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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义的角度来看作业与作业治疗的关系

李骐任 (职能治疗师)

福安管理顾问企业社

背景：

作业治疗发展至今，几以定调着重「作业」来解释世界的运行，透过「人」、「环

境」、「作业表现」等面项来诠释人与世界的互动。然则，对于「作业」究竟为何，始

终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论。从「occupation」的字面及字源上去解释的话，可以得出「占

据人们日常时间的活动」即为作业，所以，它为什么重要？为何需要以它来发展一个医

疗专业出来，也可以说为什么人们需要作业治疗？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没有一个普世的

标准答案出现。但，在作业治疗快速于各领域发展的现今，作业治疗专业需要给一起合

作的专业及雇用作业治疗的单位一个答案，即为什么他们需要作业治疗，对比其他专业，

作业治疗可以给出什么不同的贡献？也就是说，作业治疗着重于作业是为什么？

Hasselkus(2004)认为关于这问题的答案，「意义」会是关键，因为日常的作业活动

与意义即是生活的本质，作业是通过我们的感官感知的作业，所以，它是经历过的，是

被体验到的。(Hasselkus, 2004) 同时，应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和持续的单一作业中分析作

业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日常活动组成人们的生活，而意义将活动与人连结起来，

而特定作业的意义应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分析，这是因为作业是透过人的感知去体验和

经历，同时，人透过体验和经历各种作业来推动生命的流动。因此，在这里将「意义」

指涉为个人用以诠释作业与生活链接关系的叙事。所以，要回答「作业为什么重要？」

及「为何需要以它来发展一个医疗专业？」，应该要从作业如何推动及建构一个人的生

命历程来谈起。

作业建构生命历程

一份针对参与者在基于自然的作业复健后日常作业的经历变化所形成的描述和评估

的研究，指出参与者描述他们所经历的变化是自觉日常生活节奏放慢了，这是由于自然

的复健通过在恢复性环境中进行有意义的活动来诱导变化，从而导致日常活动的感知产

生变化(Pálsdóttir, 2013)。

这可从叙事理论上的三个意义建构层面来看：1）识别一个突发的叙事； 2）初步的

意义解释； 3）对行动的叙事解释。也就是说，当作业复健开始时，人会先去识别和述

说这件事，建立自己的改变进行初步的了解后，针对这些了解形成初步对自己的意义解

读，再来则会进行响应，同时针对这响应继续自己的意义解读，从而形成自己的生命叙

事(Ulfseth, 2014)，因而固化自己的感受。

而从水川模式的理论来说明，则可以更清楚的去励识出意义对人的影响及由来。水

川模式将人视为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是他所身处的大世界的缩影，也就是人即宇宙

的传统概念。认为人其实是由所身处的环境的过去现在的文化、习俗、规仪、及宗教等

背景知识，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位阶，加上自身的能力，如体格、认知、智力、情商、

及反应等所整点出来的集合体，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的做出属于自己的意义来，逐步

建构自己的人生，也会受到当下时间流里的不同的阻力及助力而产生异变。

若从人类作业模式就能以更贴近叙事的方式说明这个过程，也就是当人身处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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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会经由自身的价值观及信念来判定应该或不应该执行某个作业，同时，也会参

酌自身当下的身份（角色）及能力状态（作业）来决定如何在环境中表现，而这个过程

的叙述就是自身的生命历程。

由此推知，作业需求充斥在人的生活中，透过环境当下的索求，人们经由自身的理

解与选择来决定作业表现，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与建构作业对于自身的意义，从而

形成对于自身生命历程的叙说及理解架构，也就是说人们透过表现作业来形成意义，经

由意义来连接作业形成生命历程。

作业参与改变

由前所述可知，做（作业）与说（意义）形成生命历程，所以当生命历程出现障碍，

也就是出现如水川模式所说的石头来挡路来试图改变流向时，就应思考能否从做（作业）

或说（意义）来尝试阻止这个改变。而影响生命最重大的障碍就是健康的变差，而要阻

止健康的变差，在做（作业）这层面，就是医疗处置，而在说（意义）上，就是健康观

念的建立。

在做的层面，不论是从水川模式的观点出发，或是从人类作业模式的观点发想，作

业都不会只是单一动作，应是符合当下身份的行为集合体。如以人类作业模式来论，环

境对人提出任务，而人以作业响应之，所以，此一作业应是针对这一任务的动作群体，

也就是说，如果环境要求执行刷牙这一任务，则执行的会是刷牙这一系列行动，如清洁

牙刷、水杯装水、挤牙膏在牙刷上、刷牙、漱口、及善后等一系列行为。所以，当这一

系列的动作被阻止，就应该审视是在哪个动作及因为什么原因被阻止，而若要让动作重

新流动，就只能以其他就作（如使用辅具）来取代原动作，或将并止的原因移除（如重

新建立动作模式）。

而以说的方面来看，就是指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一系列动作被阻止，或应说人们会如

何评价这一障碍。如前例来说，当刷牙因某个动作环节被阻止而导致无法执行时，如果

人们认定（评价）这是一个关键且重要的作业，是不能不被执行，则应设法让其被执行；

然则若认为不能刷牙没关系，就改用潄口水潄口即可，那此一刷牙的作业就不一定需要

被重建。

所以，当作业要参与改变时，就应回来探究人们是如何定义这个作业，也就是说对

人们来说，此一作业的意义为何。这是说人们如何认定和叙说此一作业与他的生活的关

系，也就是国际健康功能与身心障碍分类系统所关注的人的活动参与。国际健康功能与

身心障碍分类系统将健康状态用以「关注人的功能、活动参与以及与健康相关的身体结

构和身心状态」来定义之，也就表示开始以人对于活动或作业对其之意义，来判断当其

可执行或不可执行该活动时，对其之影响，当影响大时即为健康方面的障碍，当其影响

小时，则不会改变健康状态(Helena Hemmingsson, 2005)。

结论

作业治疗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自己的生命叙事，并从中理解和建构作业对于自身的意

义。相比其他医疗专业，作业治疗强调了意义的重要性，并通过恢复性环境中进行有意

义的活动来诱导变化。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作业是透过人的感知去体验和经历，同

时，人透过体验和经历各种作业来推动生命的流动。因此，作业治疗可以通过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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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意义）来尝试阻止生命历程出现障碍。最终目标是帮助人们建立自己的生命叙事，

并形成对于自身生命历程的叙说及理解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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