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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审核意见表

本专此人才培养方案适用于?023年全日制高职专业， 由人大与
教育系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建设委员会与三明学院体育与康养学院、

三明市列$中医医院、 三明脊康堂等企业共同制订，于2023年5月，

经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评审论证后上报给教务处。

2023年6月院两委会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 提出了评审及修改意见，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 形成此稿， 于2023年6月 30 日经院
党委会审议通过。

专业名称 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
课程门数 62 总学时数 2752
实践课时比例 68. 42% 毕业学分 150

专

业

建

设

委

员

会

序号 姓 名 ，性另U 单 位 职称/职务 委员属性

1 王培芳 男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副教授/研
究员/党总
支书记

专业带头人/双
师型

2 郑伟 男 三明学院
副教授/院
务委员

专业带头人/双
师型

3 付洪贵 男
三明市赢火体育又化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行业企业专家

4 林少舟 男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讲师 教科研人员

5 刘建彬 男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助教 教科研人员

6 赵小莎 女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讲师 一线教师

7 何少栖 女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助教 一线教师

2 蔡佳乐 男 厦门首康儿童康复中心 职工 毕业生代表

专业建设

委员会

论证意见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较为合理， 目标定位准确， 契合国家全民健康理

念， 知识体系循序渐进， 注重工学结合， 能够满足企业人才培养的基本需

求， 符合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建议加强学生培养实践能力， 同时关注

专业发展趋势， 人才的需求标准并加强职业道德培养。

，负责人签字: 弓博刁

2023 年 6 月 15 日

二级院系

审核意见

目符蕾寺全查罩尹暑誓勤蛋撂磁甘释产设置合理， 开设的实训项

入坞至矛会冤匡 (盖章) : f眩、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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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3 级用)

【专业名称】体育保健与康复

【专业代码】570306

【学 制】全日制，3年。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及职高等毕业生

【简史与特色】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从2019年起开始招生，是在医疗卫生和体育运动相

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专业。贯彻实施以“运动是良药”为理念，发挥“

体卫结合”跨专业融合形成体卫结合办学特色。加强体育运动指导,推广“运动处方”,在科

学发展和人们健康理念的转变，发挥体育锻炼在疾病防治以及促进健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专业介绍与人才培养方案说明

(一) 专业背景

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是在医疗卫生和体育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专业。它既属于体育范畴,也属于医学保健范畴，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为第一批修(制)订的 6 个

体育类专业标准之一，也是 2016 年新制订的专业标准之一。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开办有利于发

挥我校“体卫结合”以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具备运动组织、健身健体、中医康复、体育保健、

健康管理、食品营养、休闲养生、健身指导、运动指导服务等一专多能的专业人才。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文件指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

疾病发生。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坚持保基本、强基层、

建机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这是新中国史上首个且最高规格的健康产业规划。

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开办可以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文件精神落实，同时，在竞技体育和群

众体育的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的现阶段,社会和市场对体育保健人员的需求也在不断

扩大。目前体育保健的康复机构和专业人才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康复市场的需要。鼓励在高职高

专院校开设体育保健与康复类专业是科学可行、必要的。建立健全体育康复类专业的学科体系,

培养复合型的体育保健与康复人才,引导人们从治已病，向治未病理念的转化。为体育强国战略

和三明市创建国家体育消费示范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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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发展历程与特色

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于 2019 年开始招生，该专业建设始终与社会民生需求紧密结合，以

社会和企业需求为专业建设导向，贯彻实施“教学练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主动融入三明市

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2021 年学校入选三明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和福建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

1.专业的市场前景广阔，据中国康复医学会的调查，目前全国康复治疗与体育保健与康复

等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总数比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专家团队走访三明本市运动健康中心、健

身俱乐部、休闲养生等机构，对社会休闲企业行业的背景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对

三明对体育保健与康复产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未来 3 至 5 年的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人才

需求数量、规格、岗位群等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为开办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和课程的设置等

打下一定的基础，使学生实训、就业更具有市场针对性。

2.高度契合“健康中国 2030”和“健康三明行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对健康服务业的促

