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信作者,E-mail:22222709@qq.com。

教学·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9455.2020.16.053

高职院校健康管理专业设置背景及职业前景研究

张欢欢,罗 瑞△,彭小珊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健康医学院,重庆
 

400700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人民的健康意识得到逐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得

到大幅度提升,但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城市亚健康人群比例的不断攀升。近几年,健康管理专业

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同样也得到高等院校的普遍认同,该文从健康管理的起源,分析我国健康管理行业的现

状,总结健康管理专业就业情况,分析健康管理专业目前的供需关系,为高校健康管理专业的设置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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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
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医疗资源还比较紧

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普遍存在,在这种大背

景下,大众健康的自主意识得到增强,健康管理行业

发展迅速。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成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纲要》明确

提出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到2030年使中国的主要

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文件明确健康优先,
优化健康服务行业,促进健康产业发展[1-3]。基于市

场需求,以及支持健康服务产业的正健康发展,教育

部于2016年在高校专业目录中加入了健康服务与管理

专业,当年仅有5所院校开设,本文从健康服务管理的

发展历史,分析我国健康管理人才需求与供给情况,展
望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就业前景。
1 健康管理的历史改革

1.1 健康管理在国外的发展历史 健康管理的概念

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后来逐步演变发

展变成专业健康服务咨询管理公司,区别独立于传统

医院,面对个人需求提供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或者作

为第三方服务机构。美国政府早在1969年就在国家

医疗保健计划中加入健康管理,并在1971年通过立

法保护健康机构组织。美国高校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健康管理专业,包括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比较出名

的有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在本科阶段需要学习

公共卫生、社会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硕士研究生

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学习金融经济分析、健康管理成

本、社区卫生政策、非盈利组织等相关理论知识,通过

专业的人才培养为美国健康管理相关服务机构和组

织提供专业的人才,保障健康服务机构稳定,健康发

展,服务大众[4-5]。除了美国,日本是世界人口寿命最

长的国家,这得益于日本比较成功的健康管理,作为

世界较为成功的健康管理国家之一,日本有完整的健

康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制度化,法律化的

工作,政府从政策和法律上进行宏观指导,鼓励企业

或者社区建立相应的健康管理机构,并对健康管理事

业进行扶持与经济支持,日本健康保险基本上惠及每

个人,由于健全的健康管理体制,日本医疗总费用占

经济总产值的比例较低。另外日本高校为健康管理

行业源源不断的输送高端人才,京都大学,东京大学

等知名学府的医学部均设置了健康科学部,通过高校

专业化培养,学习健康管理、医学保健、流行病管理、
医学信息学等核心课程,为健康行业保驾护航。
1.2 我国健康管理专业的发展 健康管理专业作为

目前高校热门建设专业之一,并不是突然兴起,而是

有其历史发展背景。健康管理行业国际上已经有70
年历史,健康管理专业的起源可以从健康管理师谈

起,作为健康管理领域的唯一职业资格证书,健康管

理师在2005年由劳动部正式颁发,这是由于在2005
年慢性病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国民健康的主要因素,糖
尿病、心脏病、风湿等慢性病的患者人数居高不下,国
内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在这种大背景下,参考国际

标准制定的,并且2017年国家审核的职业目录清单

依然在列,说明了健康管理专业的需求性是稳定的。
通过国家层面职业认证的制定对行业发展起到了较

好推动作用,在2007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

师分会,进一步对健康管理行业的发展 起 到 积 极

作用[6]。
发布健康管理师职业认证之后的10年,健康管

理行业的发展迅速,但健康管理行业的人才却没有同

步提高,缺乏专业健康管理人才,由于产业需求,教育

部于2016年将健康管理专业纳入本科目录。到2019
年止,全国已有60余所高校开设了健康管理,甚至有

部分是985或211高校,即使这样,健康管理行业的

人才需求缺口依然很大[7]。
2 我国健康管理人才的需求现状

2.1 对健康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现状 对个人或者

群体健康问题及存在健康危险因素管理是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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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本质。管理对象包括处于健康、亚健康、疾病

或者亚临床等全体人群的动态管理。有研究表明,大
部分的糖尿病、心脏病、脑卒中与癌症可以通过健康

管理进行有效的控制[7]。通过多年健康管理的重视,
中小学生的总体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健康类教师人数

不断增长,体育设施面积和类型增加较大。据教育部

统计,2018年全国学生体质达标测试合格率达到

91%,优良率高达30.57%。2016-2018年,全国学

生体 质 健 康 状 况 不 及 格 率 下 降3%,良 好 率 上 升

2.47%,优秀率上升1.6%[8]。在国家层面,从政策干

预、财政支持均做出较多努力,可见中国的健康管理

市场需求旺盛,专业人才需求巨大[8]。
2.2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对健康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现状 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制定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

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

部人群,建立长期稳定的医疗服务契约管理,基本实

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的全覆盖。其中家

庭医生团队的核心任务是为所在地区居民提供基本

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服务,每个家庭医

生团队建议由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师或乡村医生,
有条件的地区需要增加健康管理师加入团队,从政策

层面可以看出对健康管理人才需求已经从城市覆盖

到基层,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共需要健康管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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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9]。
2.3 健康服务行业对健康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 健

康服务业包括医疗护理、康复保健、健身养生等众多

领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和薄弱环节。2019年

4月13日,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中南大学

健康管理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

的《健康管理蓝皮书:中国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发展

报告No.2(2019)》指出:(1)国家层面支持开展健康

促进医院试点工作。(2)拓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
高人均公共卫生经费补助,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和居民获得感提升计划。(3)扶持健康体检机构作为

