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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醫科大學以學生為中心的 WFOT全面本土化建設中 

作業治療教育實踐經驗分享 

肖劍秋 徐豔文  南京醫科大學 

 

引言 

作業治療作為康復治療的重要組成領域，在説明康復對象重獲健康、提升生活品

質、重返家庭和社會等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國作業治療起步較晚，隨著全球化

的深入發展，作業治療教育更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為確立全球作業治療

教育的統一標準，以保障專業人才培養的品質與能力，世界作業治療師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提出了明確的教育框架。然而，直

接應用這一框架於不同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可能會遇到諸多挑戰。中國

大陸的具體國情、臨床現狀及教育資源配置與西方國家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因素都要

求對 WFOT教育框架進行本土化改革，以更好地適應本地的教育需求和臨床實踐環境

[1,2]。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學生為中心的主動學習教育模式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教學理念，

該模式強調以學生的需求和經驗為核心，促進學生的主動學習和參與，進而在知識、

態度和技能層面得以成長。研究表明，這種教育模式能夠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參與度和創新能力，對於培養適應未來社會需求的高素質人才具有重要意義[3]。將

WFOT教育框架的本土化建設與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模式相結合，不僅可以提升作業治療

專業教學的品質和效率，還能夠促進學生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為學生的未來職業生

涯和學科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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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醫科大學在這一領域的探索和實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作業治療教育提供了寶

貴的經驗。通過對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和評估機制的創新，該校不僅成功實現了 WFOT

教育框架的本土化，也顯著提升了教學品質和學生滿意度，展現了本土化建設及以學

生為中心兩者融合後在促進作業治療專業教學建設和學生個人發展方面的重要意義。 

本文旨在分享南京醫科大學在本土化 WFOT教育框架基礎上，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

教育模式的經驗。通過對該校實踐經驗的系統分析，本研究旨在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作

業治療教育提供可借鑒的經驗和啟示。 

理論基礎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WFOT教育框架為作業治療專業的教育提供了一套國際認可的

標準，為全球作業治療人才培養和專業建設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4,10]。然而，對

於具有獨特文化和教育體系的中國本科教育而言，直接應用這一框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因此，如何對 WFOT教育框架進行本土化改造以適應中國的教育環境和臨床實踐需

求，逐漸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包括且不限於如何在更好地反映中國的社會文化背

景和教育資源配置的基礎上進行教學內容的調整，教學方法和評估標準的適配等方面

[6,11]。 

與傳統的“以教材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教室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不同，以學

生為中心的主動學習教育模式強調以學生發展為中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以學習效

果為中心，核心是促進學生的主動學習，在促進學生個性化和全面發展方面顯示出顯

著優勢[5]。該模式鼓勵學生通過探索、實踐和反思等方式主動構建內在知識體系，培

養其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能力和終身學習的能力。在作業治療教育領域，採用學生

為中心的教育模式能夠説明學生更深入地理解作業治療的複雜理論和實踐，為其未來

的職業生涯打下堅實的基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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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 WFOT教育框架的本土化建設中強調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結合，在

中國作業治療教育中具有創新性和實踐價值。這種綜合的教育方法能夠在確保教育活

動既符合國際標準又貼合本地實際的同時，也能夠為學生提供更加豐富和多元的學習

體驗，從而可以有效地提升教育品質，促進學生的個人能力的發展，同時為作業治療

學科的未來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7,9]。 

南京醫科大學 WFOT認證流程 

南京醫科大學於 2001年獲批建設康復治療本科專業，後為順應我國醫療衛生事業

和殘疾人事業的發展需求，我校於 2011年決議進行作業治療及物理治療本科分流教育

工作，標誌著學校在專業教育方面的重要轉型。2015年第一批作業治療專業學生順利

畢業，與其後畢業的學生一起投身于我國各省市進行一線臨床工作，獲得業內的廣泛

認可和好評。在這十多年的建設時間中，南京醫科大學在作業治療教育領域進行了深

入的本土化探索，紮根中國國情，不斷調整教學內容和方法，強化實踐技能訓練，從

專業定位、人才培養、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學生培養、多邊合作、師資梯隊建設等

方面實施改革，為健康中國輸送具備崗位競爭力的優秀作業治療人才。（圖一） 

隨著教育建設的逐漸成熟，我校於 2019年重啟 WFOT專案認證工作，收集整理佐證

材料，並於 2020年 8月正式提交第一版申報書和材料至中國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專業

