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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合--轮椅外出购物训练 

王瑜  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  作业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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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作业治疗师，经常会被胸段脊髓损伤的患者问到这样的问题：“练了这

么久轮椅（技能），我还是不敢自己出去呀？” 

我问：“为什么呢？你的轮椅技能练习的很不错了，而且你不是和你家人经常出

去吗？” 

患者：“但是我害怕呀，一遇到困难就是他们帮我，根本没机会。” 

反思我们的训练方式，太过于局限在医院环境下的训练，那又如何帮助患者真正

的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呢？ 

按照重建生活为本的理念，我们目前训练形式停留在重建生活技能层面（轮椅技

能训练）上，要想真正的做到回归社会，那必须设计一项活动，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

与生活方式，同时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重建生活角色。 

在重建生活为本的理念中，利用生活化的训练活动及场景按照预定的路径 

可提升患者生活能力。所以我们针对胸段脊髓损伤并已掌握高级轮椅技能的患者开展

轮椅外出购物训练，重建生活能力与方式，促进患者与社会融合。 

活动前，我们先进行外出路线选择，将距离、障碍物的难度、安全性、商场的服

务设施等方面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其次进行活动计划书的书写，制定活动流程与注

意事项，然后向患者解释本次活动目的与内容，进行外出安全宣教，并让患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约好活动时间。 

活动当天，患者准时到达约定的地点和我们一起出发。本次活动的路线障碍难度

大于平时训练难度，多以组合形式呈现（5°斜坡加上 10cm 台阶、5cm 台阶加 10cm 的

宽沟、下三至四级台阶、长斜坡、商场的扶梯等，都需要患者挑战自我。 

 

  

 

在外出时总有行人过来围观，这无疑增加了患者们的心理负担，他们更需要战胜

害怕的心理，勇敢的挑战自我，走出畏惧，大胆微笑，向行人展示“我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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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外出遇到障碍物时，他们尝试失败后，病友间的相互鼓励让我很感动，

他们也很自信大方的与他人交流（商场人员），哪怕对方带着诧异的目光，他们依旧

回之以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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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我问了个问题：“参加这次活动后，您有什么收获或体会？” 

患者 1：我感觉这次活动还是挺好的，在户外训练可以尝试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尝试

过的，让我感觉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也不再那么害怕，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自己出

去。 

患者 2：在参加活动前，遇到障碍时会选择绕行啊不敢尝试。然后参加活动后也没

有想象中那么难，可以尝试自己出去。 

患者 3：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户外活动，可以收获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推荐其它

的病友一起参加，一起走出去，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生活，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人生不设限！ 

 

活动/产品的创新点: 

传统的轮椅技能训练一般是在医院无障碍环境下，通过设置各种障碍路面（台阶、斜坡、

草地、不平路面、电梯、水沟等）来进行轮椅技能训练，以提高患者的轮椅技能，更好的

回归社会和生活。这活动除了在传统的轮椅技能训练基础上，增加了社会融合、参与、自

我挑战、自我效能感等元素，形象直观的让患者将所学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更为直接的提

高患者的生活能力，重建生活方式，让患者融合社会，回归社会，重建生活角色。 

 
重新组合: 

生活重整 + 轮椅技能 +人际交往 + 社会融合 

按照重建生活为本的理念，利用生活化的训练活动及场景按照预定的路径提升患者生

活能力及生活意志建立成功、幸福、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以维持身体及精神健康，回

归家庭与社会。本次活动就是选取生活中的环境（普通街道、商场等），对患者的轮椅技

能进行训练，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同时在遇到困难时，通过向他人寻求帮助，提高解决

问题的能力，促进沟通交流，以便更好的达到社会融合，回归社会。 

 
病患者参与的目标: 

提高患者轮椅技能（生活能力重建）。 

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勇敢外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生活方式重建）。 

克服害怕心理，学会与陌生人沟通，回归社会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生活角色重建） 

 

OT 的角色: 

治疗师相当于生活教练，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将重建生活为本的理念更灵活地运用

在治疗干预中，让治疗更生活化，提升患者生活能力及生活意志，建立成功、幸福、愉快

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以便回归家庭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