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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期中华 OT 电子期刊的主题是「作业」与「意义」。选择这主题的缘起是最近与 Charles

Christiansen 教授的交流中，得悉他正在做有关「作业」与「意义」的研究，而我亦对此题目极感

兴趣，所以就以此为主题。首先，我邀请了 Christiansen 教授为期刊写一篇文稿。他更分享了他在

2017 年写的一首诗，他的文章显示了他个人及对作业治疗专业的价值取向，也展示了他的情怀! 非

常感谢林国徽主任为 Christiansen教授的诗和文章翻译，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林主任驾轻就熟，

把原文的内容及神韵恰当地翻译出来!

第七届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刚在广州结束，梁国辉教授在大会的主题演讲发言题目是: 作业意

义的探究、阐释及应用。梁教授的报告刚好为本期期刊主题打下结实的理论框架，除了引用

Christiansen 教授的一些看法，梁教授更加入了中国文化，把「意义」融入重建生活为本的临床工

作中。我近年对「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极感兴趣，而积极心理学里的 PERMA(幸福)

模型，亦包括了「意义(Meaning)」维度。所以我特别邀请了我的老师--曾光教授从积极心理学的视

角看待生命意义感，希望各读者对「意义」有更广阔的视野。

我在学习「作业」与「意义」概念的过程中，深受美国南加州大学 OT学者的影响，所以特别邀

请了刘奕君老师为主题撰稿。刘老师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她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五

维十工程」技术体系，各读者不能错过。在关于「作业」与「意义」的理论，我们亦邀请了台湾的

李骐任老师从「意义」的角度看作业与作业治疗的关系。跟着我也揍揍热闹，写了一篇我个人在这

领域的理解和反思。

「意义」是主观的、抽象的，可能从个人的经历分享，会较容易理解「意义」的概念。今期期

刊我们亦邀请了几位资深 OT 分享他们的故事及感悟。第一位是沈美云女士，沈女士是我 OT 同班同

学，她退休前是香港沙田医院的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她可能是最早及唯一在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

介绍作业治疗的 OT! 她于 1998 年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探访沙田医院时负责介绍作业治疗服务。

她因病缠身，多年前已提早退休。她这次分享她如何运用「作业」去改善健康及生活质量，使我们

更了解「作业」的意义和威力。沈女士更介绍了她的日本朋友--叶山靖明先生，他在 40 岁中风后,

因接受 OT 服务后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他现时更积极推广 OT 及开设日间照护机构。另外的 2 位分享

者包括郭凤宜教授及刘晓丹教授。郭教授分享她从「意义」的角度怎样使用 ChatGPT; 而刘教授则分

享她与同袍一起奋斗的经历，把上海中医药大学 OT 课程建立起来!

本期期刊最后部分是「寻找作业意义的故事」征文分享。征文的对象是 OT 治疗师和学生,虽然

时间急迫，但我们也收到了 36 份投稿!有些是个人对「作业意义」的看法,也有些是写观察及与患者

互动之后的感悟。有些文章亦别具特色，彰显了作者的文字修养。但更值得高兴的是我看到同理心

及以病患者为中心的价值观，正在年青的治疗师及学生中增长，这是令人欣慰及充满希望的! 最后，

作为本期的责任编辑，心情既兴奋，亦惧怕，开心的是想到好的主题及期盼看到专家的分享，怕的

是做得不好及找不到专家撰稿! 但无论如何，做好这份电子期刊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作业」，希

望大家多多支持!

黄锦文

202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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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Reflective

Practice

Charles Christiansen

During my career, now spanning 50
years, I’ve learned that reflection is
important for learning and for effective
social interaction (as in empathy,
which was the topic of 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flective thinking, sometimes
known as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experienc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writings of John Dewey (1933).
It began to influence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work of Donald Schön, who
proposed the idea of reflective
practice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many other types of
professional work (1987). Of
course, many theorists in
many fields have proposed
models of reflective practice,
and fundamentally they

agree that the process involves thinking about
actions that have occurred, making sense of them, and using that information to guide
further action.

In my judgment, it is the reflective step of making sense of what has occurred, that is
most critical. Another way of describing this sense-making is that it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meaning. I have claimed in other writings (1999), that making meaning is a
critical part of creating an identity or sense of personhood and that this process
requires that actions be understood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one’s personal narrative or
life story.

Of course, reflective practice by professionals involves reflecting on what an action
can mean for someone else. This is why reflection is so closely related to empathy and
why empathy is so important to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This is also why knowing
information about a client’s background and about their life story is important. I would
argue that simply knowing about a client’s performance limitations (or their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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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does not provide the therapist with enough information to provide fully
engage the client or to select the intervention that might be most suitable given the
client’s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and background.

Some years ago, a very thoughtful article was written by Maureen Fleming (1991). It
had a provocative title, which helps me remember it even today. It was called “The
therapist with the three-track mind.” Working with her colleague Cheryl Mattingly,
Fleming had done some ethnographic research with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occupational therapy clinical reasoning process. These two
collaborators later co-authored a book on clinical reasoning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therapists think about their clients on three levels or tracks at the same
time. They described these three tracks as procedural reasoning (thinking about the
client’s physical condition that requires therapy), interactive reasoning (thinking about
the client as a person with a life story and what that client might be thinking about their
condition in a life context), and conditional reasoning, (which consists of integrating or
combining procedural and interactive reasoning to make informed choices for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Fleming and Mattingly, using the three tracks effectively
requires the type of reasoning described in reflective practice, and is necessary for
what used to be called, holistic practice, or “treating the whole person.”

It’s been 30 years since Mattingly and Fleming did their research and recommended
the form of reflective clinical reasoning that makes for the most effective therapy, but I
suspect that if someone were to repeat their study of how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do
clinical reasoning today, they might get very different results. My speculation regarding
this is based mainly on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and the nature of practice have both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that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change does not always equate with improvement. Thus, the work of Fleming and
Mattingly should encourage us to reflect on our own philosophies and practices and
ask ourselves if occupational therapy can still lay claim to the idea that our profession
is holistic? What do you think?

——————

Christiansen, C. H. (1999). Defining lives: Occupation as identity: An essay on competence, coher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53(6), 547-558.

Dewey. J. (1933). How We Think, A Restatement of The Relation of Reflective

Thinking to The Educative Process, D. C. Heath and Company.

Fleming, M. H. (1991). The therapist with the three-track min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45(11), 1007-1014.

Schön, D. A. (1987).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oward a new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fessions. 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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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思式实践的随想

Charles Christiansen

(翻译：林国徽 2023 年 4 月 22 日)

在我超过 50 年的职业生涯中，我

明白到反思对学习和有效的社交互

动有多重要（就像同理心一样，这是

我博士论文的主题）。

反思式思维，有时被称为对经

验的批判性思考，可以追溯到 John

Dewey 的著作（1933 年）。这种思

维对美国作业治疗的影响则始于

Donald Schön，他提出用反思式

实践的理念去改善教学和其他

众多领域的专业工作。当然，许

多领域的理论家们也都提出了

反思式实践的模式，从根本上

讲，他们的共通点是该过程涉

及：思考已发生的事情、加以

理解并应用这些信息来指导

进一步的行动。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步

骤是理解已发生的事情，用

另一种方式去 描述这种理

解其实就是构建意义的过

程。我在其他著作（1999

年）中提到，构建意义是

创造个性或人格感的关

键点，而这个过程需要把

已发生的事情放在个体

的自我叙述或生活故事

的更大的情景中去进

行理解。

当然，专业人士

的反思式实践应包括

反思一个行动对他人

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反思与同理心如此密切相关，以及同理心

对作业治疗师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了解与顾客相关的背景和他们的生活故事是

如此重要的根源所在。个人认为，仅仅了解顾客的作业表现受限（或他们的医学诊断）

并不能给治疗师提供足够的信息来令顾客全情投入或选择最适合顾客所处的特定情况和

背景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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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Maureen Fleming (1991) 写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该文有一个蛮挑衅性

