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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与能力阶梯理论 
梁国辉 重建生活为本康复中心(香港) 

 

作业治疗以人的作业表现为主要关注、以促进作业能力为主要目标。能力一词

有广泛的含义，这词时常会跟其他词汇、如功能、表现、技能、技巧交叉应用，引

起混淆。因此，作为一个专业、作业治疗师要对人的能力概念有深入和科学的了

解。 

作业活动指人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作业能力就是有效从事日常生活的能力，

即生活能力。作业治疗文献中有专家提出能力是有不同层次的，作者尝试提出一个

名为“能力阶梯＂理论去命名及解释能力的不同层次。 

能力阶梯理论 是重建生活为本康复运作模式的核心理论之一。要有效实践重建

生活为本康复模式，必须充分了解及适当运用能力阶梯理论。 

理论简介 

简单而言生活能力（作业能力）是由下层的作业技能组成的，作业技能又是以

更下层的动作技能及器官基本功能组成的。人会在各种日常活动注入个人风格并养

成习惯，以满目自己及外界的要求，又在不同生活领域中，组织好自己的作业活

动，形成不同的生活角色。亦会在不同角色中投入不同程度的时间及精力，建立个

人的生活方式。把各层次能力由最基础的生理功能排列到最高的生活方式。两者中

间由下而上包含：生理功能、器官结构、器官功能、动作技能、作业技能、生活能

力、社会角色及生活方式八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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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定义 

生理功能指维持生命及正常活动的生理基础。器官结构是各器官机能的基

础。器官功能指个别器官的机能或功能，有: 视力、聴力、肌力、感觉、认知、构

音、交流等机能。表现出能看、听、动、集中、说、想 、明白等能力。 

动作技能是由多种器官功能组合、加以学习规则与方法形成的技能，表现为

能翻身、坐起、转移、伸手、抓放、推拉、搬移、投掷、步行及肢体活动等技

能。 

作业技能指人有意识地协调多种动作技能、按自身或环境要求及活动性质、

学习特定规则与方法而产生的技能，用以完成简单日常任务。作业技能有三个维

度,包括肢体活动技能、活动组织技能和人际交流技能。表现为能拿起杯子、打开

瓶盖、送食物到嘴边、扭干毛布、挤出牙膏、穿上衣袖、系好鞋带、切肉切菜、

拨打电话、写字画图、剪贴图案等技能。 

生活能力(作业能力)指人在特定生活环境，结合多种作业技能组合而成的作

业活动能力、以满足生活各方面的作业要求。表现为能梳头洗脸、穿脱衣服、刷

牙洗澡、饮水进食、出行乘车、上街购物、订餐付钱、买菜做饭、进出的士、上

下公交、上班工作、消闲娱乐、运动体育、参加朋友聚会、照顾孩子起居、安排

家庭旅行、参加宗教活动等。 

社会角色指人在不同生活领域，组合各种生活能力、配合家庭及社会环境要

求及各种社会机会、加上个人生活目标抱负、形成的特定生活习惯及责任。 

生活方式指人有意识地组织各方面的生活角色、排列优次、安排时间、组织

生活内容、以满足个人及社会对自己的期望、成功地过自己想能过的生活、为生

命创造最大价值、满足感及幸福感。 

能力层次关系 

显而易见下面几层能力的生物性较强，中间几层较受个体因素影响，上面几

层较受社会因素影响。下层基本功能可支撑上层技能，上层生活能力要综合应用

下层技能与功能，但不完全受限于下层的功能障碍。人可在特定场所，透过学习

特定方法，克服下层功能障碍限制，学习适应性技巧，以新的方法完成生活所须

的作业活动，以满足生活、环境及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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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方式 

作业治疗 以作业活动为主要治疗手段。除作业活动及作业任务外，作业

治疗师也可利用促进性手法、运动、支具、甚至简单物理因子方法，如热敷与

冰敷等，为患者肢体作好准备，促进更有效参与治疗性作业活动训练。针对不

同层次的功能、技能与能力，作业治疗师要用不同的方式进行训练和促进,才
可保障理想的训练效果。各种训练方法列举如下 

器官结构：支具、压力衣垫 

器官功能: 作业任务、促进性手法、运动、基本功能训练、自主张力控制训

练、单物理因子方法 

动作技能: 作业任务、动作任务、运动、辅助主动训练、肢体活动控制训练 

作业技能: 作业任务、作业技能再学习训练 

生活能力: 作业活动、能力及习惯训练、作业方法及环境调适、体力节省法训

练、活动简化法学习、生活辅具应用学习 

社会角色: 生活重整课程、生活教练访谈、自行探索与实践 

生活方式: 生活重整课程、生活教练访谈、自行探索与实践 

社会角色: 生活重整课程、生活教练访谈、自行探索与实践 

生活方式: 生活重整课程、生活教练访谈、自行探索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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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环境 

合适的训练环境 可加强训练的效果，也可把所掌握的能力更容易地应用到

生活当中并养成习惯。下面列举出针对不同层次的能力的训练场景: 

器官结构: 治疗室、病房床旁、康复治疗室 

器官功能: 治疗室、病房床旁、康复治疗室 

动作技能: 病房床旁、康复治疗室 

作业技能: 病房床旁、康复治疗室、模拟家居 

生活能力: 康复治疗室、模拟家居、病房、医院环境、医院附近社区、患者家

居、患者生活及工作环境 

社会角色: 患者家居、患者生活及工作环境 

生活方式: 患者家居、患者生活及工作环境 

 

康复策略 

阶梯理论可让大众容易明白两种康复策略，即从下而上策略及从上而下策

略。从下而上康复策略是一种常见的医学模式策略，康复人员先专注患者基本

器官功能，评估及找出受损的功能、并加以治疗及训练，希望基本功能恢复

好，上层技能及生活能力便可相应恢复。 

重建生活为本康复则强调从上而下的康复策略。作为一名重建生活为本康

复治疗师，首先要有能力透过评估，对患者预后功能作科学客观的估计，再透

过访谈了解患者病发前的生活方式，或将来可能的最佳生活方式，与患者共识

长期及中期康复目标。其次，也应认定患者生活必须的生活技能，从生活能力

或作业技能层次开始训练，强调整体作业技能再学习，由技能训练带动下层对

应功能的恢复。同时也尽早促进健肢及患肢综合运用，最大化独立生活能力及

追求生活的意志。 

 



20 

 

 

中华 OT 电子期刊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2020 年 
1 月号 

 

 

结论 

阶梯理论是【重建生活为本】康复及作业治疗运作模式中的骨干理论。除解构

能力的多层次特性、提供一套多层次能力的命名系统、列出对应各层次能力的训练

方法、启示从上而下的康复策略，还有很多其他应用的方式。阶梯理论还可以指导

临床训练需求评估、制定平衡各能力层次的阶段性训练计划及提供全面康复治疗疗

效评估的框架，日后可再作详细讨论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