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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叨”的爱 -- 脑卒中后患者 ADL 活动提醒 APP 

李敏  中日友好医院  作业治疗师 

关键词: 脑卒中；ADL 活动；安全性及技巧性提醒；自我效能 

 

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大部分脑卒中患

者都遗留了不同程度的日常生活能力障碍，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也给照护者增

加了不小的负担。自我效能水平是预测脑卒中后生活质量的有效指针
（1）
。自我效能理论

源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完成既定行为

目标所需的行动过程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
（2）
。研究标明辅助器具在日常活动活动作

业疗法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个体能力障碍，提高生活质量
（3）
。 

脑卒中后患者学习能力普遍有所下降，治疗师教授给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技巧需多

次重复，学习效果也不尽相同。当这种需要多次重复的情况出现在家庭环境中时，往往

以不良沟通为结尾。所以期望能够有一款 APP，针对脑卒中患者提供每日日常生活能力

技巧性及安全性提醒，寻找了整个网络并没有针对脑卒中患者这一群体的提醒软件。所

以将我的想法整理如下。 

本产品名称叫做“唠叨”，是给患者和（或）照护者提供针对脑卒中后 ADL 具体的

管理及实施建议。软件预先提供了多条针对起床、穿衣、上下楼梯等各项具体活动的建

议，家人通过智慧手机下载该 APP，个性化自订病患需要被提醒的事项、信息、时间。

提醒方式通过语音播报+文字显示呈现。语音预设是计算机生成音，也可以由家人录音，

增加家人之间情感交流，录音内容可以是软件提供的活动建议，也可以是其它个性化的

内容。因为是 APP，使用此软件的场景不局限于室内，覆盖了患者外出文体活动、购物

活动等的活动需求。软件除提供血压监测提醒、血糖监测提醒、服药提醒等健康管理部

分外，还增加了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的活动引导，例如“积极与家人沟通，说出您想吃

的晚餐”，“给在准备晚餐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家人和（或）自己点赞”“患手不能完成

吃饭活动的时候，鼓励您用健手完成，给您的表现点赞”“鼓励您多多表达，表达方式

可以是文字、语言、歌曲、肢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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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基本思路框架已构成，现正在进行了软件开发当中。 

     

     

指导我完成这个想法的基础理论是 ICF，通过 ICF 理论我认识到限制患者的每日作

业活动表现的不仅仅是身体功能和身体结构层面。有无良好的社会基础建设环境及人文

环境，有无良好的作业活动技巧都将影响到患者的积极性及表现。所以我将作业表现、

生活能力重建、活动管理及活动技巧这些成分进行重新组合，构思出了这款 APP。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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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能够有思路，有技巧，有兴趣的参与到每日日常活动中，增加自我效能感，同时减

轻照料者的负担。创造出有奔头、有希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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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产品的创新点: 

（1）专业针对脑卒中后病患提醒 

（2）将提醒信息软件程序设计后自动播放减轻照料者的负担 

（3）活动时间和活动项目相关联，增加患者日常生活自我管理意识 

（4）使用场景不局限于室内 

（5）提醒信息内容可选择亦可自订（例如家人录音，增加情感交流等） 

 

重新组合 

 组合：作业表现 + 生活能力重建 + 活动管理和技巧 + 自我效能 

 理论基础：ICF 

 

病患者参与的目标: 

（1）有思路，有技巧，有兴趣的参与到日常活动活动中 

（2）减轻照料者的负担 

 

OT 的角色: 

将 ICF 理论实际运用到患者日常生活中， 

为患者提供有利于活动提高和个人参与的软件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