的标题，叫做“具有三轨思维的治疗师”，这让我至今仍记得。Fleming 与她的同事 Cheryl

Mattingly 合作，对作业治疗师进行了一些人类学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作业治疗的临

床推理过程。后来，就着最有效率的治疗师会同时从三个层面或轨道上为其顾客考虑这

一主题，他们合著了一本关于临床推理的书。他们将这三个轨道描述为：程序性推理（考

虑顾客需要治疗的身体状况）、互动性推理（将顾客视为有生活故事的人，以及顾客在

其生活的情景中可能会关注的东西）以及条件性推理（包括整合或组合程序性推理和互

动性式推理，以便为干预作出明智的选择）。根据 Fleming 和 Mattingly 的说法，有

效地运用这三个轨道需要应用到反思式实践中所描述的推理类型，并且对于以往所提出

的所谓整体实践或“全人治疗”来说也是必要的。

Mattingly 和 Fleming 的研究距今已经有 30 年了，并得以推广成为促成最有效治疗

的反思式临床推理的形式。但我怀疑，如果有人就如今的作业治疗师是如何进行临床推

理去重复该研究，可能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我的推测主要基于以下事实：自该研究

以后，这个世界和该专业实践的本质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要的是要知道变化并

不总是等于改善。因此，Fleming 和 Mattingly 所做的工作应引起我们对自己的哲学理

念和实践进行反思，并自问作业治疗是否仍奉行我们专业所宣称的整体观念？ 你怎么认

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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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意义的探究、阐释及应用

梁国辉

重建生活为本康复中心(香港) 主任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副会长

2023 年 6 月 10 日，我应邀在广州举行的第 7 届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作了一场主题

演讲，题目是“作业意义的探究、阐释与应用”。我与大家分享了我如何阐释意义相关

知识及理论，并转化应用在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中，特别是用作强化服务对象的作业

动机意志及用在引导重建意义生活方式。我愿意用文字方式，再与大家分享我的演讲内

容。

引言

在作业治疗历史文献及学术文献中，反复提及作业的意义，强调作业意义对作业治

疗的重要性。在 2021 年成都举办的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中，作业治疗权威学者

Christiansen 教授，以 “21 世纪正宗作业治疗” 为题作了一次主题演讲。当时、我

为他的演讲作了 5 分钟的中文翻译，因此、我对他的演讲内容印象特别深刻。

Christiansen 教授指出，“促进生活条理及创造生活意义，是作业治疗师的重要角色”。

Christiansen 教授又把正宗的作业治疗与意义连接起来，指出作业活动的治疗效果就像

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促进生活能力，另一面是创造生活意义。我对他这观点的理解是作

业活动可产生两方面的效果，第一是作业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 “作用”、解决日

常生活所需、构成个人生活规律及完成社会角色责任的 “作用”，另一方面的效果是作

业活动所产生的 “意义”、把日常每个作业经历所产生的意义累积合并形成 “生活的

意义” 与 “生命的价值”。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的愿景是 “所有服务使用者都可重建成功、愉快、幸福及有

意义的生活方式”。曾经有学员问我：“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种美丽的

口号? 还是可以达成的目标? 我曾花了好一段时间探究作业意义的内涵，希望可把作业

意义概念落地应用在日常临床服务当中。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我探究成果，如何阐释

作业意义的内涵、及如何把作业意义应用在专业及个人生活当中。我分享的内容包括：

意义的一般含义，意义与价值，意义的内涵，意义的应用、特别是在强化作业动力及重

建意义生活方式两方面的应用。

意义的一般含义

如大家查阅字典，可见到意义一词有多重含义，包括：事物所包含的意思与内容；

人和事所承载的思想和道理；事物的作用；事物的价值。因此、我把意义总结为 “事物

的含义、承载的思想道理，和存在的原因、作用及价值”。大家可留意意义的几个关键

词：“含义”、“思想”、“道理”、“原因”、“作用” 及 “价值”。

意义与价值

我把作业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物质价值，另一部分是精神价

值，合并构成事物的整体价值。两种价值的比例会因人和因事有所不同，很多时候、精

神价值的比重会比物质价值为高。物质价值可用金钱或等值物品的方式反映。事物的精

神价值指人根据事物对自己及他人的重要性的判断，按照个人内在评价标准，赋予事物

的超物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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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内涵

我在探讨作业意义的过程中，尝试解答两个问题：“什么作业活动是有意义?”、“可

带来什么性质的意义?”。这两个都是牵涉意义内涵的问题，我把探讨所得的答案总结为

5个方面。

(1) 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活动都是对自身有意义的。凡是可促进维持个体生存与繁

衍、安全与保障、发育与健康、成长与发展，感受爱与被爱、关怀与爱护的作业活动，

对人都会产生很大的意义与价值。

(2) 彰显个人身份特质的活动都是对自身有意义的。凡是能反映个人独特存在，能

发挥天赋才能、性格特质、个人才华；能施展个人所长、教化育人、著书立说、授徒传

承；能促进人际联系、陶冶性情、心流神驰、自由自主；能维持高尚品格、道德标准、

秉承正义、慈悲仁爱；能彰显肯定人生经历、身份角色、智识专长、成就建树的作业活

动，都可产生很大的意义与价值。

(3) 行善助人的活动都是对受益者及自身有意义的。凡是对他人有益、有好处的作

业活动，都会对受助者产生意义与价值，受助者越是缺乏，感受到的意义就会越高。施

助者在助人过程中也会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有意义，善举越大、出力越大，意义感就会越

强。

(4) 无私奉献的活动都是对受益者及自身有意义的。凡是对所属团体作贡献的作业

活动，维系成员团结、彰显团体精神、促进团体发展、达成团体目标、提升团体形象和

声誉等活动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团体越大，对团体的认同感越高、所产生的意义感

就越大。

(5) 宗教信仰的活动都是对自身有意义的。凡是祈祷颂经礼拜、奉行教义教训、践

行灵性生活、遵守清规戒律、宣扬宗教精神等作业活动，都会产生强大的意义感受，意

义感受反过来可产生强大能量，推动进一步的信仰追求。

意义的应用

意义疗法

有心理学家专门从事意义为本的辅导或心理治疗。奥地利犹太裔精神科医生弗兰克

（Viktor Frankl）的 logotherapy 及华裔心理学家王载宝教授的 meaning therapy 是

其中代表，两者的中文翻译都是意义疗法，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一种。意义疗法以谈话及

叙事方式，利用意义回顾、发掘、重温、重整、和创造等技巧，按照特定操作模型，纠

正患者错误思想，调整不良思维方式，以解决患者的问题，克服面对的困难，缓解精神

健康症状，是一种认知导向的治疗方法。

作业治疗

作业治疗是一种行为导向或作业导向的专业，虽与意义导向心理治疗共享意义知识

理论，但有不同的本质、侧重与操作方式。作业治疗以作业活动为主要治疗媒介，配合

教练式访谈及活动环境调适、最大化作业活动的疗效。我在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临床

