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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业治疗教育与实践介绍 

贺加贝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1，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国内康复职业人才匮乏，日本政府积极

建立相关康复专业“养成校”（类似我国专科院校），旨在培养足够康复专业人才，截至目前全

日本共有 190 余所相关院校。国家鼓励及院校建立政策的宽松，导致了近 20 年日本具有培养

作业治疗师的机构和每年入学人数激增。 目前日本作业治疗师人数接近七万五千并在持续增

加，与日本总人口相比已经具备了充足的人员数量。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2019 年数据，按照日

本作业治疗师从业人数目前的增长趋势，到 2040 年，康复治疗师从业者人数将是社会需求量

的 1.5 倍。 

另一方面，专科院校、短期大学、四年制大学等具有资格的培养机构在近 20 年培养出的

大量从业者，导致作业治疗师从业人员年龄层整体集中且偏低。在从业经验不足、指导者匮乏

的大背景下，社会大众存在许多对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指摘之声。数据显示接受四年制大

学本科完整教育的治疗师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普遍较好，但在从业人员中，完成本科学历的仅

有 40%。相关院校的师资水平也存在极大差距，大多数高水平教授集中在四年制综合大学，而

占毕业生总数一半以上的专科院校教师学位较低。根据 2010 年日本理学疗法协会数据，毕业

后能够独立处理业务的从业人员总数仅占 6.9%，这一数据在 2000 年为 9.8%，需要大量辅助和

指导才能开展工作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34.6%增长到 42.7%。此外，无论是那种培养方式，这几

种学制下的作业治疗专业资格考试合格率也呈现下降趋势，2019 年日本作业治疗师资格考试

通过率在大学教育和专科教育中分别为 82.3%和 73.8%，而在 2007 年这一数据为 95.2%和 90.7%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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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召开的日本第 3 届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需求分科会针对日本康复从业人员

供大于求和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提出了“着眼于未来的供需平衡，有必要通过对学校培训设

施的培养质量进行评价、进行适当的指导等，进行计划性的人员培养。”的发展方向指导方针。 

日本作业治疗大学教育体系与国内有所不同，下面以作者在北海道大学所见本科教育为

例简要介绍。 

首先是学科分类，日本的作业治疗专业隶属康复治疗专业（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分野）。

与国内大康复招生后再细分专业方向不同，日本学生在本科入学时就可以直接选择报考 PT、

OT 等小方向。康复专业与护理、放射线、医学检验等专业在本科阶段共同属于临床医学部下

的保健科学学科，与临床医学学科平行。到研究生阶段，这些专业独立成研究院有独立完整的

学院体系和教学场地。学生在入学考试时就可以选择专业小方向，从大一开始专业课与公共课

并行，四年课程设置与国内类似。授课内容既有解剖学生理学统计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也依照

病种分类进行作业治疗专业课程的理论授课和临床实践 2。 

以北海道大学为例，本科课程设置包括“解剖学”“生理学”“运动学”“人类发育学”等医学基础

课程和“康复医学”“精神障碍学”等临床医学科目。在此基础上，以“作业疗法概论”“基础作业

学”“作业疗法评价学”为基础，针对“躯体障碍”“精神障碍”“发育障碍”“老年障碍”等分类学习作业

治疗学的有关知识。此外，由于各个地区人口构成和自然环境不同，在人口老龄化和高纬度严

寒的背景下，北海道大学还开设了“地域作业疗法学”和“寒冷地区生活援助理论”等贴合需求的

科目 2。 

图 1 作业治疗师国家资格考试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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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北海道大学作业治疗毕业生去向 

 

针对本科临床实践，所有学生在大四阶段需要完成一年的临床实习，实习地点包括了综

合医院和康复设施。各个疾病组大约实习 2-4 周，与国内全年实习不同，日本的实习中还会

穿插相关课程的课堂授课，由于没有取得资格证，本科实践以辅助临床带教老师的治疗活动为

主，部分操作在指导下进行。同时，还会要求每位学生在毕业时提交毕业研究论文，每周还会

空出毕业论文 seminar 的时间。毕业时间为每年 3 月，一般临床实践会在一月初结束，论文提

交与答辩也会在同月告终。剩下一两个月时间会留给学生复习准备国家资格考试，大约在二月

底三月初结束考试。 日本的 PT/OT/ST 有各自独立的国家执业资格证考试，考试内容也有区别。

因此日本的本科 OT 学生在毕业时可以同时拿到执业证和学位证。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一线临

床工作较为便利。 

毕业后大多数学生还是选择进入医疗机构从事临床工作，以北海道大学为例，2018 本科

作业治疗专业学生有 59%进入医疗机构工作，35%选择升学。除了医疗机构，也有选择在养老

院等相关保健设施中服务的作业治疗师，以及为偏远地区或独居患者及老年人提供家庭访问作

业治疗服务的毕业生。和国内相比，日本学生选择海外升学的学生极少，除非更换专业，否则

大多数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会选择直升本校研究院跟随辅导自己毕业论文的教授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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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业治疗教育发展的现状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首先，除了规范的课程设置之外，

符合国情和地域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课程也需要相应设置。其次，不仅在本科培养过程中要帮助

学生掌握临床思维和专业知识，一定的科研能力培养同样重要。毕业研究论文和临床实习的取

舍和侧重需要找到更好的平衡。 

作为蓬勃发展的学科，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作业治疗专业，更多学生涌入这一专业，如

何避免日本目前面临的毕业学生专业素养差距较大、供求不平衡、就业饱和等问题，如何保证

作业治疗学科持续稳定发展需要每一位从业人员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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