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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治療教育國際化發展與展望 

——基於 2023年 WFOT教育專案認證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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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    2-山東第二醫科大學康復醫學院 

3-廣州市殘疾人康復中心  4-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5-上海第二康復醫院 

6-首都醫科大學，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博愛醫院  7-昆明醫科大學 

8-福建中醫藥大學  9-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10-北京大學第三醫院 

11-中國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專業委員會 12-通訊作者 

 

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成立於 1952年，是代表作業治療專業唯一的官方國際性組織，其使命是制定作

業治療教育的國際標準，並促進卓越的研究與作業治療實踐，為各國作業治療學術組

織、作業治療師、作業治療專業學生之間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提供平臺,目前有 109個正

式成員[i]。1958年 WFOT頒佈了作業治療師教育的國際准入標準，旨在保障全球作業治

療教育水準，以實現作業治療教育的可持續發展。該標準歷經多次修訂，最新版本為

2016版《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WFOT）作業治療師教育項目准入標準》（以下簡稱《標

準》）[ii]。WFOT教育項目認證對作業治療專業教育的規範化具有促進作用。獲得 WFOT

認證教育項目的畢業生可在全球範圍內繼續在作業治療領域進行深造，並可申請參加

WFOT正式會員國家/地區的作業治療師執業考試資格[iii]。 

我國作業治療教育起步較晚，作業治療專業教育體系有待完善[iv、v、6]。推進 WFOT

教育項目認證，有利於促進我國作業治療教育的規範化、標準化[7]；有利於作業治療教

育理念、教育方式、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有利於作業治療教育的國際化[8]。中國康復

醫學會作業治療專業委員會於 2018年 5月加入 WFOT，並於 2020年獲得 WFOT授權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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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作業治療教育專案的書面材料審核及現場考核工作。2023年共有 7所院校申報，

包括福建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 2所複審認證院校與鄭州大學、山東中醫藥大

學、山東第二醫科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南通大學 5所初次認證院校。WFOT作業治療

專業教育專案認證申報書（以下簡稱申報書）是申請課程認證單位提交的主要書面審

核材料，其中包括對教育專案基本資訊、當地文化背景及課程設置與資源的介紹。本

文從當地文化背景和課程設置與資源兩大方面對 7所院校（以下擬稱院校 A-院校 G）

作業治療教育專案的書面材料和現場評審情況進行總結，以期為我國相關院校作業治

療教育項目發展提供借鑒與參考。 

1 當地文化背景 

申報書中的“當地文化背景”是指具有特定範圍的健康和社會需求、文化背景以

及健康和社會系統的地理區域。《標準》強調作業治療專業教育專案必須與國家和當地

文化背景緊密結合，包括當地作業治療的發展史；當地健康、社會福利需求；當地健

康、社會福利、殘疾人事業機構與法律（或法規）系統等。不同文化背景會影響當地

公眾對身體、心理、社會和精神等各種健康狀況之間關係，以及對作業治療專業的認

識、態度和對作業治療教育的理解。7所院校均以當地文化背景為基點，結合當地健康

和社會福利需求採用不同的融入方法進行課程設計，重視學生社會責任意識和能力的

培養，多數院校通過課外社區服務和科普宣教等方式，如到養老院、康養中心、殘疾

人就業促進中心、福利院、社區日間照護中心、精神衛生服務中心、假肢廠等地參觀

學習，並開展志願者服務。另外，院校 D和院校 E還在作業治療教學中融入本地文

化，以小組方式開展了具有當地文化特色的實踐課程，如紮制風箏、剪紙、棋牌、太

極、製作月餅、唱/聽粵曲等；院校 A、院校 B和院校 F也把中醫特色內容融入課程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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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設置與資源 

圍繞作業治療專業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標準》在“課程設置與資源”方面分

別從人才培養方案及課程設置、教育教學方法、臨床實踐教育、教學設施和資源以及

師資五個方面提出了考核內容和要求。 

2.1 人才培養方案及課程設置 

7所院校均以教育部要求為基礎，結合《標準》，進行充分調研，廣泛聽取教師、

學生、用人單位和本土資深作業治療師、國際作業治療專家等的意見和建議，制定人

才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並定期調整修訂。 

目前，我國高校作業治療本科人才培養包括康復作業治療專業與康復治療學（作

業治療方向）專業兩種[6]。以康復治療學（作業治療方向）採用“2+2”模式進行作業

治療教學，康復治療學專業學生在大三選擇轉向作業治療方向。在本次申請認證的 7

所院校中，有 2所院校以康復作業治療專業招生；有 3所院校以康復治療學（作業治

療方向）招生；另有 2所院校同時招生以上兩種專業。各院校的招生人數見圖 1。 

《標準》重視學生的實踐課與自主學習，建議課程設置應聚焦作業與作業治療，

並涵蓋作業治療師所必備的知識、技能和態度。7所院校課程設置中作業與作業治療課

程的課時（含見、實習）比例見圖 2，其作業治療專業課程理論課與實驗課學時占比均

在 1：1左右（圖 3）；7所院校均為學生安排了不同方式的自主學習內容和時間，以培

養和促進學生對專業學習的主動性和管理能力。例如提前發放知識點進行預習，佈置

課下查閱資料進行課上小組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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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7所院校年招生人數（人） 