工作中，从两方面应用意义知识与理论：(1) 强化参与作业的动力；(2) 建立有意义的

生活方式。

强化作业动力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July 2023

11

作业活动的疗效，很大程度取决于患者的积极参与。患者越是积极参与，疗效就越

有保证。因此，提高患者参与训练的动机和动力，是治疗师重要工作之一。我提出的作

业活动 疗效 8要素的第一条，便是 “患者认为活动是重要的、有兴趣的或有意义的”。

这里列出作业动力的 3大来源，是患者对训练活动的作用、趣味及意义的判断。因此、

治疗师该具备干预患者对训练活动意义的判断的能力。治疗师可在作业活动的 4个阶段

进行适当的干预，以最大化作业活动的动力与疗效。4 个阶段的干预是：活动前访谈、

活动前安排、活动过程中干预及活动后访谈。活动前及活动后访谈都是可加入促进意义

的元素。利用活动前访谈强化患者对训练活动的意义判断，以促进积极参与；利用活动

后访谈引导患者发掘及强化作业活动训练经历的意义，以产生更大能量，用作调节患者

对康复的信心，制定进一步更困难的训练目标及训练项目。

我说的访谈并不是普通的面谈，而是有固定操作规范的教练式访谈。在教练式访谈

中，治疗师可应用到意义相关知识理论，施展教练式访谈技巧，帮助受助者梳理思路、

制定目标、策划行动、强化动力、和总结升华。主要目的是强化作业动力，没有纠正患

者错误思想、治疗思维模式的意味。教练式访谈的三大技巧是：发问启发性问题、听取

特定信息及制定行动计划。意义为本教练式访谈过程由发问启发性问题带动，在问题中

适当嵌入意义回顾、发掘、重温、重整、和意义创造等元素和技巧，以引发作业动力及

制定行动目标与计划。

重建意义生活方式

意义应用的第二个方面是运用意义相关知识理论，协助患者重建“有意义的生活方

式”。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的愿景是 “所有服务使用者皆能重建成功、幸福、愉快及

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人会不断选择做一些有助产生成功、幸福、愉快及意义感受的生

活内容或作业活动。我曾为大家介绍过幸福生活 5纲领和 12 策略，在这些策略的基础上,

总结出幸福生活 18 法门。幸福生活 18 法门指 18 类促进幸福生活的作业活动。每类活动

皆有独特性质，包含一个或多个导致产生正面情绪、幸福感受的元素。我用了 18 个中文

字分别代表一类活动包括：练、动、赏、尝、娱；伴、亲、爱；学、创、干、导、献；

忆、修、悟、拜；最后一个是活。现在、我想用同一方式，为大家介绍 18 类可引发意义

感的作业活动元素，当中有部分类别与 18 法门内的元素重叠，因幸福与意义关联性很强，

所以有重叠是可以理解的。

18类意义生活元素

我把 18 类意义生活内容的主要元素、即能引发意义感受的元素，用一个中文字作代

表。任何一项作业活动，只要活动的目标、方法、过程或结果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意义元

素，这活动就能诱发意义感受。18 类意义元素可分成 5组，是捐、献、仁、爱；赋、挥、

承、忆；真、善、美、德；主、奇、流；境、通、灵。

第 1组意义元素是： “捐” 、“献” 、“仁” 、和 “爱” 。“捐” 是对别人

金钱或物质的帮助或捐助，对象一般是比自己困难和弱势的人。“献” 指贡献与奉献，

包括金钱、物质、服务或其他珍贵的东西，除针对弱势群体外，对象更多是指对比自己

更大的群体、如：所属团体、社会、国家、世界、上天或上帝。“仁” 是对苍生及待人

接物的一种生活态度，指仁爱、仁厚、慈悲等。“爱” 是人与人间、包括人与其他活物

间连系的良好状态，包括爱与被爱、爱护、宠爱及各种亲密关系等。任何带有 “捐” 、

“献” 、“仁” 、“爱” 元素的作业活动都可引发意义感受。

第 2组意义元素是：“赋”、“挥”、“承”、和 “忆”。 “赋” 指对天赋才华

的发掘、培养与施展。“挥”指技艺、能力的追求与发挥，匠心精神的实践与彰显。“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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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珍贵文化、精神、技艺的承接、传承、传授与弘扬。“忆” 指彰显个人身份、角色、

成就、重要物品及人生经历的回忆、忆述、怀缅和追忆。任何带有 “赋”、“挥”、“承”、

“忆” 元素的作业活动都可引发意义感受。

第 3组意义元素是：“真”、“善”、“美”、和 “德”。 追求 “真”、“善”、

“美”是人类的天性。“真” 指真理和道理的追求，包括人世及宇宙间的规律，也可称

对 “天道”、“人道” 或 “大道” 的追求。“善” 指善心善意、善言善行，隐恶扬

善、行善以积福的生活态度。“美” 指对美感的欣赏，艺术的发挥，完美的追求。“德”

指道德生活的追求，美德、忠孝、仁义的实践。任何带有 “真”、“善”、“美”、“德”

元素的作业活动都可引发意义感受。

第 4组意义元素是：“主”、“奇”、和 “流”。“主” 指对自由的向往，独立

自决的追求，自我主宰对自己重要的事情。“奇” 指人基于天赋好奇心，探索世界，追

求知识，找寻新鲜事物，并进行独特新奇创作。“流” 是心流。指人基于作业本性，追

求引发心流神驰活动。结合天生性格，按自身能力技术，建立兴趣爱好，持续沉浸在投

入与心流神驰状态中。任何带有 “主”、“奇”、“流” 元素的作业活动都可引发意

义感受。

最后一组意义元素是：“境”、“灵”、和 “通”。“境” 指境界，是人的思想

境界，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人经过思考、历练、修心、养性发展出自觉超然超脱的生活

态度与生活方式。“灵” 指灵性。是人的宗教信仰，以灵修、礼拜、颂经、祈祷、践行

教义、弘扬宗教精神方式在生活当中实践。“通” 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与超自然的感通、

对世情的领悟、对穹苍的敬畏。任何带有 “境”、“灵”、“通” 元素的作业活动都

可引发意义感受。

人的生活是由日常活动组成，用作业治疗的术语、生活是由一连串的作业活动组成，

要使生活有意义，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刻意选择及安排参与合乎自身能力及经济条件、

带有意义元素的作业活动，以激发大大小小的意义感受。诚如 Christensen 教授所说：

把日常每个作业经历所产生的意义累积合并形成 “生活的意义”。

总结

各位朋友、刚才我为大家介绍了我在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临床工作中，从两方面

应用意义知识与理论。第一是利用意义为本教练式访谈以强化动力。我们可在进行治疗

性作业活动前及后的访谈中，发问启发性问题，在问题中适当嵌入意义回顾、发掘、重

温、重整、和意义创造等技巧，以引发参与训练的动力及制定下一阶段训练目标与行动

计划。第二是基于意义的相关知识理论，引导服务使用者认识及找寻可为自己带来意义

感受的活动，重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利用这次分享，帮助年轻治疗师，把高在云端的理想落地，明白重建生活为

本作业治疗愿景中的 “有意义生活方式” 是有具体而可操作内涵的，也了解到这愿景

是可以基于科学知识、透过作业治疗过程，遵循预定的路径、用有效的方法达成的。这

意味着作业治疗最终目标的提升，把作业治疗从 “功能为本” 升华到 “生活为本” 服

务，按服务机构性质及康复阶段，提供成功生活导向、幸福生活导向或意义生活导向的

作业治疗服务。这是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理念特色之所在。也是今天我想向大家传递

的重要信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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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看待生命意义感：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

都应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李静雯 清华大学/曾光 华南师范大学

一、生命意义的重要价值

在心理学领域中，生命意义感一般是指当个体感觉到自身生活可以被理解，能够被

有意义的目标引导，且认为生活是有价值时的感受[1]。心理学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由来

已久，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有很多位心理学家曾对生命的意义进行过探讨，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生命意义理论可以说是由荷兰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所提出的。在经历了

