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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k • � �l经过近 ts年的努力 o组织

全世界 yx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开发了应用于描述和说

明功能 !残疾和健康状态的分类系统5国际功能 !残疾

和健康分类6k�±·̈µ±¤·¬²±¤̄ ≤ ¤̄¶¶¬©¬¦¤·¬²± ²© ƒ∏±¦·¬²±2

¬±ªo⁄¬¶¤¥¬̄¬·¼ ¤±§ � ¤̈̄·«o�≤ƒl o并由 • � �第 xw届世

界卫生大会正式通过 o开始在全球实施 ∀�≤ƒ 作为重

要的有关健康与残疾的理论与方法系统 o必将对康复

医学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 ∀�≤ƒ 作为一种教育工具 o

也可以用于康复课程的设计以及康复教育评估等诸多

康复教育领域 o本研究将探讨 �≤ƒ 在当代康复医学教

育中应用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

1 ΙΧΦ有关功能 !残疾和健康的观念对现代康复医疗 !

康复医学以及康复医学教育的影响

1 .1 �≤ƒ应用的意义与领域  康复医学教育要面临社

会对康复医疗事业发展的要求 o要求考虑未来康复工

作者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 o这是当今康复医学教育改

革的重点 ∀社会的年龄化化 !慢性疾病变成医疗的主

要对象 o残疾状态的认识与处理等是现代康复医疗工

作者所必须面临的问题的 ∀

�≤ƒ为综合分析身体 !心理 !社会和环境因素提供

了一个有效的系统性工具 o它可以应用于保健 !保险 !

社会保障 !就业 !人权 !科学研究 !制定计划和政策 !教

育和训练以及经济和人类发展等各个领域 ∀具体体现

为 }≠它提供了研究健康状态结果的一种框架 o这种框

架是依据科学知识和各个领域专家的经验而建立的 ~

�它确定了说明健康状态的术语 o这套术语有助于改

进卫生保健工作者 !其他领域的人员和残疾人之间的

交流 ∀它是一种可在不同领域内共同使用的术语系

统 ~≈它为认识残疾性对个体生活及参与社会的影响

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一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o因为不

仅要对疾病做出诊断 o还要对其影响做出分析 ~…它对

健康状态的结果进行定义 o有利于提供更好的保健 o并

为残疾人参与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o这是提高残疾人

生活质量并促进其自立的关键 ~ 它可以对不同国家 !

作者单位 }tssszz 北京市 o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 ∀作

者简介 }邱卓英kt|yu2l o男 o湖北武汉市人 o博士 o研究员 o• � � �≤ƒ 项

目专家及中文版项目协调人 o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康复信息理论与技术 !

康复心理学 !国际残疾分类 ∀

不同卫生服务领域的数据进行比较 o这是国际上早就

期望实现的愿望 ~¡它为卫生信息系统提供一种系统

化的编码方案 o而长期以来 o国际上一直缺乏一种有关

流行病或其他数据的统一编码系统 ~¢它促进对健康

状态结果的研究 }该系统可以建立更有效的数据收集

方法 o以收集促进或阻碍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数据 ∀

具体而言 o�≤ƒ 可以应用于 }≠ 统计工具 }用于数据采

集和编码k人口研究 o残疾人管理系统等l ~� 研究工

具 }测量健康状态的结果 o生活质量或环境因素 ~≈ 临

床工具 }用于评定 o如职业评定 !康复效果评定 ~…制定

社会政策工具 }用于制定社会 !保障计划 !保险赔偿系

统及制定与实施政策 ~ 教育工具 }用于教学需求评

估 !课程设计等方面≈t  ∀

1 .2 �≤ƒ的理论模式  �≤ƒ建立在一种残疾性的社会

模式基础上 o它从残疾人融入社会的角度出发 o将残疾

性作为一种社会性问题 o残疾性不再仅仅是个人的特

性 o而且也是由社会环境形成的一种复合状态 ∀因此 o

对残疾问题的管理要求有社会行动 o强调社会集体行

动 o要求改造环境以使残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 ∀因此 o这种问题是一种态度或意识形态的问

题 o要求社会发生变化 ∀从政治层次而言 o这是一个人

权问题 ∀

该理论模式的建立是建立在有关残疾与康复研究

成果基础上的 o并且融合了有关社会 !心理以及环境因

素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o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有关康复的

内容 o明确界定了不同概念间的逻辑联系 o为康复医学

教育系统概念的重新建构与完善提供了新的概念平台

与方法论基础 ∀

2 以 ΙΧΦ理论建构当代康复医学教学体系

�≤ƒ的理论与方法从功能 !残疾和健康的角度 o从

身体结构与功能 !活动和参与以及环境因素三个方面

对与功能和残疾有关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o这个

全新的分类体系以及相关的分类评定工具均是建构当

代康复医学教学体系的重要工具 ∀

2 .1 运用 �≤ƒ 理论与方法重新确定当代康复医学教

学的主要内容  �≤ƒ 将与功能 !残疾和健康的有关因

素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o这些内容正是康复医学教育所

要考虑的内容 o其中有关身体结构与功能的内容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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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医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o然而 o有关个体的活动功能 !