进,社会对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调研发现体育与保健专业同时还是推动休

闲体育、社区体育快速发展的基础和助推器。体育保健与康复、社会体育和休闲体育因人们健

康意识的提高进入发展快车道，随之成为“香饽饽”专业。为推动社会创新、创业和就业，对

三明本地区乃至全省体育产业人才多元化培养及体育产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健康需求。

3.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以体育健康产业为依托，融合“体育＋医疗”“体育＋康养”的发

展模式，主动服务和助力三明市医疗改革和三明市康养产业的发展。满足三明区域健康行业人

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为应对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问题，提前规划。三明市处于老年人口快速

增长期，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养老康复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

(三) 人才培养方案说明

本专业调研团队分别设计了《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调查问卷》、《体

育保健与康复专业职业能力调查问卷》对三明市 12 家开设体育保健与康复的机构进行调研《体

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调查问卷》重点了解基层体育产业机构的主要业务、专

业相关岗位(群)、职业岗位(群)需求能力等。根据体育保健与康复行业的发展和专业建设的现

状，组织专业教师进行了广泛谈论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根据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构建以职

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基于岗位职业技能，开发了学习内容与职业技能深度融合的教学内容动态

发展的模块化课程体系。贯彻“教学练合一”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实现“在做中学、在学中

做”，强化专业核心技能培养。经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建设委员会和教务处审核修订形成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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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理念

认真学习领会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意见》。贯彻落实职业教育实现 5 个对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专业设置与

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指导思想，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功能定位由

“谋业”转向“人本”，设计 2023 级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 主要衔接专业

序号 层次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1 本科 体育类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370301

2 本科 体育类 休闲体育 370302

3 本科 体育类 体能训练 370303

4 本科 体育类 电子竞技技术与管理 370304

5 专业硕士 体育类 体育学

二、 职业面向

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对接三明体育健康行业发展，职业面向于医院康复科、社区健康监测中心、

疗养院、康复中心各地级体育俱乐部、会所担任健身健美社会指导员工作，以及自主创业运动队等岗

位。本专业职业面向如下表：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
技术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教育与体育大

类(57)
体育类 (5703)

体育 (R89)

卫生 (Q84)

体育专业人员

(2-09-07)

医疗辅助服务人员

(4－14－01)

健康咨询服务人员

(4－14－02)

康复矫正服务人员

(4－14－03)

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4－14－04)

体育健身和娱乐场所服

务人员

(4－14-05)

康养、休闲服务人员

(4－14－06)

其他健康、体育和休

闲服务人员

(4－14－99)

教练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

体重管理师

体育场馆管理员

游泳救生员

运动康复师

运动防护师

保健按摩师

保健调理师

健康管理师

体育经纪人

社会体育指导员

体重管理师

游泳救生员

保健调理师

保健按摩师

运动防护师

健康管理师

体育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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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人

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扎实的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医学、康复评定与治疗等知识，具备运动康复治疗、传统保健康复等能

力；能够从事运动康复、体能康复、运动保健、传统保健健康、健康指导与管理等工作；面向体育、

卫生等行业的体育专业人员、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健康咨 询服务人员、保健服务人员、医疗

辅助服务人员等职业群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 一) 素质

1.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境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效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

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的运动知识和 1－2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

健身和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质，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二) 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掌握运动人体科学、中医学、康复医学、营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4.掌握运动康复技术、中医传统疗法、物理因子治疗技术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5.掌握运动伤病的防护、急救及康复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6.掌握人体体质测量与评定、运动处方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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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力

1.具备评估常见急慢性运动伤病的能力；

2.具备对急慢性运动伤病进行现场急救、处理的能力；

3.掌握对常见疾病和运动损伤进行非医疗干预和康复治疗的能力；

4.掌握对常见急慢性运动伤病患者开展体能恢复训练的能力；

5.能够通过运动手段对不同人群的体态异常进行矫正；

6.能够正确实施拉伸、贴扎、护具使用等康复治疗技术；

7.具有适应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基本数字技能；

8.具有运动康复训练的安全指导能力；

9.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要求

(一) 公共基础课模块

本专业公共基础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职业素质、思想道德、人文基础、沟通交流及

职业自我发展能力的课程。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

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四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英语、信息 技术、

