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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体医融合”视角为切入点，对高等医学院校开设运动处方课程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分析开设课程的必要性及重难
点，旨在促进体医高度融合和医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实现健康中国进程加速。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认为运动处方课程
设置为选修课程最为合适，在学习内容上学生更热衷于通过运动干预治疗疾病方面知识。学习运动处方课程可以提高自身的
综合能力，为自身专业发展提供基础，拓宽知识面、增加学科间的交叉更有利于医学生自身综合能力提高。 
关键词：“体医融合”；医学院校；运动处方；课程开设 
 

                                                             
*基金项目：嘉应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类 2018年度课题，项目编号：2018sky03；广东省体育运动与健康协会资助研究课题，
项目编号：GAPAH18ZD03。 
作者简介：卢延文（1990—），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 

“体医融合”就是通过运动手段促进身体健康，在“医
疗”的概念中加入了体育元素。以治疗为目的的运动处方最
早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其所占比重逐渐减少；以预防为
目的的运动处方建立在“治未病”思想萌芽的基础上

[1]
。在

建设“健康中国”的道路上体育不应该缺席，“体医融合”
势在必行。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健康
中国理念，通过体育与医学的深度融合，将健康风险治理充
分前置，不断促进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对实现健康中国
2030 年建设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运动处方课程的指导思
想是以满足公众的健康需要为根本，体育提供手段和方法、
医学提供思路和路径，二者融合促使体育活动更具科学性、
医学手段更具实用性。运动处方课程的开设是体育学科与医
学学科的有效结合，医学专业大学生是未来卫生医疗的主力
军，新的体医融合实践模式能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为共同
促进全民健康做出实际贡献。本研究在“体医融合”背景下
通过对医学院校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调查来论证课程设立
的可行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旨在为高等医学院校开设运动
处方课程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本院 2017级和 2018级护理、药学、临床、检
验四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共计 280名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图书馆和中国知网、万方网等，查阅与“体医融合”、
运动处方、课程开设等相关的文献。 
1.2.2问卷调查法 

共发放问卷 280份，回收有效问卷 263份，其中临床专
业为 66份、护理专业 60份、药学专业 69份、检验专业 68
份。问卷信度检验：采用“再测法”进行检验，对学生当场
发放和回收，两周后对实验对象第二次发放进行前后两次对
比，结果显示问卷信度分别达到 0.83，因此，问卷信度符
合调查要求。问卷效度检验：采取内容效度判断。专家组共
有 6人对问卷给予评定，认为非常有效的有 4 人占 80%，有
效的 2 人占 20%，其中有 2位专家对调查问卷提出了改进
意见，在问卷发出前做了改进。问卷内容效度较为理想实验
可以正常进行。 
1.2.3数理统计与分析 

采用 Excel、SPSS17.0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对运动处方认识程度、获取知识来源的对比分析 

从表 1可以看出，医学四大专业中对运动处方了解程度
方面，了解的占比为 74%，不了解的占比 26%，反应了大部

分学生对运动处方有一定认识，其中四大专业中临床专业不
了解的占比高，药学专业的了解占比高。学习途径方面来自
体育教师的占比达 45%，来自同学了解运动处方的整体占比
最少为 3%，来自医学专业教师和网络各占 15%、27%处于中
间，来自书本的获取方式占比也少为 7%。原因在于各专业
的学习的知识体系不同，不同专业处方、运动处方讲解的程
度不同，药学占比高有可能是药学专业学习药方等相关知识
较多，与运动处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学习运动处方来源
方面，体育教师占比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当前“体医融合”发
展快速有关，尤其在医学院校的体育教师对运动处方知识的
学习较为积极，身处医学院校能跨学科把医学和体育结合发
挥出来则是有很大作为，因此，医学院校的体育教师对运动
处方知识接触快，学的快，在体育课上对医学专业学生原来
教授的体育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会主动渗透一定的运动处方
知识，为医学专业扩展学习视野和增加自身综合素质有一定
帮助。 
表 1 医学生对运动处方了解程度及相关知识来源 (N=263) 

