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案(二) 
从事文职工作 40 多岁的 W 先生， 6 年前得悉患上鼻咽癌后做了电疗及完成了 32 次

化疗， 其后并没有接受康复治疗。 可是他在生活上依然有一些困扰，例如：因口腔

及肩颈位置比较紧， 进食时要慢一点， 又不能大口咬苹果， 连饮汽水也一定要用

饮管， 穿过头上衣要花较多时间， 亦常常感觉容易疲倦。 在朋友的介绍下， W 先生接受了五次的

BT 疗程。现在他整个人已变得轻松了， 也可以大口大口地吃苹果， 肩颈没有了以前的绷紧，活动幅

度也增多了! 

未来路向及反思 

在我们处理过的辣手个案中， 患者对 BT 都有十分正面的回应， 这样也为我们带来短暂的兴奋和

鼓励。 细心回想过往的经验， BT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法去处理患者的问题。 在未来的日

子里， 我们会多作研究及实証， 希望日后有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些研究结果。 最后， 我们藉着杜鲁多

医生在墓志铭上回应“医学是什幺？”的句子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及反思。 

 

 

 

 

 

 

 

         

 

 

 

 

 

 

 

书书写写评评估估  
潘恩赐 

书写能力，在全国及香港各科的公开考试都占有一定影响，在香港，各大学的基本收生条件都包括
中、英文语文能力要求，其中，要求考生以指定字数作答的考题，占有一定份量，因此，学生的书写能

力及速度，变相成了对学生表现重要的一环。然而，学生却可能因为手部功能或其他疾病的伤害而降低

了书写能力，间接影响了考试表现，甚至升学前途，因此，世界各地先进国家，都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希望让有能力的孩子们不致被埋没。 

学生的书写能力可基于不同的外在及内在因素，撇除一般外在因素如书写内容的个别要求、所用的

书写工具等外，个人书写能力的内在因素可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感觉认知方面：如字型、线条方位的认知、手部各关节的感知、动作计划的感知等 

二、肌肉控制方面：如手眼协调能力、手部各组肌肉的控制能力、肌肉的力度、，耐力及持久力，、视觉

追踪能力等 

三、认知能力方面：如专注力、记忆力等。 

此外，学生的书写动机、过往的书写练习训练及个人自信，亦会对其书写表现有一定影响。因此，

职业治疗师在分析学生书写能力的过程中，必须评估学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 

另一方面，各地的职业治疗学者亦发现无论书写的是中文、英文、甚至希伯来语及挪威语，书写

医学是………. 
有时是治疗 ， 
常常是帮肋 ， 
总是去安慰 ! 

 



速度与手眼协调能力皆有密切关系，因此，书写速度本身，亦成了评估过程的重要关键。 

书写速度的评估，属于手部功能的实地评估，被评估者必须以要求相若的处境进行测试，让职业治

疗师清楚分析各种妨碍学生书写能力的因素，以进行治疗或考试评估方面的建议。 

香港一群摰力研究学生书写能力的职业治疗师们， 得到邓杨金喜女士职业治疗发展基金的支持，

以四年时间，研发了一套中学生书写能力测试评估，以分析中学生中、英文的书写能力。此项评估以一

般书写试题的要求为蓝本，并考虑学生用字的难度及笔划或字母数量的要求设计，成功向全港四百多所

中学随机抽样选出三千多名中学生，搜集他们书写速度表现的数据作分析，目的让各职业治疗师更精准

地评估学生书写能力的表现，并向有关人士作出考试调适的建议，希望让所有学生都能在一个公平的考

试环境上评核自己的学习表现，而不因各外在不利因素影响对其实际能力的反映 。 

此项研究已于二零一二年顺利完成，并于临床应用上取得非常有效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