个体的社会参与性以及影响个体活动和社会参与的环

境因素的性质与规律也是康复专业人员所必须了解的

重要内容 o也是康复医学教育中应该强化的重要内容 ∀

这些有关个体活动和参与以及环境因素≈u2w 的教学与

传授可以让学生掌握全面的康复知识以及有关残疾有

知识 o从而发展应对有关残疾问题的技能 ∀

从康复医学的教学内容上讲 o有关个体活动和参

与以及环境因素的教学内容的选择确定要与现代生物

2心理2社会医学模式相匹配 o同时也要强调的是这些内

容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有关的 °× !�× 和 ≥× 等学科内

容外 o同时要求掌握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康复工程 !环

境设计 !教育 !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 ∀

2 .2 运用 �≤ƒ 理论建构康复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体

系  康复医学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 o改变传统以学科

为中心的做法 o根据教学内容间的有机联系 !新的康复

医学需求进行重新整合 ∀这种教学将有利于学生的理

解与掌握 o并努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独立思考 !独立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根据 �≤ƒ对功能 !残疾和健康有关因素的分类 o康

复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设计可以按基础和专业课程两

个层次进行 ∀

基础医学教育课程是培养学生科学的逻辑思维 o

对自然科学质和量的记述等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 o也

是医学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o主要包括数学 !物

理 !化学 !生物学和行为科学等 ∀

康复医学课程主要应该包括有关与功能 !残疾和

健康有关的内容 ∀除了医学基础以及临床实习等内容

外 o还应该针对残疾与康复问题的要求 o增加有关功能

评估与诊断等内容 o加入有关社会 !环境与健康 !日常

生活活动功能 !保健 !医疗 !福利等内容 ∀

2 .3 有关 �≤ƒ 的理论与方法内容的教学形式  由于

现代康复医学内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 o需要建立新的

教学方式 o可以使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些新

的知识与技能 o并建立较好的态度 ∀以下三种教学方

式可以运用于康复医学的教学 ∀

2 .3 .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k¶·∏§̈ ±·2¦̈±·̈µ̈§ §̈∏¦¤2

·¬²±l  该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o

让学生本身了解他们的需求 o如何去学习 o如何完成自

己学习的目标 ∀与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k·̈¤¦«̈µ2¦̈±2

·̈µ̈§l的教学方式相比 o学生可以积极参与讨论与沟

通 o老师亦能了解学生所需而给予适当的辅导 o进而完

成学习的过程 ∀

2 .3 .2 以病人为中心的教学k³¤·¬̈±·2¦̈±·̈µ̈§ §̈∏¦¤2

·¬²±l  康复医务人员常常在处理病人后发现并了解病

人的问题后 o根据以往的经验 o考虑处理方法 ∀但以病

人为中心的教育可以让学习者学习掌握更多的实际医

疗技能 o从病人身上 o了解问题所在 o进而学习如何处

理病人 ∀

2 .3 .3 整合性的教学方式k¬±·̈ªµ¤·¬²±¬± §̈∏¦¤·¬²±l  

传统医学教育中诸多环节联系不好 o医学生在学习过

程产生断层现象 ∀而康复教学与基础医学和其它临床

医学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o整合性教学方式就是要能

够使其基础医学教育和康复医学教育工作融入康复临

床的工作 o让医学生对疾病 !功能状态和残疾等能有更

深入一层的了解 ∀例如将康复心理学 !康复工程 !环境

设计等内容与其它内容整合在一起进行教学 ∀

3 运用 ΙΧΦ开展康复医学教育评估

3 .1 运用 �≤ƒ 建构康复医学教学评估模式  康复医

学教学评估要根据康复目标确定 ∀教学目标可以分为

两个层次 }其一是行为目标 o即希望学生养成而且可以

观察或测量到的行为 ∀其二是单元目标 o而所有的单

元目标即整合成学科目标 ∀但在注重学科目标的同时

要整合不同的目标内容 o形成整个教学目标体系 ∀

康复学习领域按内容来分 o教学目标包括认知 !技

能及情感三个层面 o因此在评量学习结果时 o应包括这

三方面的目标 ∀根据教学评估实施的时间 o可以将评

估分为形成性评估及学习结束后的总结性评估 ∀评估

的型式则包括了纸笔测验 !口头报告 !成果展示以及学

习案卷的评量等 ∀运用 �≤ƒ 对康复教学进行评估 o可

以系统地对康复学习内容进行分类 o并在此基础上对

不同类别下的知识掌握与技能的熟练程度进行评估分

析 o从而得出系统全面的教学评估结果 ∀

3 .2 将 �≤ƒ 作为康复医学教育评估的方法与工具  

�≤ƒ作为教育工具 o它参考了5国际教育分类6的有关

内容 o可以作为评估有关残疾的教育的工具 o也可以用

于评估有关残疾与康复教学效果 ∀使用 �≤ƒ可以对评

估内容进行系统的分类 o从而开发针对康复医学教育

的评估工具和评估测量方法 o用于教学目标的评估 !学

习者学习知识与技能掌握水平的评估以及学习者学习

态度的形成评估等多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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