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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功能解剖学运动
系统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杨　勇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功能解剖学运动系统实验教学的改革,包括更新教学理念、强调以学

生为中心;优化与整合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倡导多元化、互动式教学,以激发学生潜能;强化实践教学,

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通过数据分析比较,表明经过实践教学模式、手段和方法的多元改

革,成效显著,为培养符合“健康中国”规划需求的高素质康复治疗技术人才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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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解剖学运动系统实验教学在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中的作用

在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中，功能解剖学运动系统的实验教

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运动系统实验教学作为康复

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

技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实验教学通过直观展示

肌肉、骨骼、关节等运动系统的结构，帮助学生加深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通过亲自进行

实验操作，如肌肉的起止点识别、关节活动度测量等，学生

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技能，提高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这对于未来从事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实验

教学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康复评估与治疗能力。 在实验过

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并掌握关节稳定性评估等评估方法，从

而更准确地判断患者的康复状况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这

对于提高康复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至关重要。 (见表１)

功能解剖学运动系统实验教学现状

然而，当前功能解剖学实验教学却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 教学理念滞后是首要问题，传统的教学理念较为注

重知识的灌输，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创新的互动式、体验式

教学手段，导致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重视不

足。 同时，教学内容局限也是一大问题，当前的教学内容

往往仅局限于对人体基本结构的展示和讲解，而对结构与功

能之间的动态联系涉及较少，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够深

入和全面。 此外，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教学不足等问题也

同样不容忽视。

表１　运动系统实验教学在康复治疗系统教学中的作用

类别 具体内容

“骨”教学要点
(１)各骨的分类、形态、构造和功能;(２)躯干骨重

要的骨性标志;(３)椎骨的特征

实验教学内容

(１)直观展示肌肉、骨骼、关节等结构;(２)肌肉的

起止点识别、关节活动度测量;(３)关节稳定性评

估等评估方法的学习与实践

对学生的益处

(１)为后续课程学习打下基础;(２)提高动手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３)更准确地判断患者的康复

状况并制定治疗方案

临床意义
(１)对未来从事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意义;(２)提高

康复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

功能解剖学实验教学中融合多元教学模式与手段的

创新实践

鉴于以上问题，在本校２０２３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功能

解剖学实验教学上进行改革。 此改革的核心在于融合多元

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探索，

旨在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对运动系统结构与

功能关系的理解和掌握能力。

(一)教学模式改革

在教学模式上，采用了翻转课堂与探究式学习相结合的

方式，旨在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

动性。 课前，教师上传视频案例至教学平台，引导学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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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学习，通过观看视频、阅读相关资料，

初步了解运动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关系，为后续深入探讨打下

坚实的基础。 课中，则带领学生进入实验室，采用PBL(问

题导向学习)的教学方式，设计了一系列与运动系统相关的

实际问题，引导学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究和学习。 通过

实际操作和问题解决，使学生将课前学到的理论知识进行内

化，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并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后，注重学生的反馈和作业的完成情况，通过批改作业和

答疑，及时了解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掌握情况。

(二)教学手段改革

在教学手段上，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与升级，充分利用了

３D交互式解剖软件、实物操作材料、互动式学习平台，旨

在为学生创造一个多元化、全方位的学习环境。 ３D交互式

解剖软件以其生动直观的特点，为学生展示了运动系统的结

构与功能。 实物操作材料，如石膏，为学生提供了亲手制

作模型的机会。 在制作过程中，学生需要亲自动手操作，

通过触摸、观察等方式感受运动系统的结构特点。 这种多

感官的体验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感知和记忆，还培养了他

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 通过亲手制作模型，学生对运

动系统的理解更加深入，对知识的记忆也更加牢固。 互动

式教学平台支持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形成了具有良好氛围

的学习社区。 通过这样的互动方式，生生之间、师生之间

的知识共享和思维碰撞得以实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

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多样

在教学方法上，结合了任务驱动法、合作学习法和直观

演示法，旨在打造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实践与创新的教

学环境。 通过制作石膏模型等具体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有效地驱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相关知识。 这些任务不仅要求

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还需要他们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

