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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服務性學習”理念進階式培養學生實踐能力 

——福建中醫藥大學作業治療專業經驗分享 

曾奕  劉雪楓  福建中醫藥大學康復醫學院 

 

實踐教育是作業治療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綜合培養學生知識、能力、態

度等崗位勝任力的核心途徑。福建中醫藥大學作業治療專業實踐教育經歷了參考借

鑒、探索實踐、改良優化等階段，逐步形成了日趨規範，符合內地康復醫學發展背

景，滿足內地作業治療人才培養要求，面向國際作業治療專業發展趨勢的實踐教育模

式。 

我校通過構建進階式實踐教育模式，有機結合多元化教學方式和多維度評價方

式，豐富實踐教育資源，發展基於“服務性學習”的社區康復特色，針對性地解決作

業治療實踐教育的諸多挑戰和痛點問題，系統化地培養學生的臨床實踐能力和綜合實

踐能力。 

一、構建進階式實踐教育模式，循序漸進培養臨床思維和臨床實踐能力 

不少學校提出“早實踐、多實踐、反復實踐”的實踐教育理念，然而受限於實踐

教學基地、臨床師資、政策支持等因素，對於很多院校來說“早”、“多”、“反

復”的每一個環節都困難重重，或者事倍功半。另一方面，國際上許多院校開展階段

性見/實習的實踐教育模式，即將實踐分為基於課程的見習/實習、臨床見習/實習、總

實習等不同階段，設定每個階段循序漸進的實踐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中國教育部制

定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品質國家標準》（以下稱《國家標準》）要求康復

治療學專業應安排不少於 1000小時的臨床實踐教學，其中畢業總實習應不少於 25

周；《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作業治療師教育准入標準》（以下稱《WFOT教育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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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治療專業應安排不少於 1000小時的臨床實踐教學，只對實踐內容提出方向性的要

求，未對實踐模式（如階段性或集中性實習）及時間比例提出具體要求，除此之外筆

者未查閱到國內外其他教育標準對具體每個見/實習階段的時間比例要求。參考香港理

工大學、臺灣大學、昆明醫科大學、美國克萊頓大學等多所國內外院校的作業治療實

踐教育模式，其階段性見習均約占整個見習、實習總時間的 33%-62%不等，因此內地開

展階段性見習的作業治療實踐教育可建議安排 330小時至 620小時左右，具體的時間

各院校可根據各自的教育模式和需求確定。 

    階段性見/實習的模式因其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的臨床思維和臨床實踐能力的優

勢，吸引內地作業治療教育躍躍欲試，嘗試將集中實習改革為階段性見/實習，雖湧現

了極少數成功的案例，但大部分院校受限於學生人數眾多、實踐教學基地、臨床師

資、政策支持不足等主客觀的原因，終究未能長久落地階段性見/實習模式。 

我校在作業治療專業實踐教育模式上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改革，與兄弟院校一樣

一方面期望能開展階段性見/實習循序漸進培養學生臨床實踐思維和能力，另一方面又

有許多受限因素。踐行“以學為主、教學相長、實踐促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能力

與素養共提升”的實踐教育教學理念，以發展學生核心勝任力為抓手，通過課程改革

增加課程實訓比重、開設綜合見習課程保障見習規範、開展社區康復實踐拓展見習層

次等途徑，因地制宜地構建了“課程實訓-課程見習-社區康復與社會服務-臨床實習”

進階式實踐教學模式（圖 1）。 

課程實訓——隨著教學積累循序改革，加大專業核心課程實踐比重，目前專業核

心課程理論與實踐時比例介於 1:1到 1:7,平均約為 1:2.3，促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鞏固和強化學生基礎實踐技能。 

課程見習——依託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康復醫院、附屬人民醫院和附屬第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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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等實踐教學基地開展各核心課程的見習，以較為成熟的神經康復開始，再逐漸過

渡到骨科康復、兒童康復、慢病康復等範疇，以點帶面，循序漸進提升學生臨床思

維，臨床實踐能力與醫患溝通能力。 

社區康復與社會服務——開設《醫院-社區康復實踐》課程，拓展社區康復和社會

實踐管道，基於“服務性學習”的教學理念，課堂內外實踐相結合、醫院社區相結合

開展多層次的綜合見習。 

臨床實習——遴選全國優秀康復實踐教學基地，為期 48周的實習內容覆蓋不同人

群、不同領域、不同病種的評估與干預措施，結合各個教學基地的優勢和不足科學安

排實習點間的對輪實習，取長補短。 

該模式參考國內外階段性見/實習模式為藍本，以專業核心課程為導向開展見習，

結合實際情況精簡階段性見習的時間，打通醫院-社區壁壘，避開不足，在一定程度上

達到了循序漸進培養臨床思維、臨床能力的效果。 

 

圖 1：進階式實踐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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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教學方式和多維度評價方式有機結合，教-學-評互促進 

校內實踐教學開展課程實訓技能訓練、“標準化病人”教學、案例分析、虛擬模

擬實驗等方法，通過構建活動分析與設計、環境改造、輔具製作與訓練等 3大模組虛

擬模擬實驗專案，解決在實際環境中不易開展的實踐教學難題；建設作業訪談與職業

困境處理等模擬案例，開展小組討論。校外實踐教學包括醫院見習、出院隨訪、社區

康復、社會服務、參與教師臨床科研專案實踐等活動，幫助學生在實踐情境中理解作

業治療過程，提升專業推理與行為，引導反思與總結。重視實踐能力評價和考核，《功

能解剖學》《作業科學與基礎理論》《作業治療評定理論與實踐》等專業基礎課程採用

基礎技能考核，《骨骼肌肉疾病作業治療》《神經系統疾病作業治療》等專業核心課程

引入案例，採用“標準化病人”情景模擬實踐考核，同時通過臨床和社區見習，開展

真實案例綜合考察，將溝通交流、職業精神等納入實踐考核體系。 

三、發展基於“服務性學習”的社區康復，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基於“服務性學習”的教學理念拓展社區康復和社會服務的實踐管道，課堂內外

實踐相結合，醫院和社區相結合，在培養學生綜合實踐能力的同時增強服務意識和勞

動精神，提升職業素養。實踐管道包括但不限於：（1）與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

系社區康復團隊合作，帶領學生前往福建省不同地區開展康復服務行；（2）與福建多

家老年康養機構合作，帶領學生深入老年康養中心等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康復方

案；（3）回應教育部“康復進入校園”的指導意見，進入普校開展兒童發育健康宣

教、評估等，促進發育障礙兒童接受融合教育；（4）前往兒童福利院進行職業康復、

輔具評估與適配等實踐活動，引領學生深入社會，服務社會；（5）參與康復科普活

動，通過我院公眾號“康友微”開展科普宣傳。多措並舉，有效反哺課堂實踐教學，

蘊學習於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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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發展初探 

儘管該模式已日趨規範並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作業治療畢業生，但尚有許多不足需

進一步完善。在我們實踐教育開展的過程中，積累了許多經驗，也發現了許多問題，

如：如何明確實踐教育理念和保證教學目標落地，保證實踐教學方法與理念和目標相

一致，避免南轅北轍；如何確保服務性學習的內容與課程內容保持高度相關性，避免

實踐活動流於形式；如何拓展實踐資源和師資保證服務性學習的廣度；如果引導學生

開展高品質的反思和總結提升服務性學習的深度；如何在實踐教育中規範開展職業素

養的培養和評價等問題，未來可與兄弟院校一起探討共同解決互相促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