体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高等数学、应

用文写作、军事理论课、劳动教育、线上美育选修课程等课程，建议采用“教学练合一”的教

学方法。采用多维度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评价，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价与反馈机制，

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二) 专业(技能)课模块

本专业专业(技能)课程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包括掌握动人体科学、中医学、康复医学、

营养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运动康复技术、中医传统疗法、物理因子治疗技术方法；

掌握运动伤病的防护、急救及康复的基本知识与方法；运动处方的基本知识与方法等专业发展

课程。建议以职业能力驱动，采用“教学练合一”的教学方法。采用阶段性评价、过程性评价

与目标评价相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模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评价。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

习，提高学习效率。

1.专业基础课程

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包括：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概论、体适能、康复医

学概论、中医学基础、运动损伤与康复、肌肉骨骼康复学等课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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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包括：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中国传统康复技术、运动处方、运动

治疗技术、康复评定技术等课程组成。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学习内容如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1 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

熟悉运动损伤和疾病的内

外部风险评估；疾病预防

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和运动

防护工作的宣传教育与组

织管理；掌握运动损伤和

疾病的现场急救；运动损

伤和疾病的预防、治疗、

康复与体能训练。

运动损伤类型和处

理；拉伸、贴扎与护

具等的应用；急救基

本知识与技术；运动

损伤的康复知识与技

术；常见运动损伤和

运动性病症的筛选、

保护、诊断及急救。

有自我管理能力、职

业生涯规划的意识。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

度。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行为规范。具

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人

文关怀的意识。

2 中国传统康复技术

了解中国传统康复技术的

概念、特色、原理和优势

。熟悉经络腧穴的有关定

义和临床应用。熟悉推拿

学的有关定义和临床应用

情况。熟悉常用针灸技术

方法的作用和临床应用情

况。具有协助和指导病人

进行自我保健能力。

学会各种基本针灸基

本操作技术。学会推

拿学基本手法的操作

技术。能应用整体康

复思维对运动系统常

见的疾病进行功能保

健与康复的能力。

树立较好的的体育保

健与康复技术的安全

意识，具有理论联系

实际、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和科学严谨的

工作态度。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

范。有高度的责任感

和人文关怀的意识。

3 运动处方

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运动

处方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术；掌握运动

处方在健身咨询、指导与

慢性疾病中的干预做作；

培养学生运用运动处方的

基本理论知识和技术来指

导实践工作。

掌握不同性别、年龄

、群体运动处方制定

，能运用体育保健与

康 复专业为普通人

群、慢病前期的人群

提供运动处方服务及

健身指导，能将其运

用到制订运动处方的

实际工作中。

诚实守信、尊重生命

、热爱劳动，履行道

德 准则和行为规范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社会参与意识。

4 运动治疗技术

掌握运动疗法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包括物

理因子治疗基本理论、概

念、分类、原理等。低、

中、高频电疗法的治疗原

理。

掌握运动疗法的基

本技能和手段，红外

线、紫外线光疗法；

超声波疗法；磁疗法

；传导热热疗法；冷

疗法；水疗法；冲击

波疗法；压力疗法。

有实事求是、严谨的

科学态度和工作作

风。能够给予正确的

学习态度，认真、好

学、好问。具有耐心

、细心、爱心、上进

心和协作精神。

5 康复评定技术

康复疗法评定的定义、康

复评定的目的、康复评定

与临床诊断的关系、康复

评定的基本内容和步骤。

掌握运动功能评定技

术包括肌力评定、肌

张力评定、关节活动

度评定、平衡和协调

功能评定、反射检查

、步态分析；感觉与

知觉功能评定；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评定神

经电生理评定方法。

尊重生命、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

识。有实事求是、严

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

作风，有爱心、责任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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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