委員會 WFOT專案認證工作組（以下簡稱為“中國認證工作組”）。經過中國認證工作

組的形式審查和專家函審後，於 11月提交修改後的終稿及中英文申報書終版。同年 12

月我校進入中國認證工作組現場審核階段，由工作組委派專家對我校作業治療專業的

組織框架、教學管理、課程設置、教學場所及保障措施、教學大綱、師資水準、教學

治療及保障措施、實踐教學及實踐基地建設等方面進行現場審閱和走訪，對學生、專

業教師、臨床帶教老師進行訪談和座談，並針對評審情況現場給予回饋及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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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專家意見，我校對申報材料進行最終修改並向 WFOT遞交終審材料。經過 WFOT委

員會討論並決議，我校作業治療專業教育專案於 2021年 1月順利通過 WFOT最高等級

認證，認證期為 7年，成為現今中國 10個認證專案之一（截至 2024年 2月）。（圖

二） 

 

圖一：南京醫科大學認證時間線 

 

圖二：認證流程 

 

WFOT框架的本土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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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設計 

 WFOT教育框架中明確指出，由於作業治療獨特的哲學與教育理念，其臨床實踐和

教育內容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南京醫科大學緊密結合中國

大陸的教育環境和文化背景，考慮到中國作業治療現狀情及各省市之間的地區差異，

以深化教育改革、促進教育公平、提升教育國際化水準為指導原則，對 WFOT教育框架

進行了精心的本土化調整，在確保教學內容既符合國際標準又貼合本地實際需求的同

時，保留中國特色的教育學和社會背景下的獨特視角和豐富資源。 

 在教育模式上，南京醫科大學在採用“2+2”培養模式的基礎上（大學一年級統一

學習醫學基礎課程和通識課程，大學二年級至四年級學習作業治療核心課程），建立

“醫學基礎課程⁃通識課程⁃作業治療核心課程”三位一體的本科 4年制課程體系，學

生畢業後授予理學學士學位，並頒發分流教育證書。（圖三） 

 

圖三：2+2教育模式 

以課程及內容設置為例，南京醫科大學作業治療學系全力進行作業治療專業課程建

設，包括神經疾病作業治療學、肌骨疾病作業治療學、老年疾病作業治療學、兒童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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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作業治療學等學科，並針對國內臨床常見人群、疾病類型和臨床實踐方向明確教學

內容和重點；同時，根據國內政策發展和行業進步，還針對性的進行新興作業治療領

域的課程建設，如職業康復學、精神疾病作業治療學等學科，並發展對應領域的前沿

科室開展實訓基地建設。在此基礎上，考慮到中國傳統治療方法及地區間專業建設差

異，南京醫科大學保留了如傳統康復治療學、物理因數治療學等學科作為非主幹課

程，並在實踐課中充分展示如何將其與現代作業治療理念結合運用於臨床的具體病例

中，形成獨特的治療模式。（圖四） 

 

圖四：作業治療教育專案的必要組成（WFOT） 

2. 以學生為中心的多元化教學方法 

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南京醫科大學不斷探索和創新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以

“立德樹人”為根基，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在結合 WFOT教育框架提出的教育方法的同

時，還引入了翻轉課堂等教學模式，創意性的發展了包括第二課堂、虛擬實境、標準

化病人建設等形式，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深入思考，有效地促進了學生的主動學習和

參與。（圖五） 

考慮到傳統文化中中國社會對於家庭和社區的重視也為作業治療的實踐提供了廣闊

的空間，南京醫科大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和科普活動。學生們定期前往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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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進行義工服務，參與社區義診，積極製作科普海報和創作視頻，參與作業治療主題

活動。這些活動不僅增強了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實踐能力，也提升了公眾對作業治療

