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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申请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逐条认真填写。

表达要明确、严谨。 

二、申请书为 A4幅面，于左侧装订，由所在学校审查

和签署意见后于 5 月 27 日前报送高教处。 

三、“项目编号”由省教育厅统一编写。 

四、在“学校推荐意见”一栏中，应明确该项目对学科

专业发展的贡献以及学校在人员、时间、条件、政策等方面

的保证措施和对配套经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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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在医学本科院校开设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研究 

项目类别 教学改革 

拟培育成果等级 A、省一等奖   √B、省二等奖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郑强霞 性别 女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8.10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副教授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本科/中国 

联系电话 13919535680 电子邮箱 363296430@qq.com 

通讯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柳湖路东段 192 号 

主 
要 
教 
学 
工 
作 
简 
历 

时    间 课 程 名 称 课程类别 授课对象 学时 

2006.7- 
2010.7 

针灸推拿学 考试课 
中西医结合
专科专业 

78学时  

2011.9- 
2019.1 

针灸推拿学 考试课 
康复治疗技
术专科专业 

126学时  

2010.7- 
2019.5 

经络与腧穴 考试课 
针灸推拿技
术专业专科 

54学时  

2010.7- 
2019.5 

针灸治疗学 考试课 
针灸推拿技
术专业专科 

72学时 

2018.9- 
2019.5 

针灸学 限选课 
护理本科专

业 
32学时 

     

主要教
学研究
与获奖
情况
（含项
目参与
人员）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本人排
名） 

立项时间 结项时间 
获奖情况及时

间 

单亲家庭学生教育对

策研究 
郑强霞 2012.5 2017.5  

针刺攒竹、太冲、足三

里、内庭等穴配合推拿

手法治疗干眼症的临

床研究 

郑强霞 2012.12 2017.7  

平凉市成人听力残疾
原因分析及客服对策

研究 
郑强霞 2016.9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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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组
成
员⌒

不
含
负
责
人
） 

总人数 高  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7 2 5 0 0 0 3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工 作 单 位 

主要研究 
领域 

项目中
的分工 

签 字 

李奇星 女 1984.7 讲师 甘肃医学院 中西医内科 
课题设计 
数据统计 

 

柳波 女 1972.9 副教授 甘肃医学院 西医内科学 
学生培

训 
 

赵敏 女 1986.12 中级 甘肃医学院 针灸推拿学 
学生培

训 
 

陈涛 男 1973.6 
主治医
师 

甘肃医学院 康复医学 
学生培

训 
 

海亚萍 女 1981.12 讲师 甘肃医学院 儿科学 
数据统

计 
 

景锋刚 男 1979.2 讲师 甘肃医学院 英语教育 
外文文
献翻译 

 

        

        

        

二、立项依据 

1．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2．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3．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

政策、经费及其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或说明），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1.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1.1 项目的研究意义： 

定向行走训练是教会视力残疾者利用听觉、触觉、嗅觉等来感受周围物体的空间位置

及与自身所处的位置关系，再通过“路标”和“线索”准确定位、定向，达到能安全独立

行走的目的。 

我国现有 1263万视力残疾人。有关数据显示，世界上每 5秒钟就有一个人失去光明，

我国每年有 45 万儿童失明，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定向行走的系统训练和指导。因视

力障碍和外界环境的复杂，他们生活中的行动范围非常有限，致使他们难以走出家庭、融

入社会，成为生活最困难的群体之一。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对盲人开展早期的定向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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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能有效地克服他们失明后的各种恐惧心理，从而扩大就业机会。在医学本科院校

开展定向行走及推拿学课程学习，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①盲人定向行走培训目前在我国主要在盲校开设，覆盖面积小。如果可以作为课程

在医学本科院校开设，医学院校大都开设了推拿学课程；如果让喜欢或有志于从事残疾人

工作的学生学习了这两门课程，学生毕业后可以将学到的定向行走和中医推拿学课程结合

起来，对当地盲人就近培训，这对促进全国盲人教育工作来说，是一个新契机。解决了我

国盲人定向行走师资不足的问题，节约了教育资源，方便了盲人就近学习。 

 ②目前最适合盲人的工作就是推拿。让盲人掌握了推拿技能，也就是掌握了生存技

能，具备了独立生活能力；掌握了定向行走，就犹如给了盲人一双明亮的眼睛，大大延伸

了盲杖的导盲作用。 

     ③将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技能结合起来，一方面使盲人可以独立出行，一方面又为

盲人开辟了就业渠道。也是提高残疾人社会地位，维护残疾人尊严的一条重要途径。 

1.2 现状分析 

从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得知，我国目前有 1223 万单项视力残疾人，多重残疾