6 运动功能诊断与训练

解释功能诊断与训练基本

概念；基本掌握常见的运

动功能障碍诊断与训练；

掌握症状评估、身体评估

的基本内容和操作方法；

掌握健康全面和规范的整

体健康评估及训练方法。

发现服务对象的功能

及训练问题，并能分

析和解决问题；养成

观察、发现问题，自

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解决问题的良好习

惯，并具备一定的独

立思考、分析概括和

创新能力。

养成运用所学知识对

服务对象关注和思索

的职业态度，形成科

学思维，具备团队精

神和合作交流意识。

树立爱岗敬业思想，

增强献身于体育保健

与康复事业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三) 专业拓展课程

本类课程侧重于岗位职业能力的提升及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专业拓展课程为选修课程，

学生可根据自己职业发展规划及个人兴趣进行选修。主要由球类运动(篮球、足球、羽毛球)、学校

体育学、教育学、心理学、康复护理学、运动贴扎等课程组成。

(四) 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实训、认识实习、岗位实习、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在

校内实训室、校外实训基地等开展完成；社会实践、岗位实习由学校组织在本专业相关企业开展完

成；实训实习主要在校内实训室、校外实训基地完成学习。社会实践、岗位实习由学校组织在与本

专业相关的企业等开展完成。应严格执行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的通知和《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岗位实习标准》。具体实践性教学环节要求如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内容与要求
学

期
学时 教学场地 考核

1

运动伤害防护与

急救

1.运动损伤预防、防护、急

救和治疗、包扎、CPR 通过

组织学生到实践基地、企业

参观学习、调研，开拓视野

，使学生对所学习专业的基

本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为

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并形成

专业精神。

3 30 运动机能评定室 实践考核

2

运动治疗技术、

运动功能诊断与

训练

1.关节活动度训练 2.关节

松动技术 3.牵伸技术 4.肌

力训练 5.平衡功能训练 6.

协调功能训练。传授基础知

识与培养专业能力并重，强

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

技术积累，将专业精神、职

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发挥课程思政作

用。

4 30

运动机能评定室 实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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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内容与要求
学

期
学时 教学场地 考核

3

中国传统疗法

技术

1.灸法2.拔火罐3.推拿实习

实训中强化劳动教育，弘扬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教育

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

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教育教学，增强文化自

信。

5 30 中医传统保健康复实训室 实践考核

4 推拿技术应用

1.基本手法疗法2.基本拍法

疗法3.其他疗法注重学用相

长、知行合一，着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5 30 康复实训中心 实践考核

5 康复评定技术

1.肌力评定 2.肌张力评定(

跟腱，屈伸肘关节)3.关节

活动度4.肩关节+膝关节松

动术5.协调训练形成工学结

合育人机制，突出职业教育

的类型特点，深化产教融合

、为顶岗实习做好准。

5 30 体育保健实验室 实践考核

6 顶岗实习

到一线顶岗实习，完成毕业

设计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

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

全德技并修、培养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

6 540 相关企业 毕业考核

六、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 教学进程表 (见附表)

(二) 学时分配表

学时分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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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学生德育课程

学生德育课程成绩由学生处具体负责考评办法的制定、完善和实施指导。德育课程成绩由学生

处负责考核评定，学生德育课程以学期为单位，每学期测评一次，学生德育课程满分为 100 分，及

格分为 60 分。

八、成绩考核与毕业

(一)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修够 150 学分。

(二)职业证书要求：鼓励学生 (工作后)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在校期间职业证书要求

如下表：

序号 类别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备注

1 技能等级证书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 自选

2 技能等级证书 全国普通话等级考试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二乙 自选

3 技能等级证书 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考试 三明市体育局 二级 自选

4 技能等级证书 体重管理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中级 自选

(三)工作经历证书的要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需要在 2 个冬季学期、2 个夏季学期参与社会

实践与企业实习，按要求填写工作经历证书。

(四)体质健康测试达标：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测试的成绩达不 50 分

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符合免测条件、按规定提交免测申请并获得批准者不受本条毕业资格的限制。

(五)德育合格：学生处规定的德育课程成绩合格，没有处分，或者处分已经撤销。

九、教学条件

(一) 教学团队建设

1.专业建设委员会

由行业企业专家、教科研人员、一线教师和学生(毕业生)代表组成专业建设委员会，开展专业

行业企业调研、毕业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结合实际落实专业教学标准，明确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安排教学进程，明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

