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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藝雅集 

韓凱月，薑淑禎 山東中醫藥大學 康復學院 OT 方向 學生 

關鍵字:六藝；治療性作業活動；活動設計；活動分析 

2020 年 
1 月號 

六藝是周王官學要求學生掌握的六種基本才能，正如《周禮·保氏》所記載：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六藝：一曰五禮，二曰六樂，三曰五射，四曰五禦，五曰

六書，六曰九數[1]。中華五千年文明發展史，“六藝＂逐漸演變為古人為實現品

德、體能、學業的全面發展所需學習的六種基本技能。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六藝＂理念，同樣適用于現今有特殊需求的群體。我們

把古代“六藝＂簡化改編為六項治療性作業活動，並將其設計成為生理功能障礙

者、心理社會障礙者與健康人士可以共同參與的團體集會[2]，取名——“六藝雅

集＂。 

無論參與者身體目前處於何種健康狀態，在“六藝雅集＂中，我們一樣可以

共同傳承，共同參與，共同發展，共創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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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                      

一、活動名稱：禮—茶禮 

二、設計思路 

《周禮》之“禮＂博大精深，其中“茶禮＂則較為簡單實用，本此活動設計引用 
“簡易泡茶法＂演繹表現“禮＂之道。 

三、活動設計 
1.器具：桌、椅、水壺、茶具。 

2.步驟：1)打開包裝，取出茶具  2)擺好杯具  3)倒入茶葉  4)倒入熱水  5)取出過濾網  
6)倒出茶湯 7)品飲清茶 

四、活動分析 

運動本事：穩定、姿勢、拾物、抓握、移動、協調、耐力。 

完事本事：啟動、挑選、使用、順序、組織、專注、結束。 

社交本事：發言、順暢溝通、情緒表達、袒露、對視、空間[3]。 

“茶禮＂可以幫助個案學習傳統禮儀、放鬆身心。做茶的過程緩慢優雅，對於

患有心理社會障礙的個案有助於轉移注意力，茶香沁人心脾，令人全身舒緩。 

 

2020 年 
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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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 

一、活動名稱：樂—古琴樂 

二、設計思路 

《周禮》之“樂＂本是詩樂舞合一的大型舞 

曲，本此活動設計引用“古琴彈奏＂展現古風 

“樂＂之唯美。正所謂，琴者，樂之統也。  

三、活動設計 

1.器具：琴桌、坐墊、古琴。 

2.步驟： 

1)擺琴：①琴頭放在琴桌外,用右手托住琴軫邊上四指的距離，方便旋轉調琴軫；

②琴凳的高度，以手臂自然下垂放在琴面上 45°為適宜。   

2)身坐：①身體做在琴凳的一半左右，距離琴桌兩拳距離；②身體的中線正對琴的

第 5 徽或 4 徽半的位置。 

3)彈奏：①沉肩墜肘，即肩膀自然放鬆下垂，不要緊張聳起；②左手按弦，分別為

大指按弦、名指按弦、中指按弦、食指按弦；③右手彈撥，分別為挑、勾、抹、

剔、摘、托、劈。 

四、活動分析 
運動本事：力線、穩定、姿勢、手指屈伸、協調、耐力。 

完事本事：啟動、使用、節奏、繼續、專注、結束。 

社交本事：空間、身體趨勢、情緒表達。 

古琴音乐曲调平静舒缓，可以帮助患有焦虑障碍的个案，缓解焦虑、紧张的

情绪；上肢功能良好的个案（如盲人），也可学习演奏简单的古琴曲，这有助于

增加社交机会，提高个案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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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一、活動名稱：射—投壺遊戲 

二、設計思路：  

《周禮》之“射＂為射箭，是古人訓練體能和技藝的方法。它不僅是中國古代“六

藝＂之一，也是現代運動會中不可或缺的體育運動項目，更是一種文化，正潛移默

化地影響著東亞各個民族。本此活動設計引用“投壺遊戲＂揭示展現古之“射

義＂。 

 

三、活動設計 

1.器具：壺筒、箭羽。 

2.步驟： 

1)擺壺和站位：每兩人 PK,每人四支箭，一方站左邊，另一方站右邊，在距離壺一

米的位置開始投射（人與壺的距離可根據比賽場地大小，做靈活調整）。         

2)投擲箭羽：要求全身放鬆，兩腿開立、與肩同寬；施力要輕柔，不可急躁。 

3)遊戲評分：兩人以上或兩組進行比賽時，每人或每組分配 12 支箭，三局兩勝

制，以箭頭入壺為中（即“順投＂），方可計分。參賽者須依次進行投矢，搶先連

投者，即使投入再多也不予計分。四箭投完、比賽結束，裁判計算分值。勝方接受

獎勵，負方接受喝飲料酒水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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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規則]①第一箭投入，計 10 分（第一箭投入，叫“有初＂）。②第二箭投入，

計 5 分。③第三箭投入，計 5 分。④第四箭投入，計 20 分（第四箭投入，叫“有

終＂）。⑤第一箭未入，二、三、四箭皆入，加 1 分（此情況叫“散箭＂）。⑥箭

未完全入壺，叫“倚竿＂，不計分。⑦箭尾入壺，叫“倒中＂，不計分。 

 

