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業治療服務在醫科院校心理健康領域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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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相較於國外作業治療服務在大學校園心理健康服務的成熟發展，國內

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中作業治療服務確是空白。從2108年我國內地作業治療人
員從業現狀的調查與分析的結果來看，作業治療師主要工作領域為神經系統
疾病;工作在精神心理領域中僅為6.47%2，而這些人當中在高校中從事心理
健康作業治療工作的人更是為零。因此這塊領域更值得我們去探究作業治療
服務在國內大學校園裡心理健康工作中的角色及其可行性。為之後切實在大
學校園裡開展作業治療服務及構建更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提供有力依據。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使用問卷星生成資料進行瞭解、分析研究大學生心理健
康問題的特點及普遍性，結合作業治療服務的內容及特色，為重新構建大學
生心理健康工作服務模式提出新的方法和舉措。

關鍵字：大學生心理健康，作業治療服務，PEO模型

壹、國內外作業治療服務在高校開展的現狀
1.國外作業治療服務在高校開展的情況

西方國家，早在18世紀就有精神科醫生運用作業活動的技術對患者進
行治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康復醫學的興起，尤其是全面康復
觀念的提出，作業治療的工作重點由對精神病的治療發展到對殘疾的
康復治療上，著眼於身體功能的恢復及職業和勞動能力的恢復，而作
業治療師在醫院、學校、社區等都有分配。近年來作業治療發展很快，
在基礎理論、作業的分析和選擇、新技術的開拓、新的治療性作業理
論研究、作業療法的縱向分科發展、作業治療與各學科配合以及作業
療法在保健和康復中的應用等許多方而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除了一些
普遍的領域，很多OT都走進了校園，通過早期宣教、設計作業活動以
及環境改造等方式減低了心理疾病發生率。例如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作業治療系的師生很早開始將作業治療服務同大學生心理健康工
作相結合，在校園內開展作業治療在心理健康領域中的服務，並取得
很好的效果。

2. 國內作業治療服務在高校開展的情況
近幾年來，大學生出現心理問題的情況越來越多，各高校學生工作處
也越來越重視學生心理健康情況。教育部印發《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
康教育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要求健全心理危機預防和
快速反應機制，建立學校、院系、班級、宿舍“四級”預警防控體系，

1.昆明醫科大學康復學院 雲南 昆明 650500。
2.閆彥寧,楊永紅,蘆劍峰,李奎成,胡軍,劉璿,林國徽,陳少貞,胡岱.我國內地作業治療人員從業現狀的調查
與分析[J].中國康復醫學雜誌,2018,33(07):8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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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心理危機幹預工作預案。主要任務包括：把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納
入學校整體教學計畫，對新生開設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課；通過舉
辦心理健康教育月、“5·25”大學生心理健康節等形式多樣的主題教
育活動，增強心理健康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設立心理發展輔導室、
心理測評室、積極心理體驗中心、團體活動室、綜合素質訓練室等，
積極構建教育與指導、諮詢與自助、自助與他助緊密結合的心理健康
教育與諮詢服務體系；建立心理危機轉介診療機制，暢通從學校心理
健康教育與諮詢機構到校醫院、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的心理危機轉介綠
色通道，及時轉介疑似患有嚴重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學生到專業機構接
受診斷和治療3。國內高校各自建立了心理諮詢平臺並開展一些心理教
育活動，但成效不明顯。在這些諮詢團隊中，主要是由心理專業或非
專業人士進行管理。國內的作業治療未受到社會足夠重視，不僅僅是
思想意識的問題還有各學科之間的合作問題，但是隨著國際趨勢的發
展，近幾年我國的作業治療也發展迅速，但學校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從
未涉及。現在的教育團隊模式依然老化陳舊，心理治療團隊更是單一。
因此，相比較國內外作業治療的發展現狀，從國外成功的案例中借鑒
經驗尋找適合我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團隊的模式和方法，調整心
理健康工作團隊人員和完善工作團隊模式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事情。