际操作，从而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

提升。 这种任务驱动的教学方式较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动力，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 同

时，鼓励学生之间进行合作与交流。 在课堂上，组织学生

进行小组讨论、合作实验等活动，让他们共同面对问题、共

同寻找解决方案。 通过这样的合作过程，学生不仅学会了

如何与他人有效沟通、协作，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充分利用了学生自制的石膏模型进行直观演示。

在课堂上，展示学生制作的模型，详细讲解运动系统的结构

与功能，帮助学生形成清晰、直观的认知。 这种直观演示

的方式不仅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运动系统的复杂结构，

还增强了他们对知识的记忆和应用能力。 通过模式、手段

与方法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注重实践与创新的教学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能

够提升实践能力和拓展创新思维，为未来的康复治疗技术专

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分析和讨论

(一)教师满意度调查

通过对教师的满意度问卷调查，选项分为非常满意、满

意与一般。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发现，对康复治疗专业功能

解剖学课程组教师对教学方式和结果的满意率达到９４％。

说明，同课程组教师对教学模式、手段和方法的改革具有一

定的认同度。

图１　康复治疗专业功能解剖学课程组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二)学生参与度调查

通过对教学平台数据进行分析，在进行教学改革后，学

生的自主学习完成率、课中讨论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实

践操作参与率及小组合作参与度明显提升。 这说明学生学

习参与度大幅度增加，表明改革对学生学习积极性具有促进

作用。

图２　学生学习参与度对比

(三)功能解剖学教学改革效果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从表２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功能解剖学教学改革在多个

维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中，教学手段对学习的帮助的

满意率超过９０％，这显示了通过课前带领学生自制石膏模

型的方式，使学生的参与度显著提高的同时，学生的获得感

和积极性也在显著上升。 知识掌握度和翻转课堂模式评价

的满意度呈现相关性，这表明通过翻转课堂在提升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责任感方面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问题解决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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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提升表现出比较一致的比率，说明

沟通能力的提升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表２　学生对教学效果满意度调查

评估维度与指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知识掌握度 ８５％ １０％ ５％

实践操作表现 ９０％ ５％ ５％

问题解决能力提升 ８０％ １５％ ５％

翻转课堂模式评价 ９０％ １０％ /

教学方法实施效果 ８５％ １５％ /

教学手段对学习的帮助 ９５％ ５％ /

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提升 ８０％ １０％ １０％

　　(四)学生成绩分析

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考试题型、题量及难易度一致，

考试内容一致。 对于上面提供的２０２２级和２０２３级康复治

疗技术专业功能解剖学的考试成绩数据，可以观察到一些显

著的变化和趋势。 首先，从分数段分布来看，２０２２级的不

及格率最高，达到了４８．２５％，而及格、中、良的比例相对

较低，优的比例更是仅有０．５４％。 然而，在２０２３级的数据

中，看到了一个积极的转变：不及格率有所下降，降至

４０％，同时，及格、中、良的比例均有所上升，优的比例也

有显著提升，达到了１．５３％。 这表明２０２３级的整体成绩分

布更加均衡，且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当比较２０２２级和２０２３
级的最高分和平均分时，也发现２０２３级的最高分比２０２２级

略有提升，从９２分增至９３．５分。 同时，平均分也有所提

升，从５６．８１分增至５９．４４分。 这进一步证实了２０２３级整

体成绩的进步。

表３　２０２２级和２０２３级康复治疗专业期末成绩分析

考试成绩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分数段 ９０~１００分 ８０~８９分 ７０~７９分 ６０~６９分 ＜６０分
最高分 平均分

２０２２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０．５４％ ９．１６％ １６．４４％ ２５．６１％ ４８．２５％ ９２分 ５６．８１分

２０２３级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１．５３％ １６．１２％ １８．１２％ ２４．２３％ ４０％ ９３．５分 ５９．４４分

结束语

本研究在康复专业功能解剖学的实验教学进行多个维度

的改革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学生对翻转课堂模式、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的评价也普遍较高。 任课组教师对教学满意

度较高。 学生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及及格率大幅度上升，这

些数据充分证明了教学改革的有效性。 未来，将继续优化

教学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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