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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作業治療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楊永紅，王鳳怡，張天麒，林洋，張仁剛，李定艮，左京京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occupation”是指佔用時間、空間，為個人生活帶來意義和目的而

進行的各種活動的總稱。包括人們需要、想要和被期望做的所有事情。不

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角色，從事的作業活動也因此各異。關於作業有多種定

義方式，但是無論是哪種方式的定義，該詞都涵蓋了一個人一生所做的一

切。一個人作業活動的受限或者擾亂將直接影響個人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參

與，進而影響個人的生活品質。2020年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病肺炎（COVID-

19）大流行造成巨大的破壞性影響，給我們的衛生系統和社會都帶來了極

大的衝擊和挑戰，除了新冠肺炎本身所致的嚴重後果，因疫情防控所需的

各種應對措施為社會和各行業都帶來了極大的挑戰。COVID-19 大流行對

人們獲取和從事其作業活動的方式造成了影響，如獲取資源、日常生活活

動、工作、通訊、人口流動、社會隔離、流離失所、心理健康和福祉等受

到不同程度和方式的限制。  

面對如此重大的變故，作業治療的關注點不應只聚焦直接受疫情影響

的患者的軀體心理障礙，更應包括間接受到影響的老年人、不能接受康復

的功能障礙者以及整個人類作業和生活的影響。除了在醫療衛生領域，作

業治療教學以及科學研究也應該順應形勢變化，針對疫情的挑戰，變被動

為主動，抓住疫情背後的機遇，在後疫情時代為作業治療帶來新的跨越和

發展。 

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作業治療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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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OVID-19對作業治療醫療服務的影響 

新冠疫情讓全球人口的作業活動都受到了不利影響。有些人失業、有

些人因疫情管控只能居家辦公、孩子們不能順利回歸校園，老年人群在新

冠疫情中更為脆弱，因此由於被保護從而更遠離對他們可能有意義的工作，

如看望孫輩，參與社會活動和休閒。總的來說，全球範圍內的大流行和隔

離不僅把所有人關在家裡，而且制約和限制了人們開展從事自己的職業活

動。 

1.1.1 COVID-19對服務物件的影響 

疫情防控主要措施包括諸如穿戴隔離防護用具（口罩等），保持安全

的社交距離，避免聚集和接觸等。這些隔離措施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有效的

阻斷了疫情的傳播，但是對部分作業治療服務物件卻造成重要影響。外出

佩戴口罩並不是對所有人群都適用，2歲以下兒童；有呼吸困難的人；失

去知覺、喪失行動能力或無法在無人協助下取下口罩的人；認知、智力、

發育、感官和行為障礙者，不能正確地戴口罩或不能忍受者；這部分人群

因此可能需要採取特別關注，給予適應和替代口罩的策略，否則他們的出

行和參與活動將嚴重受到限制。此外，依賴讀唇語交流的人，戴口罩可能

會有交流困難。保持有效社交距離對於行動受限或日常生活活動依賴無法

避免與其他可能感染的人密切接觸的人；在理解資訊或採取預防措施如洗

手和社交距離方面有困難的人；那些可能無法傳達疾病症狀的人都會在疫

情防控中受到極大限制。除了物理限制，心理精神方面也受到影響，服務

物件可能因擔心自己和親人的健康；擔心經濟狀況或工作/社會支持；隔

離期間生活方式擾亂導致的睡眠或飲食模式的改變；伴發慢性健康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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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精神健康狀況惡化；煙草/酒精和其他物質的使用增加等問題，