专业 

所学对运动处方

了解程度 
学习运动处方的途径方式 

了解 不了解 
专业

教师 

体育

教师 

同

学 

网

络 

书

本 

其

他 

临床

(66) 
28 38 20 34 4 10 9 3 

护理

(60) 
14 46 6 24 0 14 2 14 

药学

(69) 
11 58 9 30 0 16 3 11 

检本

(68) 
16 52 2 34 4 20 4 4 

合计

(263) 
69 194 39 119 8 72 21 28 

占比% 26 74 15 45 3 27% 7 11 

2.2对运动处方感兴趣程度和开设运动处方课的意愿对比
分析 
医学生对运动处方的兴趣程度方面见表 2，可清楚的看

出四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兴趣程度较高，其中非常有兴趣的学
生占比 19%，而临床专业的学生非常有兴趣占比相对其他三
个专业较高为 20%。有兴趣的占比为 46%，一般的占比 27%，
没兴趣的占比为 8%。超过 60%的学生对运动处方是感兴趣，
其中临床专业学生显得兴趣较高。原因可能在于临床学生毕
业后会到一线临床工作，对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要求
较高，临床专业学生也表现出对运动处方非常感兴趣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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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学生在对运动处方没兴趣方面占比为 12最高，原
因在于护理专业的女生较多，喜欢运动的相对男生较少，另
一方面是护理专业的特殊性，主要是面对患者服务，对自身
护理技术操作方面要求较高，则对运动处方兴趣程度方面不
高的主要原因。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必要性调查中，必要维
度占比最高为 40%，其次是很必要为 25%、非常必要为 20%，
三者合计为 85%，而没必要占比仅为 1%，说明医学专业学生
整体认为开设运动处方课程是支持的，对此持积极态度。其
中四个专业学生中临床专业学生在非常必要的选项为最高
为 22 人，原因可能依然是临床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一线临
床的工作性质要求着他们需要掌握更多的综合知识和前沿
的知识。 
表 2医学生对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兴趣和态度(N=263) 

专业 

所学对运动处方兴趣程度 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必要性 

非常有

兴趣 

有兴

趣 

一

般 

没

兴

趣 

非常

必要 

很必

要 

必

要 

一

般 

没必

要 

临床

(66) 
20 31 12 3 22 15 27 2 0 

护理

(60) 
10 18 20 12 4 10 25 20 1 

药学

(69) 
11 34 24 0 12 23 28 4 2 

检本

(68) 
9 39 14 6 14 18 24 12 0 

合计

(263) 
50 122 70 21 52 66 104 38 3 

占比% 19 46 27 8 20 25 40 14 1 

2.3对运动处方开课形式、频率的对比分析 
运动处方课开设的频率上如表 3显示，设计了三个维度

每周为一节、两节、两节以上，每周安排一节的人数占比最
高为 64%，其次是每周两节为 25%，两节以上为 11%，说明
了医学专业大部分学生对运动处方课程每周安排频率方面
表现为每周一节最为合适。原因可能在于专业课程多，学业
压力大，学习时间有限等原因。在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形式
上，医学专业学生大部分认为设置为选修最为合适占比为
56%，其次是认为设置为必修课的 14%、公开课的为 12%。调
查显示，医学专业学生在运动处方课程性质设置形式上认为
选修有助于减轻专业课程之外学业负担，尤其临床专业学生
为五年制，在校期间学习课程多、压力大，且在毕业前见习、
实习等环节较为重要，大部分学生认为以选修课程性质设置
较为合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运动处方相关知识，且
不增加学业压力。 
表 3  对开设运动处方的形式、频率的统计(N=263) 

专业 

每周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频率 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形式 

一节 两节 两节以上 
必

修 

选

修 

公开

课 

讲

座 

临床(66) 46 18 2 6 40 8 12 

护理(60) 36 8 16 4 36 6 14 

药学(69) 46 19 4 12 35 10 12 

检本(68) 40 22 6 16 36 8 8 

合计

(263) 
168 67 28 38 147 32 46 

占比% 64 25 11 14 56 12 18 

2.4对运动处方课程内容的偏爱及参加课程的意愿度分析 
医学专业学生在运动处方课程内容方面相对较为平均，

问卷的设置主要有三个维度，预防运动损伤发生、运动干预
治疗疾病、培养终生锻炼意识为主三方面，调查中运动干预
治疗疾病为 42%为最高，说明从医学生角度认为运动干预治
疗疾病是可行的，且必要的，可持续的。其次是预防运动损
伤发生占比为 33%，反映出医学生在运动处方课程学习中对
预防运动损伤发生较为关注，在自身锻炼和患者锻炼都可以
做到预防运动损伤的发生，降低伤病的发生率，提高锻炼的

