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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道 

曾慶濤  香港大埔醫院  職業治療師 

關鍵字: 衣食住行；自我照顧；衣道；展示板；時裝雜誌 

 

「衣道」是一項業治療師創作並且與病患者一起參與的活動。活動的目標是使病患

者更關注日常生活裡「衣」的重要性。活動形式是把內容以創新形式表現在壁報板上。

首先，團隊把主題命名為「衣道」，此名取材于曾經風靡全港韓劇「醫道」的同音字，而

創作概念則以編輯時裝雜誌為指導思想。經過多番討論，用了「衣之選」為雜誌的名字，

介紹職業治療如何幫助病患者選擇穿衣服。 

我們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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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境表現出來。希望這照片鼓勵更多長者能通過選擇適當的衣著保持心境青春。雜誌裡

有多篇文章：「取易不取難」介紹在拉鍊頭加上一小圈子，方便手功能不好的病患者；

「尿袋也穿衣」是鼓勵病患者多外出、多參與社交活動，把他們覺得尷尬的尿袋打扮成

有個性的手袋！能同樣道理，輪椅可被視為他們的戰車或私家車；「一鈪恒久遠，防失夠

安全」介紹在手鈪上刻上病患者個人資料，幫助患認知障礙的長者走失了後找回家人，

也可作裝飾之用；「好小器，幫到你」是介紹不同的穿衣輔助器，如扣鈕或穿襪輔助器

等；「有理大學生，穿衣變簡單」介紹香港理工大學 OT 學生設計的穿衣輔助器，有些還

在設計比賽中獲獎！「個人形像指數」一項院友對個人形像樣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衣

著服飾對個人形像很重要；「院友心聲」分享院友在穿衣服時遇到的困難及他們解決問

題的心得。  

這雜誌除了以平面圖像去傳達資訊以外，還用了模型和手功藝製品來裝飾整個壁報

板。例如利用玩具娃娃公仔模特兒作為藍本，以新的方式表達職業治療在衣服或穿衣技

巧上給病者的建議。例如如何改裝衣服去收藏尿袋、壓力衣的使用及利用不同的物料及

設計以方便鑲有外固定架的骨科病人穿衣等。除此以外，我們更利用精神科院友所製作

的陶瓷人型公仔，並讓他們設計及創作理想衣物的穿撘。整個展示板都用上了不同的創

新意念去吸引讀者注意，並加深他們對職業治療的認識。 

總結，「衣之選」是一本專為我們院友所出版的時裝雜誌，展示板內顯示的雜誌內容

則以提供資訊為主，主要是一些衣服改裝、穿衣工具等，使讀者瞭解病者在穿衣方面可

以有更大的自主及獨立性。病患者除了對「衣」關注外，還可鍛煉支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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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之選」各主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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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參與制作的手功藝 

 

活動/產品的創新點: 

教育及資訊推廣的展示板以一本時裝雜誌及玩具娃娃公仔模特兒的概念去表達，更特

意邀請病者親身擔當模特兒去參與拍攝工作。此外，也利用了問卷去瞭解院友們對穿

衣、各式衣服及自我形象的看法。這種將展示板與時裝雜誌合二為一的表達方法既能

增加趣味，吸引讀者的注意，也能提升病者在日常生活的參與程度。 

 

 

重新組合: 

設計衣屐改裝 + 展示板 + 時裝雜誌 + 玩具娃娃公仔模特兒 + 時裝界表達手法 

= 趣味性 + 吸引目光 

 

 

病患者參與的目標: 

1. 獲得有關穿衣或改裝衣服的資訊 

2. 瞭解職業治療師如何透過改裝衣服、利用穿衣工具等 

作為治療媒介，加強病者的參與 

3. 提升病者的溝通能力/表達能力 

4. 多動腦筋，發揮創意 

 

 

OT 的角色: 

1. 提供資訊平台 

2. 利用有趣的方法去靈活展示有關資訊 

3. 透過問卷去瞭解病者對穿衣或者衣服及自我形象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