繼發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 

1.1.2 COVID-19對作業治療服務實施的影響 

COVID-19 大流行期間，一系列在醫療衛生機構採取的防控措施對作

業治療服務造成了較大影響。早期疫情形勢嚴峻階段疫情防控導致國內大

量的非緊急醫療服務一定範圍內暫停。防疫措施包括非必要不外出，醫療

機構內也對部分非緊急醫療服務進行了調整。大部分康復患者多數處於疾

病相對穩定的康復期，常規康復服務因此受到限制，部分患者不得不在家

自行康復；門診患者也因治療分區管理、避免交叉等措施導致大部分患者

僅能接受最基礎的康復服務專案，而其他需要和住院部共用設施的治療項

目無法順利進行；在院的危重症康復患者中，因隔離措施需要，接受的康

復服務專案也有一定限制，康復療效因此受到一定的影響。此外，住院患

者陪護和家屬的探視制定改變導致部分患者家庭參與和親情支持受到一

定程度的影響，從而給患者心理和情緒帶來不良影響。 

1.1.3 COVID-19對作業治療服務內容和形式的影響 

疫情防控期間，作業治療服務內容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作業治

療常用的團體治療活動因需要保持合適的人際距離而受到限制，大部分服

務機構因此取消了團體治療，採用一對一單個治療為主。取消團體治療對

精神心理領域作業治療服務造成較大影響，這部分患者更多的需要以團體

互動、社交活動等訓練為主。新冠疫情對作業治療在重症康復、心肺康復

中的應用也提出了新要求，針對這類特殊患者如何幫助他們重返有意義的

作業活動，如何更好的回歸家庭和社會， 對我們的作業治療服務內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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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本次疫情中，各類不同的職業都因疫情防控受到

了擾亂，如何對健康人群提供科學合理的作業活動分析和活動改良以及環

境調適都是作業治療專業人員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還有，疫情致使線下

康復受到影響，線上諮詢和線上康復需求空前，但是受限於足夠的遠端康

復基礎積累不足，大部分線上康復措施無法落地。 

1.1 COVID-19對作業治療教學的影響 

疫情原因，大部分作業治療教學院校無法如期返校，學生教學工作因

此受到限制。大部分學校不得不採用線上教學、線上實習等形式實施教學

工作。但是，由於學生所處的地理位置、線上教學的可及性和可操作性受

到了挑戰。部分偏遠地區學生無法有效連接到網路，或者網路通暢程度不

足以完成即時線上教學所需的流量；大部分學生原本只是寒假期間短時間

返家，故沒有提前備齊教學所需資源，甚至家裡無電腦、無書籍等硬體資

源，對線上教學提出嚴峻挑戰；此外，對於教學主體單位來說，線上教學

對師資電腦資訊技術有一定要求，各種線上教學平台使用、電子教學資源

的使用、線上教學實施等環節對部分教師提出了挑戰；教學管理部門應對

大規模線上教學所需的措施也遇到嚴峻挑戰，教學品質的保證、教學資源

的獲取、考核考評的實施以及品質保證、線上教學的參與情況等均需要政

策層面制定應對措施和制度。作業治療是一門臨床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

實踐教學以及臨床實習工作轉為線上更需要審慎對待。此外，線上教學過

程中涉及到的倫理、安全、隱私等方面內容也需要考量。部分在臨床實習

的學生的疫情防控和線上線下兩種模式的實踐教學的考評等都是挑戰。除

了院校教育，作業治療繼續教學也受到限制，各種學術交流以及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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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班暫停，作業治療從業者的自我提升之路受到影響。除了教學，畢業

生升學和就業也是疫情下的重災區，畢業推介、人才招聘宣講、線下面試

等工作都不同程度的擱淺，各大院校都面臨就業率低迷的困境。 

除了對作業治療教學實施的影響，疫情對作業治療教學的內容也提出

了新要求。新疫情要求醫學生具備一定的傳染病相關知識，掌握傳染病防

控相關政策和防控措施，尤其是在從事一線醫療服務過程中，必須嚴格實

施感染防控措施。總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作業治療教學提出的挑

戰絕非一時權益之計可以解決，需要從長遠的考慮和計畫。 

1.3 COVID-19對作業治療科研的影響 

作業治療科研也需要關注新冠所帶來的問題，當前的全球大流行和隔

離促使科學家、研究人員、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各種其他利益攸關方提

出立即和可持續的長期解決方案。作業治療應該致力於研究如何幫助不同

年齡的人從事/重返有助於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有意義的作業。一系列的工

作需要更多的研究證據支援：①研究感染傳播風險較高、中等和較低的職

業類別，並根據需要制定疫情下不同職業工作安全指導原則；②對具體從

事的各種職業，提供科學知識和支援以減少、預防和控制 COVID-19 的傳

播；作業治療師可以分析那些傳播風險較高的職業，並找出潛在的解決方

案，以安全地重啟這些職業的服務，最大限度地預防傳染；③探索切實可

行的解決方案，以確保個人在日常環境中調整或適應作業活動時保持身體

距離、衛生和使用個人防護裝備；④發揮作業治療師在適應和改良環境方

面的技能，提出創造性的隔離可行方案；⑤協同公共衛生應對，重點關注

醫院、居家照護、康復中心以及特殊教育機構等多種情況下的安全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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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 COVID-19 管理中的醫療結局作出貢獻；⑥探索在複雜職業情況下