專業的認識和理解。 

考慮到現階段國內對於作業治療方向專業級科研人才的大陸需求，我校引入科研興

趣小組建設，推行本科科研導師負責制，以康復醫學院實驗教學示範中心為平臺，努

力培養實踐科研雙強的創新性複合作業治療人才。2016年來，我校作業治療學生共計

獲省級以上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 23項，申請專利並發表相關文章 15項。 

圖五：WFOT教育框架下的教育方法 

3. 創新教學策略與實踐基地建設 

南京醫科大學積極回應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原則，以“立德樹人”為出發點，深化教

育改革，強化產教融合與校企合作，發展制定四階段推進式教學策略，並針對性的進

行包括線上線下融合式、虛擬情景的一流課程建設。同時，我校創新開設第二課程建

設，選擇固定時間開放實驗室供學生自我學習使用，並規定了基線學習時長。在此基

WFOT教育框架下的教育方法 

1.Case studies 
案例法 

2.Learning with and from recipient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向接受作業治療者學習 

3.Discussing 
小組討論 

4. Skills training 
技能訓練 

5.Small scale projects 
小組項目合作 

6. Reflective exercises 
反思練習 

7.Literature review 
文獻回顧 

8. Experiential learning 
見習 

9.Distance learning 
遠端教育 

10.Problem-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 

11.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 
跨專業學習 

12.Lectures and large group 

sections 
講授和講座 

13.Practice placements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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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充分利用醫學模擬教學示範中心，大力推進醫工結合、校企結合等模式的實驗

室建設，引進先進設施，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和實踐平臺，為後續的職業發

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圖六） 

南京醫科大學在完善在校教學策略的同時也積極推進實習基地建設，完善準備標準

和考核制度，精選出一批醫療服務品質、教學資源和師資力量上具有明顯優勢的高品

質實習基地，旨在為學生提供一個真實、專業的臨床實習環境。為了保證實習品質，

學校與實習基地共同制定實習計畫，明確評估標準和回饋機制。實習內容包括但不限

於神經康復、兒童康復、老年康復和社區康復等。實習內容上不僅注重學生專業技能

的培養，更強調批判性思維、臨床決策和患者溝通等能力的提升，並要求帶教老師定

期對學生的實習表現進行評價，並根據回饋調整實習計畫和內容。我校作業治療方向

共計建設綜合臨床實習點 33處，規劃或已建設兒童專科實習點 25處，規劃或已建設

精神衛生專科實習點 8處，充分滿足學生需要及社會需求。 

 

圖六：四階段推進式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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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培養 

南京醫科大學通過實施“引進來走出去”的教師培養策略，積極推進師資隊伍的國

際化和專業化建設，以國際知名專家的監督指導和具備國際背景的教師引進為基礎，

深化教學團隊的專業知識和教學能力。學校鼓勵本土教師參與國際交流和學習，提供

出國進修和參加國際會議的機會，旨在通過拓寬教師的國際視野和引入先進的教育理

念，全面提升教學品質和科研水準。這一系列措施不僅豐富了教師隊伍的專業知識和

國際視野，促進了教師個人能力的提升，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廣闊的學習平臺和資源，

為學科甚至學校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 創新回饋機制 

南京醫科大學在作業治療專業教育中對回饋評估的內容和形式上也進行了一定的創

新改革，採用了多元化的學生評估方法，建立了有效的回饋機制，這些創新不僅體現

在評估和回饋的多樣化上，還包括了評估與回饋流程的整合和技術的應用，極大地提

升了教學管理的效率和教學品質的有效性。 

（1）創新性的評估方法 

南京醫科大學引入了以學生為主導的基於專案的評估、使用手機等電子投票系統、

創新設計大賽等等創新工具和形式，使評估過程更加互動和即時。以學生為主導的基

於專案的評估會針對具體的學習專案對評估內容進行相應調整，鼓勵學生將理論知識

應用於解決實際問題，不僅考察了學生的知識掌握程度，還考量了他們的實踐能力和

創新思維。電子投票系統則在組間評價和組內評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即時回

饋，增強了評估的參與感和動態性；也可應用於實際的教學課堂中，即時瞭解學生的

參與度和知識點的掌握程度。這些創新評估方法的引入，不僅使評估更加全面和準

確，也極大地提升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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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饋機制改革 

在回饋機制方面，學校在傳統的書面評價和面對面回饋的基礎上，利用線上教學平

臺和移動應用程式，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了一個即時、互動的回饋環境。線上平臺允許