效果和持续性。培养终生锻炼意识方面占比为 25%，也反映
了医学专业大学生对培养自身和患者在终生体育锻炼意识
上较为看重，深层次反映出坚持锻炼能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能提高身体素质，提升心肺功能和机体免疫力等。在开设运
动处方课程后，会参加报选课程的占比为 78%，说明大部分
人是会参加运动处方课程的学习，增加学习知识的机会，拓
展自身视野，提高综合素质能力。不会报选占比低为 22%，
说明了只有少部分学生因为学业、生活、专业等原因不会报
选运动处方课程。 
表 4 建议运动处方课程突出内容和参加意愿调查(N=263) 

专业 

运动处方内容 参加课程意愿 

预防运动

损伤发生 

运动干预

治疗疾病 

培养终生锻

炼意识为主 

会参

加 

不参

加 

临床

(66) 
24 29 13 58 8 

护理

(60) 
18 24 18 36 24 

药学

(69) 
28 24 17 60 9 

检本

(68) 
16 34 18 52 16 

合计

(263) 
86 111 66 206 57 

占比% 33 42 25 78 22 

2.5对运动处方课程评价方式和自信心的分析 
表 5 是医学专业学生对运动处方课程的评价方式的调

查结果，其分为三个维度整体占比较高的以开运动处方形式
评价为 67%，其次是学习过程和考查相结合为 19%，考试评
价为 15%，反映了医学专业学生在运动处方课程学习目的较
为明确，通过学习自身达到开设运动处方的能力，以开运动
处方形式的评价方式更能准确评价出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
的水平，更贴合实践能力。其中临床专业学生占比人数为
49 人，说明临床专业学生认为自己能开设运动处方在未来
工作中提供实际帮助，提高对患者开设运动处方方面的能力。
医学专业学生在学习和掌握运动处方课程知识、操作技能胜
任程度上表现较为突出，整体能胜任的学生占比高达 71%，
说明医学专业学生在学习相关运动处方课程知识和操作技
能方面较为自信，原因在于自身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对人体
解剖、生理、生化等相关专业知识学习较多，理解运动处方
相关知识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医学生的专业技能课程较多，
对于在技能学习方面有着一定正向迁移作用，可以促使医学
生较好的掌握相关技能。 

表 5 对运动处方课程评价方式、知识和技能的胜任程
度(N=263) 

专业 

运动处方课程评价方式 
对运动处方课程知识、技

能胜任程度 

考

试 

学习过程和

考查相结合 

以开运动处

方形式评价 

能胜

任 

不能胜

任 

不知

道 

临床

(66) 
9 8 49 50 6 10 

护理

(60) 
6 18 36 36 2 22 

药学

(69) 
12 11 46 54 6 9 

检本

(68) 
12 12 44 46 8 14 

合计

(263) 
39 49 175 186 22 55 

占比 15% 19% 67% 71% 8% 21% 

2.6对运动处方课程开设与自我发展的分析 
医学院校开设运动处方课程对学生自身发展着重体现

在提高综合能力占比达到 62%，说明大多数医学专业学生认
为学习运动处方课程可以增加知识面宽度，跨学科学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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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相关知识能显著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其中检验专业学
生 54人认为能提高综合能力，相比较其他三个专业学生人
数较多。其次有 36%的医学生认为学习运动处方课程能补充
专业知识和能力，临床专业学生高达 30人都认为可以补充
自身专业知识能力，原因在于临床专业的特殊性，未来需要
在一线运用自身专业知识指导患者进行治疗与运动干预。身
体健康与体育锻炼方面，64%的医学生认为身体健康与经常
坚持科学的体育锻炼非常有联系，对提高自身免疫力和体质
有一定帮助。有联系占比为 34%，认为没联系的仅为 2%，说
明高达 98%医学生认为经常科学合理的锻炼身体与机体健
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体育锻炼能使机体的心肺功能、免
疫力提高，加快新陈代谢保护良好的精神状态。有研究表明
个体化运动处方在慢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脏康复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 

表 6 运动处方对自身专业发展做为补充或扩展、身体健康
与体育锻炼是否有联系(N=263) 