中有视力残疾的有 458 万，视力残疾群体一共有 1691万人。美国残疾人研究专家 Passini 

和 Proulx 调查发现，在全盲人群中，只有 10%的人能够独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绝大多

数需要其他人的引导和协助。我国内地对盲人定向行走的正规训练开展得比较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始重视定向行走训练的培训。培训邀请了多个国家的定向行走训练师来

中国指导，促进了中国的定向行走教学。1989 年澳大利亚定向行走专家托马士布莱尔

(Thomas Blair)在北京盲人学校开办了第一次培训班，又于 1990 年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校开办了第二次培训班。1991 年美国卡特中心在长春开办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定向行走

培训班。香港盲人辅导会也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先后分别于 1991年在北京、1993年在广

州和 1994年在上海、1998、2005年在青岛开展了定向与行走的师资培训班。此外我国定

向行走训练教师也在不断探索，定向行走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

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院特殊教育系先后在上世纪 90年代开设了定向行走课。自 2000年至

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也与国际组织合作，先后开办了几期定向行走的师资短期培训班。

不仅如此，还邀请国外专家开办了几期针对盲人定向行走的高级培训和研讨班。这些培训

活动为全国各地的盲人学校培养了师资，为盲童学校开设定向行走课程、社区开办盲人定

向行走项目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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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课题组在 2015-2017 年两年时间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设计出了适合盲人定向

行走与推拿学课程的教学方案，已在平凉、庆阳、天水等地培训盲人 320 名，积累了丰富

的教学经验。 

获奖情况：2015-2017 年课题组培训盲人 320 名，甘肃医学院被甘肃省康复医学会、

甘肃残疾人学会评为“优秀执行单位”。课题组成员在 2017 年 6 月获得由甘肃省康复医

学会、甘肃残疾人学会颁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课题负责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盲人定向行走培训在医学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体会”

论文被高等医学教育杂志收编，并多次被引用下载。 

3．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学校对项目的支持

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或说明），尚缺少的

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3.1课题组在甘肃医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于 2015-2017年两年时间内，查阅了大

量的文献资料，设计出了适合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学课程教学的教学方案，已在平凉、庆

阳、天水等地培训盲人 320 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2甘肃医学院具备培训盲人定向行走的各项设施和人力资源，校园有盲人生活的各

种环境，学校门前设有盲道，可以通过盲道到达校门口公交站，乘坐公交车，到达市内各

个地方。各种培训环境完善，课题组两位成员为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6 年在

甘肃省盲校接受了盲人定向行走专业培训，并在学校培训了课题组其他教师和一些针灸推

拿专业学生作为志愿者，协助课题组开展工作，师资力量强大，针灸推拿专业学生也能够

积极参与课题的完成。 

3.3课题组会积极争取学校配套一定数额的经费，保障课题顺利实施。 

3.4课题主要利用假期及周末进行，一方面培训盲人定向行走，一方面培训推拿技能。

盲人在掌握了这两项技能后，可以独立出行，也具备了一项生存技能，这对促进我国残疾

人工作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3.5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目前尚缺少的条件主要是对盲人的宣传和盲人的

来源。我们将在课题申报成功后，积极与各市州残联、特殊教育学校和以往培训过的盲人

取得联系，解决盲人来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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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实施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1 改革内容 

①授课对象和师资的改革： 

以往该项培训主要在盲校开设，现在如果在医学院校开设，那么将来这些学生毕业

后都可以作为培训师资，解决了目前我国盲人定向行走培训师资不足问题。 

②授课方式的改革 

在医学院校开设这门课程后，将以前仅在盲校的培训延伸到了全国各地，学生毕业

后在当地都可以开展此项培训，其周围的盲人可以就近培训。 

③教学效果的改革 

通过本项课题研究，掌握盲人在培训过程中适应能力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

原因，进行比较科学的综合评估。探索和解决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及推拿培训中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旨在解决盲人出行困难及就业。通过学习定向行走，解决了盲人出行困难；

通过推拿技能培训，让盲人及其家人树立了生活的信心，支持盲人走向社会，独立生活。

在医学院校开设这门课程后，盲人可以把定向行走和中医推拿结合起来，这对促进全国

盲人教育工作来说，是一个新的契机。 

1.2 改革目标 

1.2.1教会盲人如何安全出行： 

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盲人及其家人掌握了盲杖的使用、导盲随行和推拿等技术，

给盲人及其家人树立了信心。盲人家属学会了如何根据自己周围的环境给盲人设计安全

的行走路线，一起出行时如何导盲等技巧。为方便盲人今后安全出行提供了便利，盲人

家属了解了盲人定向行走后，对改变家属对盲人的偏见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家属对盲人

