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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医融合人才培养的探析
付颖瑶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 要 目的：培养“体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我国的重中之重，这是使有需要人群迅速回归健康的最有效途

径，因而需要一批专业的指导者帮助人们更好的进行体育活动，指导监督人们进行运动来增强体质和加快恢复。因此

本研究旨在找出培养该复合型人才的更有效的途径。方法：通过文献资料法了解了有关体医融合人才培养的内涵、意

义及途径。结论：培养的责任应由体育院校和医学院校承担，体育专业与医学院校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这类人才的

培养。建议：学校、社会应密切关注培养进程、效果及结果，探索更有效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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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医融合的内涵及意义

医体融合从字面上理解为体育运动与医疗相结合，即用

体育运动的方式、代替医疗，使身体回复健康。这是使康复人

群、病症人群、病兆人群、亚健康人群迅速回归健康的最有效

途径。2016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

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健康优先、改革

创新，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加强体医融合，全面提高

人民身体素质。在此背景下，医学和体育学在我国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但我国目前还极度缺乏同时掌握体育知识与医学

知识的人才。因此，我国需要一批专业的体育指导者去帮助

人们更好的进行体育活动。那么如何推进体医结合人才的培

养，如何培养出优秀的体医结合人才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 体医融合人才培养的途径

培养体医融合人才需要大量相关专家学者及学校的配合，

目前主要还是从医学专业学生和体育专业学生中进行重点培

养和选拔。

（1）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我们可以利用体育院系所特

有的资源与优势去促进“体医结合”的发展。在对体育专业的

学生，包括体育教育、运动康复等专业学生。在技能教学上，加

强与相关医学原理的结合，加强学生对于动作的技术安排、顺

序安排的能力，使其能够在将来科学地指导人们进行合理运

动；应该开展运动处方、运动损伤防治的课程，适当增加一些五

禽戏、、太极、健身操等养生健身课程。对体育专业学生来说还

应该加强关于运动损伤急救、受伤部位包扎、心肺复苏、人工呼

吸等基本医学急救能力的培养，提高动手实践能力，使学生从

医疗的角度来掌握科学锻炼的方法，从而能更好地形成以预防

为主，治疗为辅的健身意识。在教学内容上，通过在医学上有

所关联的“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体育保健学”等与医学

相关的课程指导体育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和实践，

增强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于体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其本身

就拥有较好的技能水平和身体素质，然后给予其足够的硬件条

件，努力去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使两者有效的结合起来，就有

可以成为大家需要的“体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2）对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其拥有更为专业的医学知识，但其体育经验不足，缺乏教育能

力，所以在进行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入体育教学，使学生充分了

解各技能动作之间的原理，能使人们科学的健身。充分利用

医学类高校的专业和学科优势，发挥康复医学、运动医学、中

医养生、中医药和针灸推拿等知识，开展全民健身的理论指导

和实践锻炼工作，实现医学和体育锻炼、全民健身的资源共享

互补。在探索“体医结合”理念上，有效利用学校的体育资源，

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在目前的有效利用体育资源的方面包

括：与学校体育相关的运动项目、与医学院校专业学科紧密相

关的中医养生、社区群众自发的健身类项目等等。

3 结论及建议

社会现如今对体医融合的重视程度之大应因此重视，体

育专业与医学专业的结合能更好地促进这类人才的培养当前

培养。将来“体医融合”人才的希望主要还是要由体育专业学

生和医学专业学生来承担，因此相关院校务必对此提起重视，

对不同起点的学生给予不同重点的侧重点的培养，对于体育

专业和医学专业的学生应有不同的培养方向和模式。体育与

医学的结合学习可以引发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即

体育学医或医学学体两种模式哪一种效果更好，能培养出更

高素质的体医融合人才，在将来的培养上应将侧重点放在哪

个专业上等。将来我国健身、医疗的综合性人才能更好地为

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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