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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程是健康管理专业的核心实践性课程，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与创新实践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化与全球健康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课程教学面临教学内容滞

后、方法单一、评价片面等挑战。本文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主动构建知识)和混合式学习框架，

系统分析教学现状，提出“理论–实践–评价”三位一体的改革路径。具体包括：(1) 以行业需求为导

向重构模块化教学内容，融入数字健康工具与个性化干预设计；(2) 构建“线上资源 + 情景模拟 + 校
企协同”的混合教学模式；(3) 建立“过程性考核 + 多元能力评估”的动态评价体系。研究结合国际健

康管理教育经验(如美国NCHEC能力标准、欧盟EHMC框架)，为我国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程的改革提

供理论支撑与操作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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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lth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Skills course is a core practical course in health management, 
aiming to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nnovative prac-
tical abiliti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the global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the health industry, the course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outdated content,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one-sided assessments.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emphasis on learners’ ac-
tiv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and blended learning framework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
lyzes current teaching issues and proposes a tripartite reform pathway integrating “theory-prac-
tice-assessment”.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1) reconstructing modular teaching content aligned 
with industry demands, incorporating digital health tools and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design; (2) 
establishing a blended teaching model combining “online resources + scenario simulation + indus-
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3) developing a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featuring “process-ori-
ented assessment + multi-dimensional competency evaluation”. By referenc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education experiences (e.g., NCHEC standards in the U.S., EHMC framework in the EU),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forming health services and manage-
ment skills cour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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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健康中国战略，需健全国民健康政策体系，为民众提供覆盖全生命周

期的综合性健康服务。”作为新兴领域，健康产业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增长点及战略性支

柱产业，而健康管理正逐步成为民众维护和提升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提升全民健康素质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目标之一，为此，高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的重大使命[1]。 
2018 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并未对新开设“健康服务与管

理”专业的教育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资源、质量要求等各方面提出具体的质量标准，各高校

在制定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时都是基于自身定位进行设置，对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程的教育资源、课

程设置等方面差别很大[2]。同时，一方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需加强健康人才培

养，推动健康服务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3]。另一方面，全球健康产业正经

历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刻重塑健康管理实践[4]。在此背景下，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教育亟需应对两大变革趋势：(1) 政策驱动下健康服务需求的多样化；(2) 技术变革对健康管理能力的新

要求。然而，当前课程体系存在显著脱节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对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缺乏细化指导[3]，导致各高校课程设置碎片化；第二，与国际相

比，我国健康管理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跨学科整合等方面落后于欧美国家。例如，美国国家健康教育

认证委员会(NCHEC)提出的七大核心能力标准，强调数据分析、社区健康干预等实操技能[4]；欧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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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框架(EHMC)则注重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循证决策能力[5]。对比国内，多数课程仍局限于传统理论

讲授，学生难以适应行业快速迭代的需求[6]。为此，有必要就当前高校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的

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三个角度入手，探索新形势下健康服务

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教学路径的改革措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健

康服务与管理人才，为今后高校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程的教学工作、专业培养方案的优化设置及应用

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教学现状与分析 

2.1. 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学生对课程内容需求有所改变 

随着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健康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期望已从传统的理论知识

转向更具实践性和前沿性的技能培养。一方面，现有课程内容多以基础理论为主，缺乏对新兴健康管理

技术、个性化干预方案及数字化健康工具的系统介绍。这种脱节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实

习和工作场景，学习积极性和对专业的认同感受到一定影响[7]。另一方面，课程内容不够多样化，其模

式缺乏创新实践[8]。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需要培养医学类与管理类交叉融合的人才，除基本的医学，管

理学课程外，需要通过健康管理以及健康评估等课程的开展，逐步培养学生的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目

前的大部分健康服务与管理课程体系缺乏拓展与实践，健康服务与管理相关课程缺乏系统性，数据分析

思维素养培育缺失，不同课程转换对于学生专业学习深度有所影响。此外，当前课程内容以慢性病管理、

健康评估等传统模块为主，缺乏对数字健康工具(如 AI 风险评估系统、移动健康 APP 开发)的前沿覆盖

[9]，导致学生知识迁移能力不足。 

2.2. 教学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性 

当前，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的教学方式仍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也无法充分满足实践性课程的培养需求。尽管

