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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道 

曾庆涛  香港大埔医院  职业治疗师 

关键词: 衣食住行；自我照顾；衣道；展示板；时装杂志 

 

「衣道」是一项业治疗师创作并且与病患者一起参与的活动。活动的目标是使病患

者更关注日常生活里「衣」的重要性。活动形式是把内容以创新形式表现在墙报板上。

首先，团队把主题命名为「衣道」，此名取材于曾经风靡全港韩剧「医道」的同音字，而

创作概念则以编辑时装杂志为指导思想。经过多番讨论，用了「衣之选」为杂志的名字，

介绍职业治疗如何帮助病患者选择穿衣服。 

我们请了一位院友拍了封面照，她穿了非常有活力的衣服拍照，把年青及有活力的

心境表现出来。希望这照片鼓励更多长者能通过选择适当的衣着保持心境青春。杂志里

有多篇文章：「取易不取难」介绍在拉炼头加上一小圈子，方便手功能不好的病患者；

「尿袋也穿衣」是鼓励病患者多外出、多参与社交活动，把他们觉得尴尬的尿袋打扮成

有个性的手袋！能同样道理，轮椅可被视为他们的战车或私家车；「一鈪恒久远，防失够

安全」介绍在手鈪上刻上病患者个人资料，帮助患认知障碍的长者走失了后找回家人，

也可作装饰之用；「好小器，帮到你」是介绍不同的穿衣辅助器，如扣钮或穿袜辅助器

等；「有理大学生，穿衣变简单」介绍香港理工大学 OT 学生设计的穿衣辅助器，有些还

在设计比赛中获奖！「个人形像指数」一项院友对个人形象样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衣着

服饰对个人形像很重要；「院友心声」分享院友在穿衣服时遇到的困难及他们解决问题

的心得。  

这杂志除了以平面图像去传达信息以外，还用了模型和手功艺制品来装饰整个墙报

板。例如利用玩具娃娃公仔模特儿作为蓝本，以新的方式表达职业治疗在衣服或穿衣技

巧上给病者的建议。例如如何改装衣服去收藏尿袋、压力衣的使用及利用不同的物料及

设计以方便镶有外固定架的骨科病人穿衣等。除此以外，我们更利用精神科院友所制作

的陶瓷人型公仔，并让他们设计及创作理想衣物的穿撘。整个展示板都用上了不同的创

新意念去吸引读者注意，并加深他们对职业治疗的认识。 

总结，「衣之选」是一本专为我们院友所出版的时装杂志，展示板内显示的杂志内容

则以提供信息为主，主要是一些衣服改装、穿衣工具等，使读者了解病者在穿衣方面可

以有更大的自主及独立性。病患者除了对「衣」关注外，还可锻炼支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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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之选」各主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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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参与制作的手功艺 

 

活动/产品的创新点: 

教育及信息推广的展示板以一本时装杂志及玩具娃娃公仔模特儿的概念去表达，更特

意邀请病者亲身担当模特儿去参与拍摄工作。此外，也利用了问卷去了解院友们对穿

衣、各式衣服及自我形象的看法。这种将展示板与时装杂志合二为一的表达方法既能

增加趣味，吸引读者的注意，也能提升病者在日常生活的参与程度。 

 

 

重新组合: 

设计衣屐改装 + 展示板 + 时装杂志 + 玩具娃娃公仔模特儿 + 时装界表达手法 

= 趣味性 + 吸引目光 

 

 

病患者参与的目标: 

1. 获得有关穿衣或改装衣服的信息 

2. 了解职业治疗师如何透过改装衣服、利用穿衣工具等 

作为治疗媒介，加强病者的参与 

3. 提升病者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 

4. 多动脑筋，发挥创意 

 

 

OT 的角色: 

1. 提供信息平台 

2. 利用有趣的方法去灵活展示有关信息 

3. 透过问卷去了解病者对穿衣或者衣服及自我形象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