 

圖 2 7所院校作業與作業治療相關課程的學時在總學時中的占比 

 

 

圖 3 作業治療專業課實踐與理論學時比值 

2.2 臨床實踐教育 

實踐教育是作業治療教育項目的核心之一，其目的是讓學生將理論知識在實際情

景中加以應用，並培養其專業知識、技能和態度，以達到 WFOT要求的作業治療師的能

力水準。《標準》要求申報院校的作業治療臨床實踐教育不低於 1000小時，同時具備

相應的專業理念、深度與廣度，並結合當地背景，同時還應具有國際視野，來保證畢

業生應達到的專業品質。 

20

50

10

40 40 40

15

0

10

20

30

40

50

60

院校A 院校B 院校C 院校D 院校E 院校F 院校G

64.58%

60.63%

56.31% 56.38%

60.64%
63.08%

61.42%

院校A 院校B 院校C 院校D 院校E 院校F 院校G

院校A 院校B 院校C 院校D 院校E 院校F 院校G

比值 0.95 2.3 0.84 0.88 1 1.59 1.27

0

0.5

1

1.5

2

2.5

比值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Feb.  2024 

14 
 

實踐能力考核也是各院校學生畢業考核的重要內容之一。7所申報院校對學生實踐

教育非常重視，作業治療專業課理論與實驗學時比例接近或超過 1：1，實習時間均超

過 1000小時（圖 4）。為使作業治療學生較早較多地接觸臨床，各校均將臨床實踐教育

分為課堂實驗、臨床見習與臨床實習三個階段。在品質保證方面建立了相應“學生-實

習單位-院校”的三級溝通回饋機制，形成了院校主導、實習單位牽頭、多方參與、分

級監管的管理體系。院校定期/不定期去實習基地與學生和帶教老師進行座談、考核，

根據學生和老師回饋的問題以及考核情況，持續修改實習大綱，不斷改進、優化臨床

帶教能力。在疫情期間通過“線上”方式來進行，以協助實習安排的規劃及持續改

進，保證學生的實習品質。有的院校還組織學生參加實踐技能大賽。通過多種舉措檢

驗學生實踐學習成果，保障實踐教學的品質。為保證實習品質，院校設立了實習基地

遴選與審核制度和監管體系。但部分院校在社區康復、職業康復、精神心理等方面實

習資源不足，其中院校 E採取了利用外地資源的方式，如安排學生到省外開展較好的

機構進行職業康復、精神心理作業治療的實習。 

 

 

圖 4 7所院校實習大綱中實習科目與時間分配 

 

 

0 10 20 30 40 50

院校G
院校F
院校E
院校D
院校C
院校B
院校A

周
神经系统疾病OT 肌肉骨骼系统疾病OT

儿童疾病与发育障碍OT 精神心理疾病OT

老年疾病OT 社区OT

康复工程 职业康复

其余OT专业实习 OT相关专业实习：PT、ST、传统等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Feb.  2024 

15 
 

2.3 教學設施和資源 

教學設施和資源是滿足學生教育需求的基本保障，包括教學預算與資源配置、實

訓場地、基礎設備及規劃、教師資源和圖書資源等。 

7所院校均設置了作業治療實訓場地，並有相應資金投入滿足實訓教學需要及發

展。在基礎設備方面，不同院校有所差別，但各院校均配置了教學專用的基礎設施，

部分院校還充分利用附屬醫院的設備用於教學和學生見習；有的院校還配置了作業治

療的研究設備和場地。在教師資源方面，為充實教師資源，保證教育品質，各個院校

均不同數量的邀請境內外作業治療同行專家和教育專家對課程進行指導。各院校均配

備了比較完善的圖書資源，包括作業治療相關實體書籍以及少量英文原版書籍和豐富

的網路資源，滿足學生文獻查詢、閱讀需求。 

2.4 師資 

師資隊伍是教育項目的基礎。師資的專業背景、資質和經驗是教學理念、教育目

的、教學內容、教育方法及實施計畫和支持計畫的保證。師資隊伍數量和結構、師資

政策及師資培養、師資教學及科研成果反映了師資隊伍品質。 

7所申報院校作業治療專業項目負責人均為 WFOT個人會員。各院校具有 WFOT認證

項目教育背景的教師占作業治療專職核心教師(含附屬醫院)比例（表 1）和師生比有所

不同（圖 5），但都具備了一定數量的師資隊伍，儘管年齡、職稱偏低，教學和臨床經

驗有待進一步豐富，但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措施加以彌補，如利用教學醫院的資深作業

