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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嘮叨”的愛 -- 腦卒中後患者 ADL 活動提醒 APP 

李敏  中日友好醫院  作業治療師 

關鍵字: 腦卒中；ADL 活動；安全性及技巧性提醒；自我效能 

 

腦卒中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病，日常工作中接觸到的大部分腦卒中患

者都遺留了不同程度的日常生活能力障礙，生活品質受到很大影響，同時也給照護者增

加了不小的負擔。自我效能水準是預測腦卒中後生活品質的有效指標
（1）

。自我效能理論

源於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自我效能感是人們對自身完成既定行為

目標所需的行動過程的組織和執行能力的判斷
（2）

。研究標明輔助器具在日常活動活動作

業療法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個體能力障礙，提高生活品質
（3）

。 

腦卒中後患者學習能力普遍有所下降，治療師教授給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技巧需多

次重複，學習效果也不盡相同。當這種需要多次重複的情況出現在家庭環境中時，往往

以不良溝通為結尾。所以期望能夠有一款 APP，針對腦卒中患者提供每日日常生活能力

技巧性及安全性提醒，尋找了整個網路並沒有針對腦卒中患者這一群體的提醒軟體。所

以將我的想法整理如下。 

本產品名稱叫做“嘮叨”，是給患者和（或）照護者提供針對腦卒中後 ADL 具體的

管理及實施建議。軟體預先提供了多條針對起床、穿衣、上下樓梯等各項具體活動的建

議，家人通過智慧手機下載該 APP，個性化自訂病患需要被提醒的事項、資訊、時間。

提醒方式通過語音播報+文字顯示呈現。語音預設是電腦生成音，也可以由家人錄音，增

加家人之間情感交流，錄音內容可以是軟體提供的活動建議，也可以是其他個性化的內

容。因為是 APP，使用此軟體的場景不局限於室內，覆蓋了患者外出文體活動、購物活

動等的活動需求。軟體除提供血壓監測提醒、血糖監測提醒、服藥提醒等健康管理部分

外，還增加了以積極心理學為基礎的活動引導，例如“積極與家人溝通，說出您想吃的

晚餐”，“給在準備晚餐活動中表現優異的家人和（或）自己點贊” ，“患手不能完成

吃飯活動的時候，鼓勵您用健手完成，給您的表現點贊”“鼓勵您多多表達，表達方式

可以是文字、語言、歌曲、肢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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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基本思路框架已構成，現正在進行了軟體發展當中。 

     

     

指導我完成這個想法的基礎理論是 ICF，通過 ICF 理論我認識到限制患者的每日作

業活動表現的不僅僅是身體功能和身體結構層面。有無良好的社會基礎建設環境及人文

環境，有無良好的作業活動技巧都將影響到患者的積極性及表現。所以我將作業表現、

生活能力重建、活動管理及活動技巧這些成分進行重新組合，構思出了這款 APP。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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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能夠有思路，有技巧，有興趣的參與到每日日常活動中，增加自我效能感，同時減

輕照料者的負擔。創造出有奔頭、有希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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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產品的創新點: 

（1）專業針對腦卒中後病患提醒 

（2）將提醒資訊軟體程式設計後自動播放減輕照料者的負擔 

（3）活動時間和活動項目相關聯，增加患者日常生活自我管理意識 

（4）使用場景不局限於室內 

（5）提醒資訊內容可選擇亦可自訂（例如家人錄音，增加情感交流等） 

 

重新組合 

 組合：作業表現 + 生活能力重建 + 活動管理和技巧 + 自我效能 

 理論基礎：ICF 

 

病患者參與的目標: 

（1）有思路，有技巧，有興趣的參與到日常活動活動中 

（2）減輕照料者的負擔 

 

OT 的角色: 

將 ICF 理論實際運用到患者日常生活中， 

為患者提供有利於活動提高和個人參與的軟體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