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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與能力階梯理論 
梁國輝 重建生活為本康復中心(香港) 

 

作業治療以人的作業表現為主要關注、以促進作業能力為主要目標。能力一

詞有廣泛的含義，這詞時常會跟其他詞彙、如功能、表現、技能、技巧交叉應

用，引起混淆。因此，作為一個專業、作業治療師要對人的能力概念有深入和科

學的瞭解。 

作業活動指人日常生活的各種活動。作業能力就是有效從事日常生活的能

力，即生活能力。作業治療文獻中有專家提出能力是有不同層次的，作者嘗試提

出一個名為“能力階梯＂理論去命名及解釋能力的不同層次。 

能力階梯理論 是重建生活為本康復運作模式的核心理論之一。要有效實踐重

建生活為本康復模式，必須充分瞭解及適當運用能力階梯理論。 

理論簡介 

簡單而言生活能力（作業能力）是由下層的作業技能組成的，作業技能又是

以更下層的動作技能及器官基本功能組成的。人會在各種日常活動注入個人風格

並養成習慣，以滿目自己及外界的要求，又在不同生活領域中，組織好自己的作

業活動，形成不同的生活角色。亦會在不同角色中投入不同程度的時間及精力，

建立個人的生活方式。把各層次能力由最基礎的生理功能排列到最高的生活方

式。兩者中間由下而上包含：生理功能、器官結構、器官功能、動作技能、作業

技能、生活能力、社會角色及生活方式八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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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定義 

生理功能指維持生命及正常活動的生理基礎。器官結構是各器官機能的基

礎。器官功能指個別器官的機能或功能，有: 視力、聴力、肌力、感覺、認知、構

音、交流等機能。表現出能看、聽、動、集中、說、想 、明白等能力。 

動作技能是由多種器官功能組合、加以學習規則與方法形成的技能，表現為

能翻身、坐起、轉移、伸手、抓放、推拉、搬移、投擲、步行及肢體活動等技

能。 

作業技能指人有意識地協調多種動作技能、按自身或環境要求及活動性質、

學習特定規則與方法而產生的技能，用以完成簡單日常任務。作業技能有三個維

度,包括肢體活動技能、活動組織技能和人際交流技能。表現為能拿起杯子、打開

瓶蓋、送食物到嘴邊、扭幹毛布、擠出牙膏、穿上衣袖、系好鞋帶、切肉切菜、

撥打電話、寫字畫圖、剪貼圖案等技能。 

生活能力(作業能力)指人在特定生活環境，結合多種作業技能組合而成的作

業活動能力、以滿足生活各方面的作業要求。表現為能梳頭洗臉、穿脫衣服、刷

牙洗澡、飲水進食、出行乘車、上街購物、訂餐付錢、買菜做飯、進出的士、上

下公交、上班工作、消閒娛樂、運動體育、參加朋友聚會、照顧孩子起居、安排

家庭旅行、參加宗教活動等。 

社會角色指人在不同生活領域，組合各種生活能力、配合家庭及社會環境要

求及各種社會機會、加上個人生活目標抱負、形成的特定生活習慣及責任。 

生活方式指人有意識地組織各方面的生活角色、排列優次、安排時間、組織

生活內容、以滿足個人及社會對自己的期望、成功地過自己想能過的生活、為生

命創造最大價值、滿足感及幸福感。 

 

能力層次關係 

顯而易見下面幾層能力的生物性較強，中間幾層較受個體因素影響，上面幾

層較受社會因素影響。下層基本功能可支撐上層技能，上層生活能力要綜合應用

下層技能與功能，但不完全受限於下層的功能障礙。人可在特定場所，透過學習

特定方法，克服下層功能障礙限制，學習適應性技巧，以新的方法完成生活所須

的作業活動，以滿足生活、環境及社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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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方式 

作業治療 以作業活動為主要治療手段。除作業活動及作業任務外，作業治療師

也可利用促進性手法、運動、支具、甚至簡單物理因數方法，如熱敷與冰敷等，為

患者肢體作好準備，促進更有效參與治療性作業活動訓練。針對不同層次的功能、

技能與能力，作業治療師要用不同的方式進行訓練和促進,才可保障理想的訓練效

果。各種訓練方法列舉如下 

器官結構：支具、壓力衣墊 

器官功能: 作業任務、促進性手法、運動、基本功能訓練、自主張力控制訓練、單

物理因數方法 

動作技能: 作業任務、動作任務、運動、輔助主動訓練、肢體活動控制訓練 

作業技能: 作業任務、作業技能再學習訓練 

生活能力: 作業活動、能力及習慣訓練、作業方法及環境調適、體力節省法訓練、

活動簡化法學習、生活輔具應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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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角色: 生活重整課程、生活教練訪談、自行探索與實踐 

生活方式: 生活重整課程、生活教練訪談、自行探索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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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環境 

合適的訓練環境 可加強訓練的效果，也可把所掌握的能力更容易地應用到生

活當中並養成習慣。下面列舉出針對不同層次的能力的訓練場景: 

器官結構: 治療室、病房床旁、康復治療室 

器官功能: 治療室、病房床旁、康復治療室 

動作技能: 病房床旁、康復治療室 

作業技能: 病房床旁、康復治療室、模擬家居 

生活能力: 康復治療室、模擬家居、病房、醫院環境、醫院附近社區、患者家居、

患者生活及工作環境 

社會角色: 患者家居、患者生活及工作環境 

生活方式: 患者家居、患者生活及工作環境 

 

康復策略 

階梯理論可讓大眾容易明白兩種康復策略，即從下而上策略及從上而下策略。

從下而上康復策略是一種常見的醫學模式策略，康復人員先專注患者基本器官功

能，評估及找出受損的功能、並加以治療及訓練，希望基本功能恢復好，上層技能

及生活能力便可相應恢復。 

重建生活為本康復則強調從上而下的康復策略。作為一名重建生活為本康復治

療師，首先要有能力透過評估，對患者預後功能作科學客觀的估計，再透過訪談瞭

解患者病發前的生活方式，或將來可能的最佳生活方式，與患者共識長期及中期康

復目標。其次，也應認定患者生活必須的生活技能，從生活能力或作業技能層次開

始訓練，強調整體作業技能再學習，由技能訓練帶動下層對應功能的恢復。同時也

儘早促進健肢及患肢綜合運用，最大化獨立生活能力及追求生活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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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階梯理論是【重建生活為本】康復及作業治療運作模式中的骨幹理論。除解構

能力的多層次特性、提供一套多層次能力的命名系統、列出對應各層次能力的訓練

方法、啟示從上而下的康復策略，還有很多其他應用的方式。階梯理論還可以指導

臨床訓練需求評估、制定平衡各能力層次的階段性訓練計畫及提供全面康復治療療

效評估的框架，日後可再作詳細討論與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