独立生活会更加放心，更加支持。 

1.2.2教给盲人一技之长，让他们可以独立生活 

学习了推拿技术后，盲人大多都有走向社会，工作的意愿。通过本次规范的训练，

盲人内心对独自出门的顾虑逐渐减少，可以在其家里没有人时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

可以独自出去找到附近的饭馆、公厕、公交车站、超市等；可以在家人陪伴下自己上下

楼梯、乘坐公交车。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和小孩，在掌握了独立生活的一些技巧后，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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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进入盲校学习，尽早融入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2.3为今后盲人教育起了推动作用 

在医学本科院校开设盲人定向行走培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医学本科院校教

师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教学水平。较其他社会群体来说，更

懂得因材施教，能够很好地把握培训内容、教学效果好。加之有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大

大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克服他们失明后的各种恐惧心理，敢于接受该项培训，愿意融入社会。 

②改变盲人家属观念，取得家庭支持。 

③教学手段和模拟教学环境的建立，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希望可以在各地建设适

合盲人定向行走的模拟环境，这就为盲人在短期内适应各种环境，掌握不同环境的行走

技能提供了便利。 

④经费问题，在该改项目实施后，课题组将积极与各地专制政府和残联沟通，利用

媒体、网络等平台对该项目取得的进展进行宣传报道，积极争取政府支持。 

2．实施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2.1实施方案 

2.1.1 研究对象的选择：通过各市州残联摸底及学生假期在社会实践中大力宣传，

筛选出年龄在 18-45周岁盲人。 

2.1.2 研究项目的教学内容：①感觉训练、定向技能、行前训练；②随行技巧；③

独行技巧；④盲杖技巧；⑤其他导盲用具的使用；⑥推拿技术。 

2.1.3 研究假设：在筛选出的盲人中，进行下列培训①感觉训练、定向技能、行前

训练；②随行技巧；③独行技巧；④盲杖技巧；⑤其他导盲用具的使用；⑥推拿技术。

培训完毕进行总结分析，结束后发给盲人两张表，即训练记录表、终期评估表进行回访，

训练记录表中记录训练的日期、内容、效果。终期评估表记录掌握运用定向技能、行走

技能和解决行走需求的内容或训练效果以及所用时间。优：全面掌握定向行走技术，能

够熟练地应用，不需他人的帮助能重返社会参与生活；良：基本掌握定向行走技术，能

够应用，偶尔需他人的帮助能重返社会参与生活； 差: 基本掌握定向行走技术，能够应

用，仍需他人的帮助才能重返社会参与生活。让他们把盲人回家后的行走情况记录并寄

回，我们以此分析培训后盲人的生活质量是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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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研究方法 

采用调查研究法、测验法、文献总结法、个案研究法、经验总结法。 

①调查搜集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专家对盲人培训的相关资料及培训效果； 

②通过阶段培训，定时测验培训效果； 

③查阅盲人定向行走相关文献、论著、报告、经验总结、统计资料等，为盲人定向

行走培训提供借鉴； 

④根据国内外专家培训的盲人定向行走案例，进行深入研究； 

⑤根据盲人定向行走培训案例，研究盲人定向行走规律及所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

共同探讨。 

2.1.5技术路线 

前期研究→课题论证→课题纲要→课题计划→实践探索→反思调适→收集资料→总

结分析→形成报告→推广应用。 

2.2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 

①制定《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学课程教学》课题的实施方案，邀请

专家，召开课题开题论证会，听取专家及本课题研究组教师对本课题研究方案的意见。 

②开展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学教学方法研究，完善本研究目标、

流程、模式及其评价相关研究工作。 

第二阶段 

①组织课题组教师，编订《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学课程教学方法》

方案。 

②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学教学效果研究论文成果。 

第三阶段 

①推出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研究典型案例。 

②推出《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为课题的

结题和鉴定做好充分准备。 

③撰写《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研究论文集》。 

④撰写课题研究结题报告，请专家及领导鉴定评议。 

第一阶段：2019年 5 月-2019年 11月 

2019 年 5 月-2019 年 9 月：制定《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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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实施方案，邀请专家，召开课题开题论证会，听取专家及本课题研究组教师对本课