专业 

运动处方是否对自身专业发展做

为补充或扩展 

身体健康与体育锻炼有联

系 

补充专业知

识和能力 

提高综

合能力 

无补充和

扩展作用 

非常有

联系 

非常有

联系 

没联

系 

临床

(66) 
30 36 0 46 19 1 

护理

(60) 
25 33 2 39 19 2 

药学

(69) 
27 39 3 41 25 3 

检本

(68) 
12 54 2 42 26 0 

合计

(263) 
94 162 7 168 89 6 

占比 36% 62% 3% 64% 34% 2% 

2.7 对运动处方课程学习持有的目的及体医融合发展潜力
的分析 
表 7 对运动处方学习达到目的及体医融合未来发展潜力统

计(N=263) 

专业 

运动处方课程学习达到目的 
体医融合 

是否有潜力 

对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有帮助 

为将来就业

增加砝码 

取得

学分 

其

它 
有 没 

临床

(66) 
50 10 4 2 64 2 

护理

(60) 
28 14 19 2 55 5 

药学

(69) 
34 20 9 6 65 4 

检本

(68) 
32 22 13 1 65 3 

合计

(263) 
144 66 45 11 249 14 

占比 % 55 25 17 4 95 5 

医学专业学生学习运动处方课程达到的目的为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起到帮助作用占比为 55%，为将来就业增加砝码
的占比为 25%，取得学分为目的的占比 17%，其它目的的为
4%。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医学生学习运动处方课程的目的是
帮助自身在学习和工作取得一定进步，为自身的专业发展提
供基础，拓宽知识面、增加学科间的交叉，更有利于医学生
自身综合能力提高。其中临床专业学生认为对今后学习和工
作有帮助的人数为最多为 50人，原因在于临床专业学生面
对未来一线接触患者、指导患者、治疗患者具有一定的压力，
在学习自身专业知识以外，增加相关的运动处方知识，丰富

知识体系能更好的指导、治疗患者。“体医融合”在未来发
展是否具有潜力调查中高达 95%的医学生认为有潜力，认为
没潜力的学生占比仅为 5%,反映医学专业学生对“体医融合”
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这也是健康与运动有着高度相关的原
因。目前在肥胖、慢性疾病表明病的治疗中，通过运动对疾
病的干预效果显示，也是取代药物作为唯一手段的方式。体
育学科提供手段和方法，医学学科提供思路和路径，用医学
的思维方法和知识体系将常见的体育运动方法进行归纳和
总结，使之处方化，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科学性。
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大学生是未来中国卫生医疗的主力军，在
“体医融合”背景下医学院校开设运动处方课程能显著推进
“体医融合”的深度，更能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将来奔赴医疗一线打下坚实的基础。 
3结论 
3.1 医学专业学生对运动处方比较了解，其中药学专业的学
生了解人数较多，临床专业学生不了解的人数较多。在学习
运动处方途径方面，来自体育教师占比最高。 
3.2 医学专业的学生对运动处方课程的兴趣程度较高，其中
临床专业的学生非常有兴趣占比相对其他三个专业高。医学
专业学生认为开设运动处方课程必要性很高，其中临床专业
学生认为非常必要开设运动处方课程的学生最多。 
3.3 运动处方课程每周开设次数上大部分学生认为每周设
置一节最为合适。在开设运动处方课程形式上，较多学生认
为课程设置为选修课程最为合适，以选修形式开设有助于减
轻专业课程之外的学业负担。 
3.4 设置运动处方课程内容方面相对较为平均，预防运动损
伤发生、运动干预治疗疾病和培养终生锻炼意识为主，学生
偏向通过运动干预治疗疾病内容相比其他两方面内容高一
些。运动处方开课后，大部分学生表示会参加运动处方课程
的学习。 
3.5 运动处方课程评价方式中大部分医学生认为开运动处
方形式评价较好，其中临床专业学生持运功处方形式评价的
人数较高。医学专业学生在学习和掌握运动处方课程知识、
操作技能胜任程度上表现较为突出，认为能胜任的人数占比
较高。 
3.6 医学院校开设运动处方课程大部分学生认为可以提高
自身的综合能力，相对其他三个专业中较多的检验专业学生
认为能提升综合能力。身体健康与体育锻炼方面，大部分医
学生认为身体健康与经常坚持科学的体育锻炼非常有联系，
对提高自身免疫力和体质有一定帮助。 
3.7 大部分医学专业学生认为学习运动处方课程可以为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起到帮助作用，为自身的专业发展提供基础，
拓宽知识面、增加学科间的交叉，更有利于医学生自身综合
能力提高，其中临床专业学生认为对今后学习和工作有帮助
的人数为最多。大部分医学生认为“体医融合”在未来发展
中具有潜力，对“体医融合”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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