学条件保障等要求，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专业建设委员会论证后，提

交院党委会审定。

2.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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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具有多年的体育保健与康复经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熟悉体育保健与康

复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及大学体育教学，熟练体育技能教学，具备较强的教学和教研能力。

3.专业教学团队

体育康复与保健专业专任教师队伍的职称、年龄梯队结构合理。专任教师均具有高校教师

资格，具有体育学、医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

能力及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教学团队共 16 人，高级职称

6 人，中级职称 5 人，初级职称 5 人；教学团队中含兼职教师 4 人，其中高级职称 3人，中级职

称 1 人。另外，教学团队含国家健将级运动员 1 名、国家二级运动员 1 名；国家一级羽毛球裁

判员 1 名、国家一级田径裁判员 1 名；国家公共营养师 1 名、国家职业健身教练 1 名、运动处

方师 3 名、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4 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职称 学历 备注

1 王培芳 男 1965.05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研究员 本科 双师型

2 黄昌华 男 1966.04
集美大学

体育教育
副教授 本科

3 罗 萍 女 1979.08
福建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
副教授

研究生

硕士

4 李 燕 女 1982.08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西结合临床
讲师

研究生

硕士

5 林少舟 男 1988.04
华东交通大学

体育学
讲师

研究生

硕士

6 赵小莎 女 1990.03
温州大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讲师

研究生

硕士

7 邓 婕 女 1987.12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教学
讲师

研究生

硕士

8 罗小琳 女 1992.08
福建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专业
助教

研究生

硕士

9 马 荣 女 1996.02
昆明医科大学

护理专业
助教 本科

10 潘江陆海 男 1995.09
湖南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
助教 本科

国家健将级

(羽毛球)

11 刘建彬 男 1993.10
云南师范大学

运动训练
助教

研究生

硕士

国家二级

(游泳)

12 何少栖 女 1990.05
福建师范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
助教

研究生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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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鹤群 男 1963.07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教授 本科 兼职

14 郑 伟 男 1982.07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副教授

研究生

硕士
兼职

15 肖建华 男 1985.04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学
副主任医师

研究生

硕士
兼职

16 叶树苗 男 1990.05
赣南医学院

运动康复
主管治疗师 本科 兼职

(二)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室和校

外实训基地等。

1.专业教室

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视频设备、音响设备、校园网接入及 WIFI；安装应急照明

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验、实训设施

序号 企业名称 实训项目 备注

1
运动解剖实验室、

运动生理实验室

动静态平衡仪、表面肌电图、髋、膝、踝、

肩、肘、腕等教学模型

2 间、医体

共建

2 中医传统保健康复实训室 推拿、按摩器材、操作台
1 间、医体

共建

3 运动机能评定室 运动机能评定室各类器材
1 间、医体

共建

4 学生体质监测室 身高体重测试仪、肺活量测试仪等 1 间

5 计算机实验室 计算机 1 间

6 学生体质监测室 学生体质监测室各类器材 1 间

7 体育保健多功能实训室室 体育保健实验室各类器材 1 间

3.校外实训基地

序号 企业名称 实训项目 备注

1 三明市少体校 运动健康管理、体适能教练

2 三元区少体校 体适能教练、保健推拿

3 脊康堂中医门诊部 康复保健师、保健推拿、运动康复

4 龙脊康运动康复中医门诊部 运动健康管理、康复保健师、保健推拿

5 三明市列东中医医院
运动健康管理、推拿按摩、针灸针刺、运动

贴扎等

6
三明下洋体育运动中心

运动健康管理、体适能教练、康复保健师、

保健推拿

7
三明明湖体育运动中心

运动健康管理、体适能教练、康复保健师、

保健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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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

1.教材建设：成立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教材建设与选用管理委员会，制定《三明医学科

技职业学院教材建设与选用管理办法》，规范教材选用制度。意识形态课程选用国家统编教材，

其它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选用国家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公共选修课程、专业(技能)课

程、专业方向课程可采用校本教材。

2.课程建设：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

开发模块化、系统化的实训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及时更新教学标准，将新技术、新

工艺、新规范、典型生产案例及时纳入教学内容。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

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

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必修课程、专业核心要有配套数字资源，支持线上教学，满足教学