题研究方案的意见。 

2019年 9月-2019年 11月：开展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研究，完

善本研究目标、流程、模式及其评价相关研究工作。 

2019年 10月-2019年 11月：撰写开题报告等； 

第二阶段：2019年 11 月-2020年 2月 

2019 年 11 月-2019 年 12 月：组织课题组教师，编订《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

走与推拿学教学效果研究体系》； 

2019年 12月-2020年 2月：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学教学研究论文成

果。 

第三阶段：2020年 2 月-2021年 5月 

2020年 2月-4月：推出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研究典型案例；推

出《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培训与推拿学教学效果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为课题

的结题和鉴定做好充分准备。撰写《在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学教学研究论

文集》。 

2020年 4月-5月：撰写课题研究结题报告，请专家及领导鉴定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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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的推广应用效果 

1．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实施范围、受益学生数）； 

2．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1．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实施范围、受益学生数）； 

成果形式：论文，研究报告。拟发表论文三篇：1.盲人定向行走培训在医学本科院

校的教学体会；2.在医学本科院校开展盲人定向行培训的教学效果分析；3.盲人定向行

走培训的教学效果研究。 

完成时间：2019年 5 月-2020年 5月。 

实施范围：甘肃省范围内盲人。 

受益学生数：甘肃医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学生、康复治疗学专业

学生以及其他热爱残疾人工作的学生，预计 500 人左右。后期每年以上专业学生我们都

会继续培训，数量依据后期招生人数而定。 

3．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3.1主要特色 

3.1.1教会盲人如何安全出行：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盲人及其家人掌握了盲杖的使

用、导盲随行和推拿等技术，给盲人及其加入树立了信心。盲人家属学会了如何根据自

己周围的环境给盲人设计安全的行走路线，一起出行时如何导盲等技巧。为方便盲人今

后安全出行提高了方便，盲人家属了解了盲人定向行走后，对改变家属对盲人的偏见有

一点的帮助作用，家属对盲人独立生活会更加放心，更加支持。 

3.1.2 教给盲人一技之长、让他们可以独立生活学习了推拿技术后，盲人大多都有

走向社会，工作的意愿。通过本次规范的训练，盲人内心对独自出门的顾虑逐渐减少，

可以在其家里没有人时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可以独自出去找到附近的饭馆、公厕、

公交车站、超市等；可以在家人陪伴下自己上下楼梯、乘坐公交车。尤其是一些年轻人

和小孩，在掌握了独立生活的一些技巧后，为其今后进入盲校学习，尽早融入社会，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 

3.1.3 在医学本科院校开设盲人定向行走培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医学本科

院校教师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教学水平。较其他社会群体来

说，更懂得因材施教，能够很好地把握培训内容、教学效果好。加之有学生志愿者的参

与，大大提高了培训的效果。     

通过此项目的实施，我们积极总结经验，为今后培训盲人定向行走积累了一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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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也为推动我国盲人定向行走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应该大力推广，使更多

的盲人受益。同时加强公共舆论环境建设，排除世俗偏见，为盲人成长创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通过经济上的帮助、政策上的倾斜、法律上的保障，不仅能为盲人家庭的和谐建

设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能为盲人安全出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切身感受

到社会的温暖，从而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更好地实现社会化发展。 

3.2创新之处 

第一：目前我国盲人定向行走训练课程都在盲校开设，这是国内首次在医学本科院

校尝试开设盲人定向行走训练课程，主要为盲人和针推专业学生开设。 

第二：把盲人定向行走与推拿技能结合起来，一方面让盲人可以安全出行；另一方

面让盲人学到生存的技能，两者相互促进。 

第三：在医学院校开设盲人定向行走训练，学生掌握了这门技能后，毕业后可以就

近给盲人进行培训，节约了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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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经费预算 

六、推荐、审查意见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及理由 

金   额 

（元） 

1 科研业务费 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课题答辩 10000 

2 实验材料费 购买耗材 6000 

3 
劳务费 培训盲人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 

劳务费 

20000 

4 其他 打印资料、宣传费用（横幅） 4000 

以上预算经费合计（元）  

年度预算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及理由 

金   额 

（元） 

第一年 科研业务费，实验材料费 
购买盲杖，打印资料，家庭食宿劳务

费 
20000 

第二年 科研业务费，劳务费 发表论文，课题答辩，学术会议 30000 

其它经费来源 自筹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 

查 

意 

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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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11 日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负责人 项目类别 主要完成单位 学校专栏网址 

 
在医学本科院校开设盲人定向行走

与推拿学课程的教学效果研究 
郑强霞 教学改革 甘肃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