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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质的机构工作，扩大了职业治疗的服务范围。其它的发展还有在小区及老人院开展新服

务。当时的 “香港职业治疗师协会”也通过展览和会议向大众推广职业治疗与健康的关系。理

工学院亦透过开放日吸引新生入学。 

 

新毕业生由于工作的须要，发展了不少本地化的评估，例如香港儿童发展评估表，因为香

港儿童的手部发展较早，但粗大动作则较慢。亚洲人在日常生活上与西方也有分别，例如使用

碗筷进食，使用蹲厕和水桶洗澡等。 

 

在专业注册事宜上，有关是否采用英国系统的第一及第二部分注册模式的讨论约十年之久，

论点在第二部分注册的治疗师是否须要在第一部分注册的治疗师一年的督导下工作才能独立执

业？专业注册的概念是保证专业水平及市民的福祉。《辅助医疗条例．359 章》终于在 1991 年适

用于职业治疗师，同期执行的还有医务化验师。物理治疗师的注册在 1997 年开始执行，法例要

求未有一年「认可经验」的治疗师先在 1b 部分注册，这与职业治疗师的第一及第二部分注册模

式相似。 

 

1991 年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推动了课程的转变。康复科学学系亦正式成立，有些第一

届的毕业生去外国学习后也成为讲师。市场对更高学历的需求不断增加，结果理工大学亦增加

了硕士与博士的培训，本地训练的讲师亦陆续替代外国讲师。由于医疗与社会机构对职业治疗

师的需求日惭增加。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例如人口老龄化，发展重点将如强小区的服务，现

时已有第二所职业治疗本科课程培训学生。现时香港注册的职业治疗师超过 1670 人，其中不少

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欧阳耀东 

香港屯门医院高级职业治疗师 

引言 

职业治疗是一门将科学应用在临床治疗的辅助医疗专业，目的是协助有不同病患的人士恢

复功能，再融合于生活的不同岗位和角色，重建有意义的生活。因此之故，在职业治疗的课程

中，临床学习与实践是每位学员必经的基础训练，也是这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培育学员

建立高水平的专业服务能力。事实上，国际专业认可的职业治疗基础课程，内容必须包括最少

一千小时的临床学习和实践，并且在不同领域，如身体残障和精神病患的康复治疗中取得临床

经验，才能获得职业治疗的专业资格。我有幸在过去二十年有份参与临床教学的工作，见证了

一代接一代职业治疗精英的出现，他们现今都能在不同岗位领域上领导发展，更且青出于蓝。

而当同侪有机会聚首交流时，除了分享大计及发展外，也会回味昔日学习和受训时的经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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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临床学习和实践，是往后持续专业成长和贡献的基础。 

 

在香港，职业治疗课程主要的提供者是香港理工大学，而香港医院管理局则是为学员提供

最多临床学习机会的机构。我们共有超过十间不同性质医院内的职业治疗部门，设立了临床教

学组，给学员基础专业的训练。整个学习的大纲，是由临床教学并大学的老师共同订定，并且

与课程的发展配合，务求让学员在不同阶段中能将学院的学习与临床的实践结合。我们将这超

过一千小时的临床学习，分成四个学习阶段，其中最后两个阶段的临床学习，会安排在课程的

最后一年，让学员有充份机会，全面将课堂的知识理论，应用在临床的实践，建立他们的专业

能力和信心，以准备在他们毕业后，能尽快投身专业的服务。 

 

首阶段临床学习 

首两个临床学习，分别为期两至三周，在学员四年制课程中的第二年学习内安排。这时，

学员透过课堂的学习，对职业治疗的工作与功能、服务的轮廓与大纲等已有初步认知，而这阶

段的临床学习，正好让他们能在实际的治疗环境中，观摩并参与部份临床治疗的工作。这阶段

学习的最重要的使命，在于让学员们够体会职业治疗的概念和原理，是如何在临床环境中运作

并实践；引导他们了解并建立专业服务的态度与行为；而且也能让学员经验与病患者接触、建

立适切治疗关系，并体味职业治疗在治疗团队中的角色和贡献。 

 