要求，并融入课程思政，要求课程思政全覆盖。

3.专业图书资料建设：图书馆和系部专业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

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建设满足本专业师生需要的电子图书、期刊、在线文

献检索等电子阅览资源和设备。

（四）推荐教材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编者 出版单位 书号 备注

运动解剖学
运动解剖学（第三

版）
李世昌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1922-1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第三

版）

邓树勋、王健

、乔德才、郝

选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2309-9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学（第二

版）
杨文轩、陈琦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7790-3

运动处方 运动处方(第二版）
王正珍 徐峻

华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502466

运动治疗技术 运动康复实用技术 胡英清、黄昀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70253

推拿技术应用 按摩与推拿 胡英清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25693-2

康复评定技术 康复疗法评定学 恽晓平 华夏出版社 9787508079615

体育保健学 体育保健学 姚鸿恩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191523

专业选修课：运

动贴扎

运动贴扎与包扎(第

三版）

戴维·H.佩

林
人民邮电出版社 9787115470003

体育心理学 体育心理学
季浏、殷恒婵

、颜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4332

－5

运动伤害防护与

急救
运动防护

孙小华、李豪

杰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

社
9787564417635

运动功能诊断与

训练

运动功能诊断与训

练
尹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2974-9

中国传统康复技

术
中国传统康复技术

陈健尔、李艳

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117-28473-8

体能基础训练 体能训练 杨世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7476-6

https://book.jd.com/writer/%E6%88%B4%E7%BB%B4%C2%B7H.%E4%BD%A9%E6%9E%97%EF%BC%88David H.P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88%B4%E7%BB%B4%C2%B7H.%E4%BD%A9%E6%9E%97%EF%BC%88David H.P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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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概论 康复医学导论
盛幼珍 卢健

敏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
978-7-5680-4130-0

中医学基础 中医学基础
陈文松 聂绍

通
人民卫生出版社 978-7-117-19032-9

运动损伤与康复 运动损伤与康复 王国祥 王琳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51506-0

社会体育指导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

国家体育总局

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13714-9

体适能 健康体适能 王健 何玉秀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30036-9

运动营养学 运动营养学 张蕴琨金其贯 高等教育出版社 987-7-04-052158-0

骨科学 肌肉骨骼康复学 岳寿伟 人民卫生出版社 978-7-117-26216-3

专业选修课：教

育学
教育学 张乐天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47870-9

专业选修课：心

理学
教育心理学 王振宏 李 高等教育出版社 978-7-04-053432-0

十、质量保障

(一)学校和二级院系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

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

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

养规格。

(二)学校和二级院系及专业应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

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

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

课等教研活动。

(三) 学校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

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四) 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I

附表：体育保健与康复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

类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性

质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 年 及 学 期 周 学 时 数

备注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一 二 三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思

政

课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试 2.5 46 46 2.5

2 四史 限选 1 18 16 2 1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试 2 36 32 4 2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试 2.5 46 46 2.5

5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必/试 1 16 16 0.5 0.5

6 形势与政策 必/查 1 30 18 12 3 次 3 次 3 次 3 次 3 次

7 英语 必/试 8 64+ (64) 32+ (32) 32+ (32) 2+ (2) 2+ (2)

8 信息技术 必/试 4 72 36 36 4

9 体育 必/试 6 72+ (36) 6 60+ (42) 2 2 2

1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查 2 16+ (16) 16 (16) 1+ (1)

11 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 必/查 2 32+ (2) 32 (2) 2

12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查 1 8+ (8) 8 (8) 1

13 应用文写作 必/查 2 32 12 20 2

14 普通话与口才 必/查 2 30 15 15 2

15 军事理论课 必/查 2 36 36 2

16 劳动教育 必/查 2 36 8 28 9 学时 9 学时 9 学时 9 学时

17 线上美育选修课程 限选 6 96 48 48 2 2 2

18 常见青草药识别 选修 0.5 8 8

19 治未病管理常识 选修 0.5 8 8

20 纺织面料鉴别 选修 0.5 8 8

21 三明食疗乡土药膳 选修 1 16

22 膳食平衡食疗养生科普 选修 1 16

23 茶艺品鉴 选修 1 16

24 市场营销实务 选修 1 16

25 管理学实务 选修 1 16

小计：812学时，47学分，占总学时的29.51%，其中选

修课课程最少修满132学时，8学分，占总学时4.80%
47 812 429 383 14+ (2) 16+ (3) 4 4 1

专

业

(

技

能

)

