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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MOT 班學習已近一年，我在一步步學習和消化新知識的同時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作業

治療的理念帶回我們科室，如何在十分有限的條件下一步步把作業治療開展起來。在每學期的

假期裡，我都會回去找主任聊聊目前的學習進展以及根據現在所學，能為我們科室作業治療部

門的建設帶來些什麼。可是一開始我便進入了一個誤區。 

由於當時剛剛學習 OT 知識，還沒有改變原有的思維模式，加上以往去別的發展成熟的 OT

部門的參觀經歷，讓我有了一個錯誤的認識：OT 一定要有充裕的場地、完善的設備、高檔的儀

器才能開展起來。我們醫院雖為省屬三甲綜合醫院，但康復的起步相對較晚，加之作業治療在

經濟收入方面往往不如物理治療，更加得不到醫院的重視。而我們科室 OT 部門的現狀是：只有

一塊不足 30 平米的開放空間，裡面擺放著諸如綜合 OT 訓練台、磨砂板、肩梯、肋木等算得上

是作業治療室“標配”的器具以及一些老舊的上肢訓練器。像上肢機器人、E-LINK 手功能訓練系

統等高大上的設備動輒幾十萬、上百萬，我們也只能望洋興嘆。得不到醫院的經濟支援，原有

的設備又簡陋而陳舊，每每想到這裡就覺得自己進入了一個閉環。 

在最近一次的實習中，我總算為這個困擾許久的問題找到了答案：一名出色的 OT 需要的絕

對不是高端的儀器設備，而是創造力！這創造力的來源便是生活。作為一個優秀的作業治療師

應該在生活中善於觀察和思考並且勤於動手，很多生活中不起眼的東西都能變廢為寶，為 OT

所用。舉幾個生活中最常見的物品為例： 

1、紐扣。小小的紐扣除了能在 ADL 訓練中發揮用處還能做些什麼呢？別忘了紐扣的特點在

於款式多樣、大小各異、顏色豐富。 

1.1 抓一把各色各樣的紐扣散佈於桌面，讓患者按指令依次挑選出相應要求和個數的紐扣，

根據患者手的功能可以設計不同的動作。可以訓練患者的兩指捏、三指捏、側捏，甚至可以提

高難度加入前臂的旋前旋後、肩的內收外展等（如圖 1）。同時還可以訓練患者的認知、聽理解、

執行能力等。 

1.2 將若干紐扣在桌面排成一橫排，讓患者僅通過注視數出扣子數量，然後依次拿起扣子放

到指定位置。如果在注視數的過程中有難度，可以降低難度配合手指依次點著數（如圖 2）。患

者能做到後可以增加紐扣數量。這種練習可以應用到注意力和計算能力的訓練，也可應用于單



側忽略等。 

1.3 紐扣的中間都有孔，可以讓患者按照指定的順序把紐扣穿到細線或者鐵絲上（如圖 3），

這在訓練手的精細功能和手眼協調的同時也能訓練認知功能。 

1.4 針對功能較好的患者，可以指導他們粘貼紐扣畫或者自行創作紐扣畫（如圖 4）。紐扣畫

很適合應用到精神科和老年科的作業治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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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圖 4 

2、夾子。夾子兼具了紐扣多色多樣特點的同時還有一定的阻力，這對患者手部力量的訓練

是一個很好的道具。除普通的捏取夾子以外還可以設計很多活動。 

2.1 令患者健手提一根軟繩，患手按要求（側捏、對捏）把夾子由低到高夾到繩子上（如圖

5），這個活動在訓練患者手功能的同時可以增加肩前屈的角度，同時鍛煉了手眼協調。如果要

提高難度，可以把繩子換成更輕更軟的質地。 

2.2 針對單側忽略的患者，可以讓其把夾子夾到患側的衣領、肩膀、手肘、袖口等部位以增

加對患肢的注意和感知。（如圖 6） 

2.3 在牆上橫掛一根繩子，讓患者帶些自己喜歡的有故事的老照片，把照片夾到繩子上製作

一個照片牆（如圖 7）。在訓練手工能的同時可以讓患者回憶照片裡的故事。這個活動很適合伴



有認知症或有情緒障礙的患者，也適合開展小組治療。 

  
       

 圖 5                    圖 6                      圖 7 

3、另外，例如我們平時喝水的瓶瓶罐罐，尤其是中間細、兩頭粗的，特別適合用於抓握訓

練，裝入不等量的水製造不同的重量（如圖 8）。還可以在瓶身和瓶蓋上貼上配套的多組圖案，

打亂擰緊，讓患者在練習擰瓶蓋和開瓶蓋的同時進行配對，就起到認知訓練的作用了。就連隨

處可見的紙板，在訓練中也可以發揮不小的作用。由於 OT 桌只可以調節高度，磨砂板只可以做

前後的傾斜，而取一塊平滑的硬紙板，下面墊上個軟枕（如圖 9），就可以向各個方向傾斜，達

到借助肢體重量促進某個方向運動的目的。 

          

            圖 8                                    圖 9 

當然，以上的例子只是這些日常生活物品用途的冰山一角。我認為，既然 OT 的最終目標是

説明患者回歸到家庭生活、社會生活，那麼 OT 的治療器具和手段也必定能夠在生活中找到並改

良加以應用。只要你賦予創造力，這些生活中的小角色絕對可以撐起 OT 的一小片天。 

最後，我們也不能忘了作業活動設計時的一些原則，如活動對患者而言有一定難度，通過努

力和訓練可以達到；活動設計要有一定的趣味性，能調動患者主動參與；在患者的現實生活中

有做這個活動的必要等。 

正如我們的實習帶教 Peterson 老師所說，很多 OT 做著做著就變成了“拾破爛的”——什麼都

不捨得丟，什麼都能變廢為寶。我想這才是一個富有創造力的 OT 該有的境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