教師快速收集和分析學生的學習資料，從而提供個性化的學習建議和資源。移動應用

程式則使學生能夠隨時隨地訪問課程材料和回饋資訊，極大地提高了學習的靈活性和

效率，從而有效地促進了學生的學習和改進。 

（3）深化學生參與 

南京醫科大學還通過如模擬臨床場景比賽、線上互動討論板、創新設計大賽，輔具

創意製作等創新活動，進一步增強了學生的參與感和實踐能力。這些活動不僅為學生

提供了展示個人能力的平臺，也促進了學生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加深了他們對作業治

療專業知識的理解和應用。 

6. 教學成果與挑戰 

在南京醫科大學在進行 WFOT教育框架全面本土化建設的過程中，採納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育模式，在推進作業治療教育實踐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1）教學成果 

通過深入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 WFOT全本土化建設，南京醫科大學在作業治療教育

領域實現了突破性進展。WFOT的 7年最長認證，這不僅是對學校教育品質的國際認

可，也標誌著學校在全球作業治療教育領域的領先地位。此外，學系獲得的教學成果

獎項、大學生技能大賽獎項、創新創業大賽等榮譽，直接體現了學生專業技能和綜合

素質的全面提升。與此同時，通過一流課程建設和對兄弟院校的支持，南京醫科大學

不僅提升了自身的教學水準，也推動了區域內作業治療教育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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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挑戰與應對策略 

在本土化 WFOT教育框架和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過程中，南京醫科大學

面臨了資源限制、新舊教學方式轉換的適應問題以及學生多樣性等挑戰。為有效應對

這些挑戰，學校採取了一系列創新策略：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加強校際合作和利用線

上教育資源；設置幫扶老師、專業班主任制度、實習輔導老師制度、專題講座和工作

坊等形式，為學生適應新的教學模式時引導和支援，通過等形式，，促進學生快速適

應；針對學生背景和學習能力的多樣性，如蒙、藏地區及海外國際學生，學校實施個

性化教學計畫，提供差異化學習資源和支持，確保每位學生都能獲得適合自己的學習

體驗。 

討論與展望 

通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南京醫科大學採用的全本土化 WFOT教育框架結合學生為

中心的教育模式，在作業治療專業教育中展現了明顯的應用優勢。這種模式有效地促

進了學生的主動學習、批判性思維和實踐能力，同時增強了學生對作業治療專業的認

同感和職業準備度。此種教育模式的成功組建和有效運行證明了在不同文化和教育體

系背景下，全本土化 WFOT教育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對於其他學校可進行結合本土

實際情況的教育改革，以及如何通過創新教學方法和評估機制來提升教育品質具有一

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這一模式的建設也存在一些局限。1）資源配置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教學

設施、教材資源、以及實踐訓練場所的不足。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如何高效利用現

有資源成為了一個挑戰；2）教師梯隊建設及專業發展的局限性：國際上的作業教師團

隊建設以專業教師和科研教師並重，然而由於國內專業教育建設起步較晚，作業治療

專業教師的數量有限，且作業科學的科研建設發展仍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短期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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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科研雙重的教師梯隊建設存在一定的挑戰；3）學生適應速度的局限性：學生適應

新教育模式的速度不一，這可能影響教學效果的發揮，尤其是在資源有限和傳統教育

觀念的影響下。 

十年磨一劍。南京醫科大學在十多年的作業治療教育實踐與改革過程中，以建設國

際一流的高水準作業治療專業為目標，在遵循國際教育標準的同時，深入挖掘和利用

本土文化、社會需求和教育資源。通過這一實踐，學校不僅實現了教育內容與國際標

準的對接，並成功地將中國特色融入到作業治療專業教育中，引入新的教育模式，以

學生為中心，提供了一個既全球化又本土化的學習環境。這種雙向融合的教育模式，

不僅為學生提供了更加豐富和多元的學習體驗，也為他們的全面發展和未來職業生涯

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國際認證並非專業建設的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

點。它開啟了我校作業治療專業人才培養的新征程，為未來的教育改革和專業發展指

明了方向。在這一過程中，持續的創新、探索和實踐將是推動我校作業治療教育不斷

前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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