部分课程尝试引入案例分析，但互动性不足，学生参与度较低，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有效结合[10]。
此外，现代教育技术如虚拟仿真、在线互动平台等在教学中的应用仍显不足，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

升及课堂的互动性[11]。国外相关高校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已通过虚拟仿真患者模拟平台训练学生的护理

能力[12]，而国内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 

2.3. 评价体系不够科学全面，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而当前的课程评价体系存在不

够科学全面的问题，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对理论技能知识学习的真实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13]。现有的考

核方式多以理论考试为主，侧重于知识点的记忆，而忽视了学生在实际操作、问题解决和创新能力方

面的评估[14]。这种单一的评价模式无法准确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健康管理实践中所需的沟通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应变能力及健康服务技能水平。此外，评价过程中缺乏过程性考核和反馈机制，

学生难以通过考核结果发现自身不足并加以改进。因此，需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将理论考核与实

践操作、情景案例分析等相结合，并引入过程性评价和同行互评机制，以更科学、全面地评估学生的综

合能力。 

3. 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针对当前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改革建议：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62


班悦 等 
 

 

DOI: 10.12677/ae.2025.153462 724 教育进展 
 

3.1. 优化教学内容，强化实践导向 

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的教学改革应以优化教学内容、强化实践导向为核心路径。首先，课

程内容应紧跟健康产业发展趋势，融入数字化健康管理、个性化干预方案设计等前沿主题，确保教学内

容与实际行业需求紧密衔接。其次，应加强实践教学比重，设计模块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将慢性病风险

评估、健康干预技术等核心技能融入真实案例和模拟场景中，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此外，可引入

行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将最新的健康管理实践经验和典型案例融入教学，增强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同时，应注重跨学科知识的整合，结合医学、管理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优势，构建综合性的教学内容

体系。最后，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定期对教学内容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课程内容始终与行业发展同步

[6]。通过以上措施，实现基础理论+数字技能+创新实践的深度融合，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健康管

理人才。 

3.2. 创新教学方式，增强互动与实践 

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的教学改革应以创新教学方式、增强互动与实践为重要路径。当下，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15]，可用超星平台开发微课(如“高血压数字化干预技术”)，课前要求学

生完成自学，课后线上提交作业并与老师互动留言提出建议。该方式打破传统单一的讲授模式，教师也

可利用慕课、微课等数字化资源，为学生提供灵活的学习方式。其次，可引入情景模拟教学法，通过设

计真实的健康管理场景，如常见慢性病干预、健康风险评估(高血压、糖尿病)等，让学生在模拟实践中掌

握核心技能。再者，推广案例教学和项目驱动教学，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健康管理项目设计，培养

其团队协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可借助虚拟仿真技术，构建虚拟健康管理环境，让学生在沉

浸式体验中提升实践能力。教师还可通过校企合作，开展实地教学和实习实训，使学生深入行业一线，

了解健康管理的最新动态和实际需求。最后，建立多元化的师生互动机制，如课堂讨论、在线答疑和翻

转课堂等，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感。 

3.3. 改革考核方式，注重综合能力评估 

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程应以改革考核方式、注重综合能力评估为关键教学考核路径。首先，打

破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单一考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将理论考核与实践操作、课堂知识情景

案例分析与实操、干预方案设计等相结合，全面评估学生的知识掌握和实践能力。其次，引入过程性

考核机制，利用互联网如学习通等教学平台，关注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课堂参与度、课后作业完成度

以及小组团队协作能力，通过阶段性作业、课堂表现和小组项目等多种形式进行综合评价。此外，还

可增加实践技能考核比重，设计模拟健康管理场景，考核学生在慢性病干预、健康风险评估等实际操

作中的表现。同时，探索同行互评和学生自评机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在此基

础上可增加学生创新能力考核，鼓励学生提出新颖的健康管理方案，并将其纳入考核范围。最后，建

立动态反馈机制，及时向学生反馈考核结果和改进建议，帮助其明确不足并持续提升，调动学生课程

学习的积极性。 

4. 结论 

健康服务与管理干预技能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

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措施，予以提升课程的

教学质量，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熟练管理技能的健康管理人才。未来，需进一步探索课程动态调

整机制与教师能力提升计划，以持续适应健康产业的变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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