的代償和適應方案。如:為了重新開始教育服務，作業治療師可以確定和

分析所涉及的工作人員的各種職業(教師、管理員、支援人員以及他們在

真實環境下的要求)，以提供策略，確保安全有效的教育服務等。 

2. 後疫情時代作業治療的機遇和挑戰 

作業治療和作業科學旨在幫助人們從事有意義的作業，以促進他們的

健康。當我們從生物、心理和社會角度看待失能時，很顯然由於 COVID-19

的流行，整個世界目前正在經歷一種暫時形式的失能。作業治療無論是應

對當前這種流行病的情況，還是對未來衛生和社會保健研究、政策、實踐

和教育都具有重要意義。 

2.1 革新作業治療服務內容和形式 

冠狀病毒病肺炎具有高度傳染性，這種快速傳播需要採取廣泛的社會

隔離措施。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暫停了非緊急醫療措施，其中就包括作業

治療。老人及功能障礙需要康復患者的社會距離、康復機會和體力活動減

少，加劇這一人群的行動障礙、殘疾和虛弱。因此改變治療模式，從面對

面的治療形式到遠端康復、增加家庭干預措施等遠距離的康復方式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大大增加，將面對面治療擴展到使用遠端醫療和網路平台,並

將遠端康復活動融入日常生活。康復將面對診療分級、分層下沉的服務形

式變革；全週期康復，突破時空限制的服務內涵變革；“醫學+資訊”的

發展將催生智慧醫療、線上服務模式的提前開發。未來，遠端線上康復需

要解決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實踐相關的法律法規、線上服務的保險報銷、

治療方式、可靠有效的療效評價工具和可穿戴設備的整合、互聯網連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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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數位素養、有效的線上治療程式和專案等。通過此次疫情的爆發，我

們需要嘗試進行推廣、整合及收集資料。為未來的康復模式的改變奠定基

礎。 

2.2 重構課程體系，革新教學方式 

疫情對作業治療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傳染病是嚴重影響人類健康

的衛生問題，未來的人才培養中需要考慮公共衛生等學科課程的融合，培

養的專業人才應當具備應對突發衛生事件的能力，具備在人類社會遭受重

大衛生事件威脅時替身而出的職業素養和職業精神。本次疫情對教育最大

的影響即是大大加快了線上教學的發展腳步。未來的教育形式將更注重線

上與線下教學的結合；臨床實踐課程的線上化；院校間教學資源的共用化；

教師多學科知識技能的培訓；線上學習資源庫的建設和豐富；智慧教學軟

硬體的開發和引入。網路線上教學、線上臨床實踐、個性化學習，適應現

實情況學習和回饋、翻轉課堂等形式的教學新探索在作業治療教學中將進

行大規模的應用。 

2.3 作業治療科研需點面結合發展 

新冠疫情對現代資訊技術在醫療中的應用進程大大加快，未來康復的

大趨勢將得益於大資料、雲計算、人工智慧，康復服務模式將向遠端化、

移動化、智慧化發展。科研工作需要緊跟時代發展的大趨勢，將科技革命

的成果應用到專業服務中，為民眾提供最優的康復服務。後疫情時代，作

業治療相關科研將步入兩種模式（圖 1&圖 2），一種是科技革命成果在康

復領域的應用，尋求最佳的證據以支持更好的康復療效；另外一種將是康

復服務模式的變革，服務方式的革新有利於全週期康復服務的推廣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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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保障更多民眾享有康復服務，提高人群的整體生活品質和福祉。 

       

圖 1：未來康復新技術研究方向 

 

圖 2 康復服務模式研究方向 

 

目前,疫情防控進入新常態,守護健康將是永恆的主題。COVID-19疫情

給作業治療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並存，更多作業治療同行開始思考，後疫情

時代作業治療應該如何調整和發展以適應新的時代背景。我們唯有聚焦當

前的問題，深入分析，總結經驗，尋求變革，為後疫情時代作業治療發展

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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