按以上所述的临床实习使命，除了安排学员观察职业治疗不同的工作范畴，如骨科、内科、

外科、脑神经外科、及职业复康科等治疗组别外，还会让学员思考职业治疗过程（Occupational 

Therapy Process）如何成为我们服务的基础，并了解不同治疗的理论及模范（Occupational Therapy 

Theory and Models）怎样引导着不同的治疗方向。因此，除了临床观察，学员的准备、分享和汇

报，及导师们的总结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经过这首阶段的临床学习，差不多全部学员

都会对职业治疗的基础理论有豁然开通之感。 

 

另外，这时也是学员首次以「实习职业治疗师」的身份与病患者接触。除了有机会练习一

些昔日曾学习过的评估和治疗技巧外，更重要的是磨练与病患者的沟通及建立合适的治疗关系。

曾有学员在此醒觉到自己在过往的成长，因为过于关注自己的知识学习而忽略了待人处事的艺

术与重要性，因而在往后日子加强了与人互动，和培养自己对周遭事物的触觉。除此以外，我

们也训练学员从所接触的真实个案中，建立自己对病患者在家庭、工作及生活角色中能力与欠

缺的观察和掌握能力，作为将来提供全面治疗的根基。 

 

在这阶段，学员还要对认识及建立专业服务的态度和行为，例如守时、做事有条理、持守

机密原则、负责任、主动学习并培养积极投入等态度，并且需要评估自己的能力与兴趣，职业

治疗这专业是否自己未来要投身的事业呢？这阶段是一个关键时间，以为这专业预备和寻找合

适的接棒人才。因此作为临床教学的导师，这时需要花上时间，去了解和引导个别学员，与他

们多有深入沟通，为他们未来的学习与工作，建立稳固的基础，因此我会尽量放轻其他临床或

管理等工作，专心与学员一起渡过这基础而关键的时刻。曾有学员，在这阶段中体会自己的兴

趣取向，并不是复康及协助病患人士康复的工作，因而更换了在大学的学习科目，因而得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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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成就。而更多学员在这阶段的临床学习中，大大加强了对这专科的认识、兴趣与委身，不

单在往后的学习中突飞猛进，更在毕业后的专业服务中展示非凡的贡献。 

 

次阶段临床学习 

这阶段是学员们完成三年学院的学习后，首次长时间的实习，为期差不多两个月。他们在

课堂上学习了大部份职业治疗的服务，并对不同病症有基础的认知，现在正是临床实践及验证

概念和理论的时刻。因此，学员会被安排学习处理一系列症状，接触不同病患者，对专业知识

及技能加以整固、应用和实践，运用专业过程来评估、计划、提供治疗，并跟进病患者身心不

同功能的进度和生活角色要求，在导师的指导下调整治疗计划。另一方面，也持续建立正确的

专业态度和行为，成为以后专业服务的基础。 

 

在这个阶段，学员最需要有专业的典范，从临床导师的身上领受学习，加上自己的分析、

融会和选取，从而逐渐建立自己的专业风格和态度。因此，学员会被安排在指定工作范畴，跟

从一位富经验的同事作为导师，从他们的工作中作出学习。这位临床导师，不单需要在专业知

识和技能方面能成为培训者，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让学员从他的专业态度、处事手法、和团

队合作中学习，作为学员的榜样。我体会这样临床学习和实践的安排，是超越了一般人所认识

的「师徒」关系，因为在过程中不单是知识或技能的传递，而是加上了不同层面的交流和相互

影响，甚至好像是在人生旅途中同行的一段过程。我见到不少例子，当导师们以身作则，展示

他们对这专业的热诚，并他们卓越的知识和技术时，不少学员在毕业后，都会渴望跟随这位导

师，再度投身在他们曾学习的工作范畴，继续发展导师们开创的工作，从昔日导师学员的身份，

转变成为工作上的好伙伴。 

 

这阶段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引导学员们领会「全人」的治疗（holistic approach）。透过

个案的治疗计划和讨论，及接触病患者的照顾者和了解他们的处身环境，学员们可建立对病患

者功能和需要的整全了解，并学习以正确的优先次序来订定他们的疗程，这是思考、实践与验

证的结合。这阶段可说是建立学员的艰辛时刻，可幸临床教学的担子虽然真的不轻省，但今天

的辛劳，可望带出未来对专业有贡献的楝梁呢﹗ 

 

