健

康成长。还应积极扩大国际合作，提高学生的国际化和跨文

化交流能力。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学生交流、共建项目、引

进资源等方式进行合作。例如，与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等高

校开展学生交换项目，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提

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开阔学生的视野，树立康

复职业信心，借鉴交流生的管理经验，推进学院校企合作的

健康发展。

6 结语

研究分析总结，校企合作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关键。通

过校企合作，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学校可以更好

地适应医院需求，进而医院可以获得新的技术和人才，产业

也可以得到推动和升级。只有加强校企合作，才能真正实现

产教融合，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康复

治疗人才。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校企合作迈向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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