3. 作業治療在心理健康領域中的服務模式及內容
作業治療服務建立在以服務物件為中心的模式以及基於作業治療的模
式上,為心理健康的個案提供生物-心理-社會範疇的全面康復評估及訓
練。其內容包括為個案提供團體治療、單獨治療。團體治療:包括社會
功能訓練、心理健康教育、情緒壓力管理、興趣愛好培養、認知功能
鍛煉和體能訓練等45。

貳、物件與方法
1. 對象

以某醫科大學2017級基礎醫學專業及康復專業 1000名學生為研
究物件，網路回收問卷155份，有效問卷155份，回收率為15.5%；
155名調查對象中，男性54名，占34.8%，女性101名，占65.2%。

2. .方法
採用自製大學生心理健康及作業治療服務內容問卷，利用問卷星
線上問卷調查平臺，進行線上調查。

3. 統計分析
問卷星線上問卷調查平臺直接生成百分比進行分析。

3.呂汶聰 林蓓蕾. 大學生常見心理問題及幹預對策,《全科護理》2018.8（16）：24·2

4.錢維,陸江波,蘇彬,李達.無錫同仁國際康復醫院精神科作業治療服務模式介紹[J].中國康
復,2015,30(06):435-436
5.馬亮. 作業療法在精神疾病康復治療中的應用效果評價, 《基層醫學論壇》2018.5(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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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心理壓力主要來源包括就業問題
（32.26%）、學業壓力（26.45%）及人際交往困難造成的心理
壓力（15.48%），見表1；調查中只有12.26%的學生表示自己
現在的心理狀態良好，未有任何壓力和不適。同時在調查中發
現如果在校園裡開展康復作業治療服務，67.7％的同學願意參
加社交技巧訓練的小組活動，60.7%的同學願意參加壓力管理
的小組活動，也有65.81%的同學提出希望在校園內設立壓力減
壓室，可以供同學們使用，見表2。

表1 心理壓力主要來源

選項 小計 比例

人際交往困難 24 15.48%

角色轉換與適應問題 11 7.1%

學業壓力 41 26.45%

就業壓力 50 32.26%

家庭經濟壓力 10 6.45%

無壓力，心理狀態良好 19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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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同學願意參加的康復作業治療服務活動

選項 小計 比例

精神心理問題知識的培

訓
81 52.26%

精神心理問題的急救方

法培訓
81 52.26%

個人一對一治療 83 53.55%

壓力管理的小組活動 94 60.65%

社交技巧訓練的小組活

動
105 67.74%

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小組

活動
78 50.32%

壓力減壓室的使用 102 65.81%

三、對策及建議
結合調查結果、作業治療服務內容、特色及教育部提出的四級心理健康

防控體系，提出以下對策及建議：
3.1在宿舍及班級層面，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入作業治療的服務，包括：1、學
生資訊管理員和心理委員的精神心理疾病的普及及精神疾病的急救方法的培
訓2、通過小組活動、角色扮演、真實案例分享等活動進行精神心理疾病的
宣傳及宣導，改變學生對有精神心理問題的學生的態度，營造更具包容性的、
和諧的校園環境。
3.2在院系層面，作業治療的服務主要提供：1、對部分老師的精神心理疾病
知識的普及。2、通過小組教育的方式，讓學生找到壓力管理、時間管理、
社交技巧訓練等方法。而社交技巧的訓練也是同學們需求最大，最願意參加
的小組訓練活動。
3.3 在學校層面，作業治療的服務與大學心理健康服務站一同合作，處理解
決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主要包括：對學生進行面談、評估及幹預。值得一
體的是，在面談、評估和幹預的過程中與心理治療或心理諮詢大有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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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和心理諮詢主要注重解決學生的情緒心理問題。而作業治療則關注
學生生理、情緒、認知及精神等方面以及非常重要是關注他的作業活動表現，
發現影響其作業表現的主要問題，通過使用CBT、社會學習理論、行為治療、
意象訓練等方法解決問題，從而促進學生在某些受影響的作業領域的表現。

肆、限制
4.1上述的對策及建議在現階段還停留在理論階段，還需要切實在高校

中開展其服務內容，通過實踐檢驗該對策是否可行有效及困難和阻力。
4.2 由於高校中心理健康服務中心尚未聘用作業治療專業人員，對該對策

及建議的實施有一定的局限性及困難。對作業治療服務在高校中開展是一個
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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