四、活動分析 

運動本事：力線、穩定、姿勢、操作、協調、校準、耐力。 

完事本事：啟動、專注、使用、定位、調節、結束。 

社交本事：空間、身體趨勢、鼓勵、回應、溝通。 

投壺遊戲可提高肩前屈功能、上肢肌力、手指捏力、自動態平衡等。遊戲可以明顯

提高個案訓練的積極性。 

 

御 

一、活動名稱：御—地圖迷宮遊戲 

二、設計思路： 

《周禮》之“御＂為古代駕車技術，也是古人訓練體能和技藝的方法。本此活動設

計將大型的“御＂之活動簡化為主要訓練手部功能和認知的“地圖迷宮＂遊戲[4]。 

1. 器具：不同形狀、大小的馬的擺件，不同顏色、不同形式的手繪迷宮，骰子。 
2. 步驟: 
1) 兩人選擇喜歡的迷宮（可從簡單到複雜） 

2) 兩人輪流擲骰子決定行進線路（底部分為 1-6 號入口），行進路線的顏色。 
3) 選擇自己喜歡的馬，沿選定的路線向前行駛，遇到自己所選的行進顏色可繼續前

進，遇到不同顏色則停止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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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路上停止前進後，可擲骰子決定回到起點（大於三點）或跳過此路線，向後退

一步，選擇其他路線。 
5) 最先到達頂部宮殿者獲勝。 
三、活動分析 
運動本事：穩定、抓握、協調、彎曲、校準、操作。 

完事本事：專注、挑選、啟動、順序、結束、查找。 

社交本事：順暢溝通、對視、空間、接觸、情緒表達、聽從。 

地圖迷宮遊戲可以根據個案手的靈活程度，選擇不同難度的地圖迷宮遊戲，在鍛煉

手的精細運動的同時，增加與人的互動，鍛煉社交能力。色彩豐富設計多樣的地圖

也可達到增加治療趣味性的目的。 

 

書 

一、 活動名稱：書—毛筆書法 

二、 設計思路： 

《周禮》之“書＂為文字的構造法則，本此活動設計將“書＂引申簡化為當代針對

精細動作、修養身心的毛筆書法作業治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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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設計 
1.器具：毛筆、白紙、墨水、臨摹帖、硯臺。 

2.步驟： 

1）選擇自己想要臨摹的書帖。 

2）將墨水倒在硯臺裡。 

3）用毛筆蘸墨，在白紙上臨摹。 

4）寫完後，與周圍人分享交流。 

四、活動分析 

運動本事：穩定、姿勢、抓握、彎曲、協調、移動、流動。 

完事本事：節奏、專注、挑選、使用、查找、結束。 

社交本事：空間、接觸、情緒表達、發言、致謝。 

書法作品常使用繁體字，識記繁體字，有助於個案記憶力的提高；書寫過程還

可以幫助個案提高注意力。綜合來說，練習書法有提高個案認知能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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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一、活動名稱：數—占卜遊戲  

二、設計思路： 

   《周禮》之“數＂為“算數＂，相當於現在的數學的一些計算，本次活動設計將

與《周易繫辭上傳》中記載的占卜方法“大衍筮法＂結合，簡化改編為簡單易懂的

占卜遊戲。 

四、活動設計 
1. 器具：50 根筷子。 
2.步驟： 

1）平心靜氣，專注的在心中默念想算的事情。 

2）取出一根筷子，放置一旁；剩餘部分隨意分為兩堆，取左手邊一根筷子，夾於指

縫；分別按四個一組數兩堆筷子，將左右餘出的木棒分別夾于其餘指縫。 

3）上述過程重複多次，得出卦象並對照資料和通過治療師解釋來解釋卦象。 

四、活動分析[5] 

運動本事：穩定、拾物、抓握、操作、校準、節奏。 

完事本事：專注、使用、聽從、節奏、順序、查找、注意。 

社交本事：順暢溝通、對視、空間、提問、回應、規範、發言。 

占卜遊戲可以激發個案的好奇心和恭敬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使患者較為安靜

平和地完成過程；對顏色失認的患者，可將木棒塗上不同的顏色，進行視覺刺激，

促進患者的恢復；本活動對筷子的擺放位置有固定要求，治療師可以在遊戲中提

示、引導患有單側忽略的個案，改善其單側忽略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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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學年期間，我們完成了《作業治療分析與技術》的課程學習。課上，我

們學習治療性作業活動設計和分析的基礎理論知識，課下，小組設計功能性活動

且針對性地展開分析，理論與實踐相結合，以使我們造就 OT 本事。本次我們以

六藝為主題，第一次在課堂之外獨立 

運用所學展開對活動的設計與分析，收穫頗多的同時也探究到自身的不足之處。

作為作業治療專業的一名學生，我始終堅持用 OT 視角體驗生活、看待世界，始

終懷揣全面、以人為中心的 OT 理念。運用 OT 兩大法寶，專注於對個案而言最

有意義的技能發展，調動參與積極性，輔之以環境改造，使個案在做事中練就生

活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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