三、四阶段临床学习 

这两阶段的培训在学员完成整个专业学习前完成，每阶段约有八周的临床学习。他们已经

大致完成了所有知识和理论层面的学习，也有次阶段的实践经验，虽然第三及四阶段的临床学

习，都会面对新的工作范畴，但对大部份学员来说，在专业的过程应用、治疗的理论和模范等

重点的掌握上（O.T. process, OT theory and models），都已是驾轻就熟了，所以在这最后阶

段的实习，当然会更上一层楼。 

 

这时，临床学习和实践的目标，是要给学员提供机会，让他们巩固、融合并应用各样知识

和技能，并深化正面的专业态度和行为，他们需要主动学习、操练临床判断和决策，并且评估

自己所提供的治疗，以求持续改进，切合病患者的进展和需要。这时，临床教学导师需要与学

员们有足够的个案讨论时间，引导学员表达他们思考，包括治疗的理论基础、目标、治疗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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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等，再彼此交流观点和心得，让学员在实践上，手到心也到，并且既有独立思考，也能

从他人身上学习。在这阶段，除了临床实习外，我们也可与学员更多交流日常事务的安排和运

作，管理架构，未来专业发展和需要等，也可让学员尝试参与工作流程编定和人手安排等。这

些基本的管理和运作构念，都有助学员们在未来不同岗位上得以尽快投入和适应。 

 

回首之乐 

参与临床教学已有二十年，我的满足与乐趣远比艰难和不快为多。能够亲身见证一代接一

代的专业人才兴起，他们从昔日对职业治疗这专业一知半解，处理病患者时裹足不前，到今天

不单能独当一面，甚至成为协助专业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有参与临床教学的工作，的确教

自己深感欣庆。作为临床教学的一份子，在与学员们共渡他们成长的一个阶段时，我体会自己

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角色。 

 

首先当然是成为学员们的老师、导师和「教练」。当学员们在品格、技巧和理论方面尚在建

立和磨练时，我们既要示范、指导、安排实践、也要讨论交流，并引导他们探索、建立独立思

考，帮助学员从倚赖前辈到能干胜任，这绝对是我们的一个任重道远的使命。 

 

其次，我们也是把关和评估者。临床教学除了需要为专业预备合适的人才外，也要引导不

合适的学员发掘和投身其他兴趣或行业，这方面可能是临床教学最艰巨的工作。在发现有学习

困难的学员时，我体会除了要与学院紧密沟通合作，尝试透过订立长短期实习目标、更多示范、

讨论引导，及检讨回顾外，我们更需要协助学员能对自己的需要和缺乏有所认知，并且在坦诚

开放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与学员共渡临床学习的挑战。的确，在学院的学习，很多时未能让

学员真实认识自己的优劣和志趣，反而临床实习是最佳处境，让彼此了解职业治疗是否是个人

理想合适的事业。要决定并安排学员重复实习，以打好根基，甚至引导他们寻找新的学习和事

业方向，虽然极不容易，但其实对学员以致专业来说，都是利多于敝的。 

 

由于学员在临床实习时，往往显露了他们的性情、品格、成长的强项与不足等，作为教学

老师，我们往往成为他们在这人生阶段的同行者。也有学员倾诉他们的甚至未曾对父表白的心

底话，所以，有些时候，随了临床教学外，我们也会分享自己的成长和对人处事等，给学员一

些可供参考的人生经验。 

 

小结 

临床教学对学员的学习并为专业提供新一代的投身者，有着不能或缺的角色。学院教学与

临床实践的老师们需要紧密的沟通和策划，使理论与实践得以互相紧扣，并肩向前，让学员们

得到最佳的准备，成为未来出杰出的专业人才。而学员在过程中不单技能与知识有所增长，性

情和品格也受到正面的锻炼和准备。我见到整个学习的安排不断向前成熟迈进，而且长江后浪

的涌现，一代接一代的专才诞生，这是我最大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