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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作业治疗教学与临床实践

--南京医科大学OT课程授课特色分享
伊文超 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作业治疗学系 

南京医科大学作业治疗方向分流教学始自 2011 级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本科四年施行”

2+2”式的分方向教学，即在大学的前两年康复治疗专业学生集体授课，学习解剖、生理、评

定等基础课程；后两年分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方向教学，各自学习相关专业课程。但在分流

教学前，大二下学期开设《作业治疗理论》课程，供即将选择专业方向的学生对作业治疗有

初步的了解，以方便即将到来的分流方向选择。因为作业治疗不同于物理治疗，与传统医学

侧重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不同，作业治疗以患者为中心，关心的是多数人不会下意识地去思

考的看起来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作业治疗师所拥有的技能，虽然对需要作业治疗的人来说

至关重要，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不屑一顾。因此有必要在学生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专业方向之

前，对作业治疗及其哲学有一定的了解。 

本人有幸承担南京医科大学大二分流前的《作业治疗理论》课程负责人以及大四门诊手

外伤的作业治疗临床带教，承蒙黄锦文教授邀请，在此与各位交流课程及带教经验，望多指

教！《作业治疗理论》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包括作业治疗的起源介绍、作业的含义及其与健康

之间的关系、作业的领域与范畴、作业的哲学观点、作业治疗模式介绍（PEO、CMOP、MOHO、

KAWA）、作业治疗的流程和手段以及临床推理。目的是让学生对作业理论有初步了解，对作业

和健康生活的关系有所思考，对专业有初步的认同和归属，就如 19 级几位同学所言“在学这

门课之前，我对于 ot 的了解仅限于“pt 让人走到门前，ot 让人把门拧开”这种程度的概念⋯⋯

学完之后，我认为 OT 面对更多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作业不仅仅是填满时

间，而是充实并赋予生活意义⋯⋯活着可能不需要 OT，但要生活得快乐，离不开 OT⋯⋯”。 

《作业治疗理论》课程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以案例为线索阐述抽象的理论与哲学，实

验课以小组活动为形式，鼓励头脑风暴，同伴间互相学习促进，引起学生兴趣和好奇，并能

主动学习和发问，积极反思，查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1.以学生为中心。不同的学习者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教师如果能提前了解所教授学生的

学习方式，便可以根据学生的类型调整所教授内容的授课方法。在正式理论课程开始前，学

生填写学习方式问卷--VARK 调查表（见图 1. 下载地址 

https://vark-learn.com/wp-content/uploads/2014/08/The-VARK-Questionnaire-Mandari

n.pdf），根据调查结果解读自己的学习风格，课程负责人将最终结果分享给所有授课教师，

以便了解当下学习者的学习方式类型，及时调整授课方式。根据既往经验，多数学生都会选

择 K（动手型），并且多数学生都以不止一种学习方式为主要偏好，因此在《作业治疗理论》

这门课程中每一次课都必须包含多个形式的授课元素，比如幻灯（V视觉）、视频（VA 视听）、

讲解（A听觉）、小组讨论及汇报（ARK）、案例（VARK）、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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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ARK 调查表截图                    图 2. 模拟案例之一 

2.以案例为线索。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作业与生活和健康的关系，了解作业理论如何应用

于临床实践，课程中选取了 5 个不同年龄段、性别、角色和诊断的案例（图 2），贯穿整个课

程始终，帮助学生了解作业所关心的领域、如何促进健康、不同年龄段 PEO 之间的变化关系、

相同诊断不同角色所关注的领域有哪些不同、MOHO 模式在不同角色和诊断的运用、不同诊断

的作业治疗流程以及不同案例具体情况的临床推理有哪些不同侧重等。 

3.以小组讨论为形式。“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头脑风暴的讨论模式的，一个

是在七嘴八舌中大家可以互相补充，完善各自的分析与结论⋯⋯“来自 2019 级的学生在一篇

反思日记中这样写道。作业治疗理论希望激发学生对生活甚至对人生的思考。大学课堂为学

生提供的是学习和经历的机会，让学生明白取之生活用之生活的道理。教师只是知识和经验

的载体之一，同伴、书本、互联网等信息化媒体以及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都是学习成长的

宝贵财富。小组讨论可以让学生通过互相学习、观点表达和辩论，激发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

方案的形成（图 3）。 

图 3.PEO 模式学习时分小组讨论案例 

4.以兴趣和好奇心为引导。整门课程最终考核形式也十分多样化，由于《作业治疗理论》

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了解作业，热爱作业，所以除传统理论考核之外，学生可以挑

选自己感兴趣的与作业理论相关的课题，制作小视频进行汇报展示（图 4）。比如（1）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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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作业模式进行比较；（2）讨论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作业治疗师；（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作业治疗服务；（4）作业与健康的关系等（图 5）。其中 19 级的周子群在反思日记中写道“我

们有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与我们学习的 PEO、MOHO 等能否和谐的融合，或者产生类似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就如 Kawa 模式的侧重点和核心概念与西方实践模式各有千秋一样。网

络远程协助对于家庭康复是否带来机遇？VR 虚拟模拟场景用于沉浸式训练是否能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康复对象的体验？如今提倡多学科交叉发展，对于 OT 来说这路该如何走呢？ 

图 4.PEO 模式小组汇报 

图 5.2019 级学生制作的与作业治疗相关的汇报视频（部分截图） 

5.鼓励动手参与和创新设计。从大二《作业治疗理论》这门课程开始，在学习中融入涉

及动手参与设计和创作的机会，包括手工作品展示、科普视频创作、创意工具制作等；大三

有专门的《环境改造与辅助技术》一门课程，要求每组学生创作一件产品，学院支持优秀作

品参加全国大创比赛。大四实习期间，鼓励 OT学生根据临床治疗所需创作一件治疗性工具作

为出科成果展示。“实习期间首先要建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临床作业“储物架”。有顺序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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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排列好不同的治疗性工具（图 6），根据患者的功能水平，选择合适难度的工具进行锻炼”，

来自 2018 级的刘杨瑞说到。 

图 6. 2018 级实习生利用废旧物品 DIY 的简易治疗性工具 

（左：迷宫；右：前臂旋转和腕背伸训练器） 

6.以解决临床患者作业问题为宗旨。不论在学校的理论课程学习中，还是在大四的临床

实践过程中，教学秉承解决实际作业问题的宗旨，启发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临床问题。

在校期间，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掌握；早期接触案例，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临床常见作

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学会使用各种渠道获取相关资讯，形成解决思路，为临床实践做好前期

准备工作；在实习期间，遇到相对复杂综合的现实案例，运用前期积累的问题解决经验，迅

速准确找到证据水平高且符合科学逻辑的解决方案，带领患者重拾生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