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的艰辛岁月之后，他凭借着自己所感悟出的生命意义感的强大，在

全世界治愈着人们的精神。

弗兰克尔表示，人类需要生命意义, 并且具有追寻意义的动机, 会不断去发现其生

命的意义与目的[2]，而如果人们寻找不到值得为之而活的意义感, 就会陷入存在的空虚。

这种存在的空虚可能会产生抑郁、攻击和成瘾等心灵性神经官能症，或是过度追求权力、

金钱和享乐而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甚或自杀的问题。心理学家 Das 认为[3]，生命

意义对人类的重要功能有四种:一是为我们提供生活的目标; 二是提供了评断我们行为

的价值和标准; 三是提供一种对生活事件的控制感, 四是提供自我价值感。此后, 不同

的心理学研究者对生命意义进行了不同的定义, 并发展出了测量工具研究其在个体幸福

生活中的作用，积极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情绪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心理学的各个领

域都对生命意义感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有益发现，证明生命意

义感对我们身心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都证明, 生命意义感是健康和幸福不可或缺的元素。有较高生命意义感

体验的个体身心健康水平也比较高[5]，会体验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6]、生活满意度[7]、

也更容易产生喜悦等积极情绪[7,8]。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社会资源变量之后, 生命意

义感能够显著地预测被试 14 个月后的主观幸福感和身体健康状况[9]。生命意义高的个

体还能够更专注地投入工作, 并享受其中的快乐[10]。而相反地，如果失去生命意义感，

个体可能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反应，包括产生伤心、抑郁等消极情绪和心理痛苦[7,8]，甚

至出现自杀、反社会行为等[11,12]。

现有研究显示，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生命意义感是衡量健康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

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与他们的自尊[13]、希望[14]、社会联结[14]、自我同

一性[15]、心理弹性[16]等可以有效衡量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心理特性显著相关，那些认

为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感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也会更高，生活满意度、主观

幸福感也会更强。同时，生命意义感还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负面事件的影响，更不容易

冲动行事，更不容易形成网络游戏成瘾[17]，也可以使青少年群体在逆境中不那么容易

患上精神病理症状[18]。除此之外，生命意义感还能显著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度和学业

成就，高生命意义感与中学生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3，19]。

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前几年大热的对“空心病”的讨论充分说明了当代大学生群体

普遍无法寻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容易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在一项针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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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科生的调研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学习没有意义、甚至 40%的学生认为

活着没有意义[20]。生命意义感的缺乏会在大学生中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作息时间紊乱、

沉迷网络游戏、过度依赖手机等。而这些问题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大学生的学业困难，

人际交往受限，还可能诱发抑郁等严重的心理问题[21]。如何激发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

也成为了近些年教育者们一直在探索和解决的一大难题。

而对于高职学生来讲，生命意义感同样可以正向预测他们的社会幸福感，那些认为

自己已经体验到生命意义与价值、并且积极思考和追寻生命意义的学生，他们感受到最

强烈的社会幸福感; 其次是虽然很少思维生命意义的话题，但认为自己很清楚自己生命

的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高职生; 再次是虽然尚未找到生命意义感但一直在努力

寻找答案的学生；而社会幸福感最低的则是那些既不知道也不想去探索自己活着的意义

的高职生[22]。

最后，对于老年人群来讲，生命意义感能够调节压力对生活质量的负性影响，那些

生命意义感高的老年人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受到生活压力的困扰，而生命意义感低

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则明显受到了压力的负面影响[23]。此外，生命意义感对老年人的

主观幸福感[24]、生活满意度[25]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对老年人的抑郁则具有负向

预测作用[26]，医护人员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增加家庭关怀度，减少老年

抑郁的发生[27]。另外，在退休教师群体中的研究显示，生命意义感也与老年人的成功

老龄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28]。

在纵观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无论是对于青少年群

体、大学生群体、还是对于老年人群体、青壮年群体，生命意义感都像是一杆标尺，度

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纵深与方向。而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生命意义感具有更加不

一样的功能。

二、积极心理学视角的生命意义

自 1997 年第一次被提出以来，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一直主张聚焦

于如何发展美好生活和实现个体潜能，是一个关于人的潜能与美德的研究领域。在过去

的二三十年中，积极心理学始终倡导将心理学的关注点从过于关注心理疾病和修复损伤

转为更加强调如何创造美好的生活、重视主观幸福感，同时聚焦人们的个性优势，帮助

人们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和热情，另外，积极心理学也倡导以积极的态度寻求问题的解决

之道，始终强调生命意义感在人们生命中的作用，致力于唤醒人们生命中的积极情感与

希望，拥抱生命的意义。正如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著名的心理学

教授 Christopher Peterson 所言，积极心理学就是挖掘人类的积极心理力量，帮助我们

过上健康、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在这人类的积极心理力量之中，不得不说，生命意义

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意义疗法的创始人弗兰克尔提出，人们可以在 3条不同的途径中发现生命的意义，

分别是藉由创造性价值来获得工作的意义、藉由体验性价值来获得爱的意义、藉由态度

性价值来获得受难的意义[2]。弗兰克尔认为，人在痛苦时尤其能够找到意义，经历痛苦

并战胜苦难的人更可能发现生命意义[29]。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看待痛苦。相关

实证研究表明，儿童在经历重大逆境之后的积极适应可以增强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感知

[30]。例如，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个体拥有的逆境信念越积极，情绪体验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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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乐观[31]，而这种乐观的情绪体验又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个体提取与生命意义相关的信

息，继而获得更多意义感。

正如当我们遭受痛苦时，常常会思考自己受这样的苦难到底是为什么？当我们去寻

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其实也正在寻求我们生命的意义感。有人因此成长、成熟，有人

因此放下过往的伤痛、选择轻装前行；有人或许进一步去探索自己内心的痛苦根源，成

为心理疗愈的探索者；有人可能选择成为照亮别人的太阳，愿庇护更多人不再像自己一

样遭受同样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人性智慧与爱的光芒开始闪耀，人们开始超越个

体存在的意义，而不断地扩展开自己生命的长度、广度与深度。

诗人苏东坡的诗《观潮》写得好，诗言：“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

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当我们历尽千帆、以一种更加成熟睿智的眼光来看

待同样事物时，我们的观感、认识、境界其实是不同的，这就是以积极的心态、以探索

意义感的心态去研究事物、开发事物背后奥秘的生命意义。在战胜所有的痛苦、挫折、

磨难、打击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后，我们会获得对生命的新的认识，而我们生命的宽度也

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和升华。

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痛苦，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成长，探寻自己生命的意义感，探

寻出现在自己生命中每件事背后的意义感，就是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去感受生命、寻找

意义和答案。相信每件或愉快或不愉快事情的背后都有着一份意义存在，那些不愉快的

事情也值得我们去静思和审视，而非一味抗拒与逃避，这便是积极心态。

此外，积极地构建社会关系也是使个体生命充盈着意义感的重要条件。研究发现，

社会关系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紧密相连，一旦个体的被需要感未能得到满足，就会产生

强烈的孤独感，并深陷于生命意义感迷失的痛苦之中[32]。孤独往往意味着个体未能嵌

入到所属的社会网络，或在内心无法建立与人亲密的积极社会关系，因此孤独会削弱个

体对生命意义感的感知与认同[33，34]。积极的人际关系能够使个体充分地感受到自己

与所处世界、周遭环境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充分地打开个体的心门，使个人与集体相