1 运动解剖学 必/试 4 60 30 30 4

2 运动生理学 必/试 4 60 30 30 4

3 体育概论 必/查 2 30 30 0 2

4 体适能 必/查 2 36 20 16 2

5 康复医学概论 必/查 2 36 20 16 2

6 中医学基础 必/试 2 36 20 16 2



II

课

类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性

质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 年 及 学 期 周 学 时 数

备注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一 二 三

1 2 3 4 5 6

专

业

基

础

课

7 运动损伤与康复 必/查 2 36 20 16 2

8 骨科学 必/查 2 32 20 12 2

9 体育心理学 必/查 2 32 32 0 2

10 运动营养学 必/试 2 32 26 6 2

11 推拿技术应用 必/查 2 32 6 26 2

12 体育保健学 必/试 2 32 24 8 2

13 社会体育指导员 必/查 2 32 20 12 2

14 体能基础训练 必/查 2 32 12 20 2

15 健身气功 必/查 4 64 6 58 2 2

16 24 太极拳 必/查 2 32 6 26 2

17 健美操 必/查 2 32 6 26 2

专

业

核

心

课

1 *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 必/试 2 32 20 12 2

2 *中国传统康复技术 必/试 2 32 32 0 2

3 *运动处方 必/试 4 64 40 24 4

4 *运动治疗技术 必/试 4 64 24 40 4

5 *康复评定技术 必/试 2 32 16 16 2

6 *运动功能诊断与训练 必/查 2 32 16 16 2

小计：902学时，56学分，占总学时32.78%，理论

17.30%，实践15.48%
56 902 476 426 10 10 14 12 10

专

业

拓

展

课

1 田 径 选/查 2 32 6 26 2

2 球类运动 (足球) 选/查 2 32 6 26 2

3 球类运动 (篮球) 选/查 2 32 6 26 2

4 球类运动 (排球) 选/查 2 32 6 26 2

5 球类运动 (羽毛球) 选/查 2 32 6 26 2

6 球类运动 (乒乓球) 选/查 2 32 6 26 2

7 学校体育学 选/查 2 32 6 26 2

8 健身操 选/查 2 32 6 26 2

9 教育学 选/查 2 32 32 0 2

10 心理学 选/查 2 32 32 0 2

11 康复护理学 选/查 2 32 16 16 2

12 运动贴扎 选/查 2 32 16 16

13 刺法灸法学 选/查 2 32 16 16 2

14 卫生法规 选/查 2 32 16 16 2

最少修满9门，288学时，18学分，占10.47% 18 288 132 156



III

课

类

序

号 课 程 名 称

性

质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学 年 及 学 期 周 学 时 数

备注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一 二 三

1 2 3 4 5 6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入学教育及军事训练 必/查 3 120 120 3 周

毕业教育 必/查 1 60 60 1 周

认识实习 必/查 1 30 30 1 周

运动伤害防护与急救 必/查 1 30 30 1

运动治疗技术 必/查 1 30 30 1

传统康复治疗技术 必/查 1 30 30 1

现代康复理疗技术 必/查 1 30 30 1

康复功能评定 必/查 1 30 30 1 周

社会实践 (社区、假期) 必/查 1 18 18 2 天 1 天

岗位实习 必/查 12
360 360 18 周

⑤

毕业设计 必/查 6

小计：738学时，28学分，占26.82% 29 738 918 3周 18 周

总 计 150 2752 1049 1883 26 29 28 26 22

备注：

①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三个项目；②健美操第十周以后学习柔力球；③四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四门课程，学生

至少选其中一门；④线上美育选修课程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开课(理工类专业 4学分，文科类专业 6学分)；⑤毕业设计考核以岗位实习鉴定及实习总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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