产业链的重要部分,推动健康体检结构的合法,正规

发展,为国民健康护航。(4)促进“互联网+健康管

理”时代的发展,深化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健康管

理服务中的模式推动作用。(5)国家层面允许健康体

检中心在内的5类独立医疗结构类别,提升全民健康

管理的服务机构数量和类型。
从以上可以发现,健康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势

头,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规范并加快培育健康

管理人才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必要措施。
3 我国健康管理人才专业化培养的供给情况

3.1 健康管理人才的培养方式 在本科目录里面有

两个专业与健康管理有关,分别是医药类别的全球健

康学和公共管理类的健康服务与管理。全球健康学

主要是开设基础医学概论、公共卫生概论、心理学、全
球健康概论、全球文化概论等核心课程,主要培养方

向是进行全球健康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卫生资源整

合,国际政策评估,传染病控制防御等方面的专业人

才,倾向于医疗板块,这方面的人才需求较少,研究内

容较深,与健康服务专业区别较大。而健康服务与管

理专业主要核心课程有基础医学、中医学基础、预防

医学概论等医学理论,还包括营养学基础、卫生事业

管理、运动与健康、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管理等服务管

理方面的课程,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胜任健康服务、健
康管理、健康促进、疾病防控等相关领域工作,致力于

医疗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体检中心、健
康管理公司、营养咨询公司、心理咨询机构、医药公

司、养生会所、康体中心、养老院等从事健康监测、分
析、评估、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和健康危险

因素干预及自主创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3.2 健康管理专业的就业前景 健康管理专业毕业

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培养,具备了基本的医疗知识、健
康保健学,健康管理学等体系,能够进入健康管理咨

询公司,老年服务机构等行业,也包括进入政府相关

服务职能部门,为社会健康事业添砖加瓦,用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推动健康行业健康发展。但是健康管理

专业从2016年开始进入本科目录,2016年招生人数

1
 

500余人,2019年开设健康管理专业的高效达到50
家,在校人数万余人,人才缺口很大。据统计分析,我
国健康服务产业在未来5~10年约需3

 

000万的相关

人员,目前从业人员只有15万,缺口巨大[10]。伴随着

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龄人口激增,老年护理人

员需求也不断提高,培养一支专业化的健康管理队伍

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健康管理专业人才是服务行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身体健康状态的重要保障,目
前供需矛盾突出,有必要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为健康管理相关机构和组织提供专业人才,保障健康

管理产业健康、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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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寄生虫学教学课程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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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人体寄生虫病防治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人体寄生虫病教学课程仍然存在重视不够,有寄生虫

病潜在发生的危险,课时锐减导致学生寄生虫病防治基础知识薄弱,教材陈旧致使寄生虫病的防控受到挑战,
教学单一使其教学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课程改革的应对策略是融入人文教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修改教材

内容确保知识及时更新,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结合科研教学培养合格防治人才。
关键词:人体寄生虫学; 教学改革;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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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寄生虫学是医学教育体系中从基础过渡到

临床的重要桥梁课程,它主要研究范围涉及人体寄生

虫的形态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主要阐明寄生虫与

人体及外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致病机制、实验诊断、
流行规律和防治措施的一门基础性科学[1]。目前,寄
生虫病仍然是人类传染病防治中普遍存在的公共卫

生问题[2]。人群寄生虫感染谱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小
部分已被控制的寄生虫病疫情出现回升或再现,一些

食源性、机会性、输入性和新发现的寄生虫病的种类

和感染人数也不断发生变化,寄生虫病的防治任务仍

然十分艰巨[3]。因此,人体寄生虫学教学对寄生虫病

防治人才的培养和健康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做
好教学工作对促进我国医学人才培养特别是临床医

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4]。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医学院校培养了一

大批防治寄生虫病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我国的寄生虫

病防治做出了积极贡献,基本控制了寄生虫病的暴发

流行,一些寄生虫病已经消灭或得到了基本控制,有
力地保障了全国人民的健康。但人体寄生虫病教学

工作仍然面临一些新问题、教学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1 人体寄生虫学教学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1.1 寄生虫病潜在流行的风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
日本血吸虫病、黑热病、淋巴丝虫病、疟疾和钩虫病等

五大寄生虫病在我国流行猖獗,严重危害人民的健

康。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及防治

水平的提高,我国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成就巨大,五
大寄生虫病已得到有效控制。近年来,人们对寄生虫

病的防治意识普遍弱化,重视度明显下降,特别对一

些新出现的寄生虫病和新传入的寄生虫病缺乏起码

的防范意识,例如对寄生虫病潜在流行的风险的了

解。一是我国部分原有寄生虫病还未从根本上控制,
时有暴发流行的可能。临床上长期不规则发热,脾、
肝、淋巴结肿大和全血细胞减少性贫血为其主要症

状,若不及时治疗,大多病情恶化在发病1~2年内死

亡。二是一些新的传染病时有发生,如2009年云南

兰坪县旋毛虫病暴发流行,以及福建、云南、北京等地

分别发生过因食用螺肉而集体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

的公共卫生事件[5]。三是旅游开放和“一带一路”建
设开展以来,感染输入性和机会寄生虫病如输入性非

洲血吸虫病的病例逐年增多,如北京市6例输入性曼

氏血吸虫病和河南省报道的3例输入性埃及血吸虫

病和1例曼氏血吸虫病病例,而且我国病例报告的输

入性非洲血吸虫病例数,仅是实际病例数的极少部

分[6-9]。我国其他地区也已相继发现,由中间宿主藁

杆双脐螺感染的曼氏血吸虫病,可能通过引进热带水

生植物或热带鱼类到河流之后向周边水系扩散,还可

能存在曼氏血吸虫病潜在的传播与流行风险。因此,
学生学习该疾病时如果重视不足、应付了事,而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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