连接。藉此，个人不再仅仅是“一个人”，不再是与外界无关的独立存有，我们的每一

个选择都可以影响外界与他人的福祉，由此，我们学会了爱与奉献。

三、总结

相比于缺乏生命目的的空虚无聊的生活感受，生命意义感给个体提供了一种自己的

生命是重要的感觉，由此，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更加不会虚度时光，而会更积极

地参与到身边的关系、创造性工作以及扩宽自己生命广度的事情上去，这样的个体自然

身心健康、各方面发展均衡，更不容易出现缺乏意义感所导致的各项负面表征，例如易

感疲劳、人际关系受到影响、出现精神病理问题、物质或行为成瘾，甚至抑郁等现象。

积极的生活离不开生命意义感的引领，它引导着我们去探索生命的深度、扩展生命

的广度，它呼唤着我们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去勇敢地绽放出自己的光彩，它唤醒着我们

被冗杂的事情所掩埋的热情、永远试图去爱与奉献……

生命意义感如同导航的灯塔，即使水手在茫茫无尽的大海中行船，只要看到灯塔的

光亮，就不会觉得茫然无所依，心不会彷徨，因为水手知道那灯光即是家的方向。如同

在大海中行船需要导航的灯塔一样，我们的人生需要意义感的引领，来告诉我们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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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意义感也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是否导向丰盈、充实

与爱。人生短短，有限的体验是何其珍贵，愿我们善用意义感的镜子，映照出内心最渴

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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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作业的意义

刘奕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在作业治疗领域，“作业”是指人们“想要做”“需要做”或“被期望做”的活动。

这些活动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给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
[1]
。无论是学习交流、工作

劳动还是睡眠休息，每一个作业看似平凡而普通，仅占据了生活的一小部分，但这一个

个的作业串连起来，便构成了全部的人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作业形成习惯，逐渐成为一种生活的自然。很多

时候，我们不再去追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我真的想做吗？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地去考察每一个作业的意义时，会发现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回答。难在哪里？因为它们直指心灵，跨越时空，涉及到我们对自己人生意义的认识与

践行，需要把人生百年的尺度和当下的每时每刻联系起来。而当心没有静到一定程度的

时候，无论是人生大图像，还是当下作业的意义，都难以看清。

从临床医学，到康复医学，再到作业治疗，在过去十余年的生活实践中，对这一系

列问题的探索贯穿了我学习工作的始终。深入学习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系统科学

为桥梁，将其与作业治疗相融合，帮助我找到了答案，进而创建了“作业和谐”模型[2,3]。

此次承蒙黄锦文教授邀稿，对近年来关于作业意义的一点认识与感悟进行梳理总结，与

各位同仁分享。

1. 作业意义可以用科学理性去把握

我们常说，作业治疗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作业活动是局部的、可见的行

为表现，相对容易刻画和分析。人体运动学、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一系列

学科的前期知识积累，为研究人类的作业行为奠定了基础。而作业意义是整体而抽象的，

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可以用科学理性去把握吗？在过去百年的作业治疗实践中，作业治

疗师都是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在治疗中体察患者作业的意义
[4]
。而在近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作业科学（Occupational Science）吸收借鉴了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

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经验
[5]
，以研究者自身为工具，对作业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定

性的探究和揭示。

然而，无论是对作业行为还是对作业意义的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知识鸿沟，那就

是缺乏把行为和意义整合在一起的生命本体论图像。每一个作业活动背后的原动力是什

么？作业意义与作业行为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些问题常常在研究中被忽视，

且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追根溯源，是笛卡尔提出的二元论导致现代生命科学对人的认识

是身心分离的。纵然作业治疗主张整体论（holism），认识到了身心灵（mind-body-spirit）

的不可分割性
[6]
，以及人-作业-环境（human-occupation-environment）的统一性

[7]
。但

是，由于西方生命科学从根子上是基于还原论、机械粒子观的，因此对作业的认识和研

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对个体行为和感受的描述层面，难以揭示行为与意识活动之间的复杂

规律。

这一困境如何突破？其实，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华先哲便在《黄帝内经》中提出了

“形与神俱”的思想，指出实在可见的“形”与不可见的“神”具有一体性。20 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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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物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意识研究受到了广泛关

注，开始步入科学的殿堂。钱学森先生对于“人具有意识”特别重视，主张运用从定性

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对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
[8]
。北京大学佘振苏教授在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将中国道哲学的系统论思想与现代量子物理学相结合
[9]
，

提出用量子生命场的观点去认识和研究人体系统[10-11]。

形体二面是研究人体系统的一对关键切入口
[10]
。具体而言，细胞、组织、器官、系

统、人体等属于多层次的体系统结构，而与体结构相伴存在的还有一个形世界，它以功

能为表现形式，数学上表现为场。思想、观念、认识、意识，都是个人形世界的子结构。

由此推之，不可见的意识活动隐在行为背后，推动个体去从事某一项作业。作业意义属

于形世界的存在，它虽然无形无象，且具有高度的个体性和复杂性，但依然可以用科学

理性去认识和把握。

2. 运用系统观认识作业意义

2.1 从“德智功爱康”五维认识作业意义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作业活动种类众多，其意义更因个体差异性

而变得纷繁复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相似

的，即使是同一项作业，其意义对于每一个个体也不尽相同。如何对复杂多样的作业意

义开展研究？中华哲学的思路是从源头处去把握。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系统观
[12]
，

描述了系统运行与生成的法则，给我们以启示。

佘振苏教授综合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科学研究对人的认识和理解，从二面（阴阳）、

五维（五行）、三层次（认知-气血-心灵）刻画人的意识（神经）活动，并提出了“德

智功爱康”五维意识模型
[9]
。笔者将其进一步运用于对作业意义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五

维作业的概念[13]。任何作业活动都可根据其主要意义，划归至“德智功爱康”五个维度，

如下表所示：

概念 内涵 意义 举例

德作业 增进对道德、责任、社

会角色的本分的认识

所开展的相关活动。

提升道德修养，明晰人生

目标和社会责任，升华理

想和志向，更好地承担起

自己的角色。

静思内省、阅读

经典名著、参加

公益活动、开展

职业规划

智作业 运用逻辑推理等理性

思维开展的相关活动。

把握事物规律，增长知识

和经验，完善思维模式，

提升问题解决能力，更好

地适应和融入周围环境。

看书、学习、总

结、交流、解决

问题

功作业 作为社会一员所开展

的本分劳动。

为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

产生成就感和自我效能

感，获得周围环境支持，

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支

撑。

学生的学习活

动、实习、全职

或兼职工作、家

务劳动

爱作业 受情感主导开展的作

业活动。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

强仁爱之心，提升生活的

与家人朋友聊

天、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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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兴趣爱好

康作业 为满足生理和安全需

求，维护和促进健康开

展的相关活动。

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五

维作业参与的基础。

休息睡眠、饮食、

锻炼、个人自理

依据五行生克规律，这五类作业意义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如图 1所示）。

比如，对责任和社会角色本分的认识有助于促进人们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德促智）；

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一个人更好地开展本分劳动（智促功）。另一方面，

对道德的遵守可以抑制过分的功利心，使劳动有所节制（德克功）；而过度的劳动会导

致精力的大量消耗，损害身心健康（功克康）。

图 1. 五维作业关系图

从“德智功爱康”五维对作业意义开展分析有助于作业治疗师把握患者从事作业的

动机，从而更好地调动和开发患者康复的内驱力。而五维作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为

分析复杂的作业问题（尤其是精神心理问题）和制定作业治疗方案提供了新思路。

2.2 从系统耦合的尺度认识作业意义

复杂的人体系统是多维多层次的
[10]
。“德智功爱康”从五个维度对作业的意义进行

了划分，而作业意义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可以衡量吗？同样一项作业，对于不同的人，

