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大健康”背景下，医学和体育结合，建设和发

展体育相关专业，是医学院校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可体现

医学院校办学特色。通过分析地方医学院校体育教学和师资

的实际情况，在“医体结合”背景下，探讨了体育教改及体育相

关专业建设和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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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倡导全局的健康观念，不仅涉及各类与健康相

关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也涉及各类组织为健康需求所采取的

行动[1]。 从这个理念出发，体育也应该发展成“大体育”，“大体

育”的发展，将促使高校体育进一步发展。医学院校的体育，与

普通高校相比，具有医学资源丰富的优势，充分将医学和体育

结合，甚至融合，可充分发挥医学院校的资源优势，也是“大健

康”的时代需求。因此，“医体结合”，应该是符合医学院校特点

和时代需求的体育相关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石和指南。 本文

分析地方医学院校体育教学和师资的实际情况， 在 “医体结

合”背景下，探讨了体育教改及相关专业建设策略。
一、医学院校体育教学和师资分析

笔者从所在学校实际出发， 主要分析了广西和贵州地区

医学院校的教学、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情况。广西和贵州处于

西部欠发达地区，医学院校体育和其他专业相比，教学、专业

建设和师资显得更落后。 广西医科大学的体育教研部设置有

运动康复专业，该专业从 2016 年开始招本科生，有 6 名专任

教师， 该教学部设有四个教研室， 硕士学历人员占专任教师

48%；桂林医学院体育部未设置本专科专业，也未设置下属教

研室，专职教师以本科学历为主，无一人有博士学位或学历。
广西中医药大学体育部也未设置专业，但有下属教研室；右江

民族医学院体育部下设公共体育教研室、专业体育教研室等，
设置了体育保健专业； 贵阳中医学院体育部下设运动康复教

研室、基础体育教研室、传统体育教研室，设置了运动康复专

业；遵义医学院设置了体育学院，先后开设了社会体育指导和

运动康复专业。
总体上看，这些体育部规模小，有的没有专业，有专业的

规 模 也 较 小，教 师 学 历 较 低（以 硕 士 和 本 科 为 主 ，博 士 寥 寥

无几），从专业结构看，这些教师大多毕业于体育院校或师范

大学体育学院，医学背景浅，专业建设和教师队伍有较大提升

空间。
二、医学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策略

体育和医学结合，甚至融合，不仅能提升医学院校体育教

学事业的发展， 也将促进医学院校总体的学科专业以及教学

质量的发展[2]。 “医体结合”，是医学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主要

指导思想，也是大健康时代的要求。
在“医体结合”背景下，医学院体育教学应当更多地融入

医学元素。首先，可引入运动处方教学，一方面，可利用运动处

方，提高个别学生的身体素质，或提高体育竞技水平；另一方

面，通过选修课的方式，让一部分学生可以开“运动处方”，从

而提高从业竞争力。 其次，在“大健康”背景下，将医学和体育

充分结合，开设运动医学、体育治疗学、体育保健和运动康复

等教学内容或课程。这些课程或教学内容的开设或举办，符合

“大健康”事业发展的需要，其不仅丰富了医学类专业的内容，
还使得体育教学变得“高大上”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些教学内

容将促进医学和体育的融合，催生新的学科和专业生长点，促

进医学院校学科专业发展，提高学校教学科研水平。 最后，将

体育和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相结合，发挥医学院校的临床资

源，必要时，可安排学生来医院见习，在实际中体验体育在临

床治疗中的作用。
三、医学院校体育师资和相关专业建设

“医体结合”是体育和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也 是 “大 健

康”背景下，社会对复合型医学人才的要求。 随着运动医学、
体育治疗 学、 体 育 保 健 和 运 动 康 复 等 教 学 内 容 或 课 程 的 开

设，对师资专业水平的要求也逐渐提高。 考虑到体育部现有

的教师大多没有医 学 背 景，缺 乏 专 业 医 学 知 识，可 以 从 学 院

医学类专 业 的 教 师 或 附 属 医 学 院 的 医 生 中， 抽 调 部 分 对 体

育有兴趣，热爱体 育 教 学 的 人 员，由 这 些 人 员 进 行 以 上 课 程

的教学。 另外也可安排体育部专职教师参加相关专业培训，
然后进行教学。

与双一流高校相比，地方医学院校，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

区医学院校，水平较低，更需要办出特色。在“大健康”和“医体

结合”背景下，充分发挥医学教学资源和西部地区地域特点，
通过开设医体结合的专业与学科，例如运动保健（康复）专业，
充分结合民族体育和相关卫生保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能

是体现地方医学院校特色的重要途径。这些专业的设置，需要

引进和培养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或特殊人才， 发展壮大这方

面的教学科研，逐步形成影响力，最终体现出教学特色，并从

整体上提高办学水平。
四、结语

地方医学院校，应 该 充 分 抓 住“大 健 康”的 机 遇，医 体 结

合，甚至医体融合，开展体育教改，进一步建设和发展体育师

资和相关专业，有助于体现办学特色，并提高学校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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