治療教師或者外聘講師等。其中院校 G分 OT方向後在教學醫院進行授課，核心課程帶

教老師全部具有作業治療教育背景；院校 D對實踐基地帶教老師要求是 WFOT個人會

員；本校專職教師數量較少的院校，也採取了通過外聘國內外專家授課的措施。同

時，各個院校也通過不同方式加強國際的交流與合作，引進資深作業治療師和加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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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國內外培養等方式來持續提高教師隊伍專業水準，加強師資隊伍建設。 

表 1 7所院校作業治療教師情況表 

院校 WFOT 認證教育背景的作業治

療核心教師數（人） 

作業治療核心教

師數（人） 

占比 

院校 A 11 17 64.71% 

院校 B 14 17 82.35% 

院校 C 4 6 66.67% 

院校 D 7 26 26.92% 

院校 E 5 11 45.45% 

院校 F 3 8 37.5% 

院校 G 8 8 100% 

 

圖 5 7所院校專職教師與學生年均人數情況 

 

 

圖 6 7所院校專任教師與外聘教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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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題、建議與展望 

WFOT對教育專案的認證過程是對院校作業治療教育專案的教育品質的檢驗，特別

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對於促進不同國家/地區之間作業治療的知識和實踐交

流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滿足社會對高品質健康和社會服務需求和期望的重要保

障。 

3.1問題及建議 

此次 7所申報院校的主要問題及建議： 

3.1.1師資年輕化，高級職稱師資缺乏 

教育背景中受 WFOT認證專案畢業的師資較年輕，高級職稱占比相對較少。建議通

過學會或“聯盟”的方式建立國內作業治療核心課程資源分享平臺，整合國內的師資

資源，優勢互補，彌補目前師資年輕化、高級職稱教師資源的不足，以保證課程品

質；也可以採取“雙師型模式”，即讓專職教師盡可能多的深入臨床，積累更多的臨

床經驗，滿足實踐教學的需求；舉辦作業治療師資培訓來提升教師理論授課與實踐教

學能力。 

3.1.2 社區、職業、精神心理作業治療實習資源不足 

各院校實習大綱的科目安排有所不同，部分院校實習內容在社區康復、職業康

復、精神心理康復等方面較少。建議短期盡可能採用外地資源彌補不足的方式，或根

據各地實際情況探索更多的實習模式。 

3.1.3缺乏配套的作業治療教材 

建議學會組織國內相關專家，以教育部發佈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品

質國家標準》為依據並參照《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作業治療師教育項目准入標準》，編

寫專供康復作業治療專業學生使用的統編配套教材；同時也建議任課教師，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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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外關於本專業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循證實踐資訊，及時地把最前沿的資訊融入

到教學實踐中，並不斷完善課程設置，定期修訂教學大綱。 

3.1.4部分院校作業治療專業學生數量過少 

由於前 2年專業課尚未開設，學生對於作業治療專業的缺乏認識，影響了“2+2模

式”學生在大三進行二次選專業時選擇作業治療方向等。而“康復作業治療”專業則

可較好的保證作業治療專業的學生數量。建議在課程設置時將作業治療的部分導論課

程“前移”。另外，在招生和大一、大二以及選專業前針對性的進行作業治療專業的

宣傳，可以增加學生對作業治療的瞭解和興趣。 

3.1.5 對外交流和國際合作較少 

受疫情影響近幾年對外交流和國際合作方面有所減少。隨著疫情的結束，相信未

來國際化交流也會逐漸增多。另外，“線上”交流也將是未來國際交流中的一種便

捷、經濟的交流方式。 

3.1.6定期督導和年度審查機制缺乏 

為保證已經認證教育專案的教學品質，建議學會制定定期督導和年度審查制度。 

3.2展望 

我國具有龐大的作業障礙群體，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全國殘疾人 

8502 萬[9]。全國現有慢性病患者近 3億，未來 20年慢病人數將增長 2～3倍，而 80%

慢性病患者需要康復及作業治療服務。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60歲及以上人

口已超過 2.6億，占全國人口比重 18.7%；其中包括大量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10]。此

外，我國還有大量兒童發育障礙患者、心理及精神障礙患者等存在作業障礙。近年來

新冠病毒感染、飲食、藥物、環境等因素也導致了作業障礙人士數量不斷持續增長，

對作業治療的需求不斷增多，對專業服務能力和水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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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OT認證教育項目不斷增多，將持續影響和推動我國作業治療教育項目的高品質發展

[11]，有利於培養出更多的具有人文情懷、國際視野、創新精神、終身學習能力和實踐

能力強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高品質作業治療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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