其意义可能存在天壤之别。如果做事仅是为了个人，那意义便局限于个人小尺度，而如

果是为了社会、国家、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意义自然是非凡的。

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了他们对人生的最高追求——天人合一。从

作业治疗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解人类作业的意义带来了莫大的启发。

人-环境-作业模型（PEO Model）所描述的人、环境、作业之间的适合度（PEO fit）
[7]
，

作 业 科 学 家 Dickie 等
[14]

提 出 的 将 机 体 与 环 境 看 作 一 个 整 体

（organisms-in-environment-as-a-whole）的交互论（transactionalism）视角，都提

倡人与环境的和谐相融。

怎样科学地理解“天人合一”？“人”与“天”如何相合？用系统科学和量子生命

场的观点来看，“人”是指生命个体，“天”则是指环境。个体周围的环境是多层次的，

有家庭小系统、学校单位中系统、天地自然大系统
[10]
。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让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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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一层一层地合于更大的系统，使得每天一点一滴的作业活动与个体的生理节律相适

应、与更大尺度的系统相融合、与长远的人生理想相结合，便能实现一个幸福、圆满、

理想的人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和美境界
[12]
。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道德经》云“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

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个人所耦合的系统尺度越大，其作业

的意义也越大。在时间尺度上，将百年人生融入泱泱华夏千年文明，融入人类文明历史

的长河；在空间尺度上，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养吾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如此，在平凡而普通的作业中，亦能体悟到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3. 作业意义的体悟升华需要入静

如何将个体生命不断融入更大的系统，从个人小尺度走向大尺度，最终实现天人合

一？历经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静能开悟，静能生慧，静能明道。在

入静中，意识活动的背景噪声降至最低，人可以与更大时空尺度的系统耦合，从而把握

生命的根本一元，实现天人合一。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每天的作业一件接着一件，静心体

悟作业的意义，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然成为一种奢侈品。过去几十年，冥想、正念、禅

修等活动在西方社会的流行，正预示着某种回归。怎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践行中国传统

的入静修身方法？佘振苏教授提出了优化人体身心素质的“五维十工程”技术体系（如

图 2所示）[15]。内五环包括静息、静思、静悟、总结、劳动等五项作业，其中三项都

需在入静中完成。

在每天的活动中，留出一定的时间开展静思，在静中把握活动的目标和意义，在大

图像下开展具体的规划设计，并在活动后进行及时的复盘总结。在静悟中，以小见大，

从见见桩桩的事情中感悟到背后更大尺度的意义，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体会支撑和推

动我们生命进步的力量。当个体小系统与环境大系统耦合关联起来时，会自然而然地感

到生活中充满了妙意和真趣，作业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也将由此得以升华。

图 2.“五维十工程”技术体系图

对于一名作业治疗师来说，认识自身作业的意义是帮助患者寻找作业意义的基础。

只有自己对作业意义有足够深切的认识，才有可能在治疗中将自己对作业、对生命的体

悟，转化为对患者的教育和影响。在面对生老病死这样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时，每一次治

疗都是一次机会，让治疗师帮助患者创造作业的意义，引导患者认识到病痛的价值，进

而能够超越痛苦，将疾病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作业治疗转化为正向的、积极的、光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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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义和价值。躯体的功能总是有限的，尤其是一些疾病所致的残疾，是不可逆的。但

是，精神世界的塑造是无限的，是我们可以带领患者不断去探索、挖掘和创造的。就像

罹患“渐冻症”的霍金，身体虽被困于轮椅中，但思想却能穿梭于宇宙间，思考时空的

源起和演化。高智慧的治疗师，定能引领患者一步步看到作业的意义，创造作业的意义，

体会到生命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衷心祝愿每一位作业治疗从业者，在静中找到自身作业的意义，进而帮助更

多人创造作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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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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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作业意义」的感悟与反思

黄锦文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会长

我对香港医院管理局 OT愿景的反思

「意义」是 OT的共通价值，我得出这结论的原因是从香港医院管理局的 OT在 1994

年订立的愿景内容。这愿景是一群较资深的 OT讨论出来的，当时医管局着重管理文化，

而制定愿景、使命和价值是策略管理常用的手段。愿景是引领机构前行的方向，这反映

了机构的文化与价值，有了方向才能

订立具体的目标和计划。当年定下来

的愿景是: 所有接受作业治疗的人士

能过自己选择有意义的生活。我虽然

也是参与者之一，但对当时如何讨论，

为何得出这结果，已忘得一干二净！

当这愿景在行内推广时，也有很多同

行认为很难理解，甚至听到这愿景不

是 OT 所独有的点评！有趣的是，当

我们把这愿景向当时医管局总裁汇报

时，我依稀记得他当时的反应是一般

人也不容易说出他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

对以上评语的反思，愿景是我们还未达到的境地，文献亦反映愿景一般偏向高、大、上，

否则怎么值得我们追求！所以愿景可能更反映普世价值，要去分别不同专业的，不是其

愿景，而是各专业的哲学、核心价值及服务手段和方法。至于如何更具体去实现这愿景，

在香港行内也没有更深入的讨论及具体的共识。但是，这愿景也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为香港医管局 OT的价值取向和「口号」。

我从「作业科学」领会到的「意义」

在刚刚完结的第七届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上 Roger Smith 教授提到了「作业科学」

对他在 OT 生涯上的影响。这也钩起了我脑海里对「作业科学」认识的回忆。「作业科

学」的大师 Elizabeth Yerxa 教授早在 1992年已来过香港参加 OT 的会议，她是 1989 年

美国南加州大学作业科学博士课程的创始人。另一位大师是 Ann Wilcock教授，她是澳

大利亚「作业科学」期刊的创始人。她在 1997 年香港举办的国际 OT会议里的主题演讲,

正是与「作业科学」有关的内容。我当时并不认识「作业科学」，错失了更深入向大师

讨教的机会。

真正使我认识到「作业科学」有关「意义」范畴的是另外两位老师。第一位是 Loretta

do Rosario 教授，她拓宽了我对「作业科学」的认识，如作业科学家不一定是作业治疗

师，她用「说石头的故事」、「静听铜砵发出的声音」等方法去领悟宇宙或人生的意义。

这有点像禅宗「不立文字」，用感悟的方法去领悟「意义」。另一位是当时在美国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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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任教的 Jeanne Jackson教授。我从她那里学到从形式、功能及意义三个维度看「作

业」。这个方法帮我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在我心中的问题:为何这么难去跟行外人解释「作

业」是什么? 首先，我们不能用形式来定义「作业」，因所有「作业」都有形式，形式

或名字只是用来沟通，而不足够去定义作业。「意义」才是定义「作业」的必要条件，

「作业治疗」更需要加上功能来突显其治疗价值。有些同行用「有意义的活动」来定义

「作业」，但由于「意义」还是很抽象的概念，这定义不一定能令行外人更了解 OT！

我建议解释时应以个案为例，因为加上主体才能更具体地表达「作业的意义」!

作业治疗以寻找意义开始

经过了从「作业科学」理解有关「意义」的概念，我在 2003年幸运地听到 Charles

Christiansen 教授在香港的讲课，虽然主题是 Wellbeing，但亦感受到大师对「意义」的

理论，后来再看到他的著作 “Way of

Living”，对「自理」的「自」有更深刻

的感受。我在 2005年在中华物理医学

与康复杂志发表了题为“作业治疗以

寻找意义开始”的文稿。内容提到作业

的心灵深度及有意义的生活，当中讨论

了自理活动、工作和闲暇的意义。

以下是这文稿的结论，与大家分享：

“作业治疗除了使患者身体的功能得以

恢复,还关注其社会心理 (psychosocial)

状况。作业治疗师的责任是帮助患者了

解自己,寻找过去生活的意义,并引导患者

面对将来, 克服残疾带 来的困难,选择过更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的

生活涵义广泛, 没有固定的形式。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意义会随着不同的文化及个人、社

会和环境的因素而有所不同。个人主观的意义如果经过适当的引导及润饰,可以帮助患者

克服困难。有意义的生活的心灵层面就是力量的泉源。作业是在一个仿真及保护的环境

下，使一个人的体能、心理、社交及功能等方面得到改善。通过积极地参与，患者能体

会到接受挑战的乐趣、自我控制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对「意义」三种维度的感悟

在寻找「意义」在「作业治疗」的使用的过程中，我感悟到三个维度:发现、确认和

创造。「意义」是抽象的词语，而且很难被定义。相信很多人都答不出自己生活的意义，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表达着不同的意义，只是连他自己都忽略了。鲍比斯达认为「意

义」能让人根据个人价值观及长远目标，选择自己的生活模式。事实上「意义」就在你

选择生活方式那一刻产生，只是你不自觉或直到失去了它时才发觉！例如当疾病发生时，

你才会发觉健康的宝贵或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意义。一般人很少把「人生意义」放在嘴边，

甚至经过思考也未必能说出来。我和同事曾经探讨，问什么问题才可激发病者觉得是有

意义的人物或事情。我们觉得一般人在最得意或最失落时较容易发现自己或身边有意义

的人和事，得出的例子如 “你现时最怀念的人或最想做的事情?”；“你觉得最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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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你以前最常做的活动?”等。发现「意义」还未足够，因为还未足以引发病

者的动力，因这时病者还是较模糊地认识自己，治疗师还要令病者确认这些「有意义」

的人和事，这样才能与病者一起去订立治疗目标和计划。「确认意义」是回应「意义」

是什么的最佳方法，「意义」的概念虽然抽象，但当落实到一个主体身上时，会变成非

常具体。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多采用访谈技巧，或说故事及编故事方法来处理。当病者

确认这意义时，会更积极参与，并且从活动中发挥潜能、增强自信心、得到满足感及个

人成就感。亦会更珍惜身边的人或物，使自己在人际关系上得到协调。

最后是「创造意义」。Catherine Trombly教授在 1995年讨论如何利用作业的目的性

和意义性作为治疗的基础。她认为当患者了解作业的目的性可帮助他组织他的行为，例

如：安排治疗计划；了 解意义性会激励患者更

积极地参与治疗活 动，以达到更佳效

果。当作业成为 手段时，Trombly

教授提出 3 个 重点来设计及

组织治疗活 动：给患者选

择 (choice) 活 动；设计游戏

规则及营造环 境 (enhanced

context)；还有制 成品 (product)。

当患者可以选择自 己喜欢的活动，他的

投入感会增加，这是增加 作业意义性的一种方法。

治疗师亦可通过特定的游戏规则来增加对活动的难度和趣味性，使活动对患者更有意义。

传统的作业治疗利用手工艺为媒介，改善患者心、身的健康。制成品反了患者的能力，

也代表了他的成就。但如果活动没有制成品，可考虑安排结业会、毕业典礼等庆祝活动，

增加患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所以我把这称为设计活动的 3C 重点：即 choice, context 和

celebration。

制造意义作业的实验室

一、“Psychosocial Round”鼓励分享

大埔医院是我制造意义作业的实验室。首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项目,而是整个部门的

目标。为了建立关注病者的身、心、社、灵各方面需要的 OT 团队，我们设立了每月一

次的 “Psychosocial Round”，各同事轮流分享个案，但要报告他们观察到及协助解决病

者在心理社会上的问题。我很喜欢及非常重视这些分享，在很多次分享中，我看到同事

的笑与泪，他们都在这些分享中成长，续渐提供 Yerxa教授所说的 “authentic occupational

therapy (真实的作业治疗) ”给病者。

二、「意义」在治疗中的「普遍性」运用

上文说过主体的「确认」是解决「意义」抽象性的方法，只要主体认为这作业对他

有意义，这已确立其真实性，并可作为治疗方案。那么，「意义」有没有「普遍性」?

我尝试从中国哲学解答这问题。首先我用王阳明的「四句教」来阐释「意」，从“无善无

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中，我们意识到

「意」是动态的、是有选择和追求的。《中庸》说“义者，宜也。”，即“正确合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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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举动”。所以「意义」即人心在选择适宜的道理及生活。人是群体动物，大家相处于共

同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有共通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大埔医院时，我们运用了「意义」的

「普遍性」，设计了不少值得回味的「作业」活动，以下是我们团队过去 20年一些有意

义的作业治疗活动分享。

三、《尋找生活意義的故事》

我们在 2001 年编制了一本名为

《寻找生活意义的故事》的小册子，

目的是希望通过一些有意义的故事,

鼓励正在患病感到彷徨的院友。《寻

找生活意义的故事》编辑小组由多位

院友与职业治疗师组成。此小册子搜

集多个由病者自述或治疗师描述的故

事，目的是希望读者能珍惜生命的意

义。令其他病患者或其家属从故事中

得到启发、支持和鼓励；令年轻的治

疗师更了解病人的感受和需要。

今天再看当年为小册子写的序，也感到非常回味!以下是序的部份内容，不知你是否

有同感？

“这里不能为你提供什么是有意义的活动，因为答案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人生的意

义是需要通过活动来展现，只有通过沟通、分享和认同，人才会发现或创造这份「意义」。

只要你能主动观察自己生活的喜好，并积极参与及欣赏自己的成就，你一定能体会到这

活动对你的意义。积极的人生是主动参与，通过参与才可创造意义，才可成为健康新人

类。”

我当时用了“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作为结语。反思这段文字，我看见儒家思想、ICF

及积极心理学的影子！你看到吗? 我反思到「体验」是作业治疗最独特之处！OT设计

有意义的活动，与病者一同参与，以便作出辅导及调整。而病者在参与的过程中有了体

验，有体验才有感受，有感受才会有动力改变。

四、环境在作业治疗的创新使用

在刚结束的第七届的国际作

业治疗研讨会里，Smith教授谈到

「空间及环境」在作业科学的重要

性。我们大埔医院 OT 团队在 20年

前已意识到这点，我们当时已推广

一句口号：「建立一所不像医院的

医院、建立一个不像作业治疗部的

部门」！这些离经叛道想法是「创

新思维」的表现！我们从布置部门

环境开始，我们要建立一个有色彩

的部门环境，这个想法是基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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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住院病友的内心压力是很大的，而一个温馨的环境可帮助院友减压。在医院里

等候是很不好受的，而环境的设计可使等候的感觉较易过！」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目

标!

我们说服了医院的管理层，在医院大堂设立壁报箱、展

览箱，展示与康复有关的事物。有了这些展览设备，医院的

大堂也变得多姿多彩，甚至可用来作展览厅！我们亦定下使

用展览箱的原则：1) 要展示正面和积极的

信息；2) 有病人参与展示的制作；3) 介

绍 OT如何帮助病人的工作。有了环境的

支援，我们可以尝试更多的「有意义」项

目。这些项目可以宣扬更多有「普遍性」

价值和意义的作业活动。例如以幸福、希

望、衣、食、住、行、家、给最爱的你等

为主题的活动。以下是一些例子:「衣．道」

的主题是鼓励长者通过衣着来展示活力，

不要因年老而放弃了自己的形象。适当的

打扮仍可表现个人的魅力和自信。我们更

以时装杂志的形式，把 OT利用辅具和改良

方法，使病友自己能穿衣服，我们也建议「尿袋」也穿衣，帮助病友克服外出的心理障

碍，重投社交生活。「尝心乐．食」记录了一个治疗小组的过程。通过大家对「食」的

分享来探讨「食的意义」。参与小组的院友除了一起想当年外，还带给我们很多人生道

理，例如：分享、品味和创新。我们可以从「食」的活动里体验很多人生价值，希望大

家能更珍惜目前跟自己同台吃饭的亲人和朋友！「爱的配方」更可唤醒人对家人关注，

以改善彼此关系。

总结

「作业」与「意义」息息相关，

「意义」更是定义「作业」的必要条

件。「意义」因人而异，很难言说！

但其实「意义」充满在每个人身边，

只是未被发现及确认。「作业治疗」

的重点是如何使用「有意义」的活动，

令病者可以体验生活，从而改善逆境

及追求更好的生活！准备这篇文稿是

很有「意义」的「作业」，我个人，

获得了一次「怀旧及回味」的机会，

在 PERMA 几个维度上都

有增值。写这篇文稿的另

一意义是籍此分享，能引出更

多讨论及更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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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没有 Christiansen教授的文彩作一首诗来表白，我只能引用一首曾经看过志

勤禅师的禅偈来描述对「意义」感悟及反思过程来结束这文稿:

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

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参考文献

Baumeist er RF. Meanings of lif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1. 29-57.

Christiansen C. Ways of living: sel-f care strat egies f or special needs.

Rockville: AOT A, 1994. 1-26.

Yerxa EJ. The idea of occupation: a source of power for our patients and ourselves.

Keynot e speech in the Int ernational OT ( Congress) , 1992. 1-5.

黄锦文、曾光.“如何在作业治疗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的 PERMA 理论模型提升幸福感”. 康

复学报. 2018, 28(1): 5-11.

黃錦文．“作業的創新使用.” 中國康復, 2012; 27(3): 163-165.

黃錦文．“作業治療從尋找意義開始.” 中華物理醫學與康復雜誌 2005; 27(1): 56-57.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July 2023

32

作业的实践和感悟

沈美云

香港退休职业治疗师

患病经历

首先多谢黄锦文会长的邀请，让我分享个人如何透过不同作业重整生活。由香港理

工职业治疗毕业后, 服务于公营医院二十九年, 一直工作顺利。

2000 年患有视神经炎(复发性) ；2005 年视神经发炎后, 脊椎也发炎令下肢先失去

感知和活动能力，病症改为视神经脊椎炎(复发性)；这个病，在香港罕见, 初时也不知

所措。幸得亲友和医疗团队的支援和鼓励, 经过 6个月康复治疗，功能上可用一枝拐杖

走路; 视力依赖一只正常眼睛，但每到冬天视神经和脊椎又会发炎。有了经验，不再恐

惧，可于 3 个月内复工！折腾了五年，直至视力剩余 10%，终决定申请提早退休，寻找

健康。

退休的第一年仍花很多时间去求医,包括:西医复诊,中医(吃中药,针灸,推拿), 经

医治后,视力恢复至 25%。笔者仍放不下工作的生活模式,学习普通话之余， 还当 HKIOT

义工参与筹办研讨会。可能自己精神紧张,视力又变差。不敢驾车, 怕单独外出会迷路和

跌倒,情绪变得低落。幸得生命教练 Life Coach, Charles Hamrick , 鼓励我去公园, 一

边散步一边听舒缓的音乐和听经文，放松心情, 有灵修的作用。

笔者恐惧终有一天会完全失明，申请学习视障人士的生活技能课程。香港只有盲人

辅导会提供训练，轮候时间期颇长。等了一年多(退休后第二年中)才获得家居训练。定

向行走包括:学用白仗走路(由于笔者平衡力不好,所以用拐杖代替),横过马路，上落楼梯,

自动电梯的安全,生活技能包括:煮食技巧,用刀技巧及安全,储存衣物,食物,杂物方法,

方便寻回；家居清洁，熨衣服，穿线，缝纫等。透过这个课程, 大大提升笔者的 IADL

能力,重拾家庭主妇的角色。

后来医生告诉笔者,外国有初步研究利用 Rituximab 防止复发,由于没有实证,香港

医要自费。在 2003 年丈夫患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Non-Hodgkin’s Lymphoma, 其中一种化

疗药也是 Rituximab(利妥昔单抗),可惜他医治了五年离世。当时只希望能见到最小的儿

子大学毕业，所以我勇敢地尝试，每半年打二次 Rituximab。感恩至今已十年并没有复

发,身体也强健起来。

参考香港严重残障人士经历--如何透过作业, 重整生活

回想1998年修读Curtin University 校外的OT硕士课程，用定性研究Qualitative

Approach，去研究香港严重受伤的康复者如何重新建立新生活(Occupational

Adaptation for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接触了不同自愿机构, 选择了

8位 (7男1女) 成功康复后投入社会至少两年的人士, 经过详尽记录和分析访问, 以下

是对比访问的结果和笔者的感悟：

8位严重受伤的康复者 笔者(低视能人士)
心理障碍, 被歧

视的感觉

坐轮椅被歧视, 上巴士, 地铁

被指骂阻迟他人上班

买东西时问价钱, 被质疑为何

自己不看价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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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障碍 环境障碍 (只有楼梯, 没有电

梯或斜坡, 不方便轮椅使用者)
公共巴士及小巴的号码太小 ,
低视能人士看不清。

乏作业 出院后缺乏作业, 令他们陷入

困境

未找到适合的作业, 生活变得

乏味。

八位严重受伤的康复者认为以下的支援是不可缺少:

1.家人的支援

2.信仰的支援

3.康复团队的继续支援

4.提供新科技改善生活质素

笔者完全认同, 特别是新科技改善生活质素, 如 iPad 的放大功能, 方便阅读。巴

士公司建立 KMB Appa 显示巴士多久到达，加大电子板号码，方便视障人士，还有智能

电话, 可用语音, 地图引导到目的地。同时，不要害怕麻烦别人，先说出看不清楚，让

别人明白自己的困难, 提供协助。

对于八位严重受伤的康复者，能够帮助他们再适应过来, 有以下几个共通点；

1.从作业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英语好, 学电脑打中文等)

2.发现有意义的新作业(替小朋友补习英语,志愿机构参与文书工作）

3.接受自己在家庭或社会的新角色(义工团体的领袖,虽然不再是一家之主,也可参

与减轻伴侣的负担)

4.重新建立新的生活模式(接触外界,参加自愿机构的康乐活动)

学习新作业

笔者也有类似的体验,完成康复疗程后,仍旧希望强化肌肉,首两年继续针灸,推拿,

亦参加复康会的运动班和水疗班。后因无法驾车,交通不便,所以终止这些作业。转移在

居住的社区内找兴趣班,如瑜伽班,中国传统拉筋班,书法班,西班牙语,韩国语,日本语

等,找出适合自己的作业，结果有三项作业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另外,没有驾车的关系,

在区内只用脚代步。这也帮助我恢复下肢肌能和增加出外郊游的信心。

1.书法

选择这个作业的原因，视觉上是黑白分明，

对眼睛没有太大的挑战。父亲的楷书写得工整

有力, 可惜小时侯，没有跟他学习。现临摹不

同书法家碑帖，发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书法

能锻炼集中注意力和空间感，训练坐或站立端

正姿势。现少阅读报章和书籍，执笔忘字，学

书法可弥补不足。

上课时，老师会点评大家的功课，然后示

范。同学的互相提问令课堂不会沉闷。老师亦

会分享其作品，教我们如何运笔，布局，欣赏

书法和说书法历史故事。同学间也会互相鼓励。

最高兴是写挥春的环节。每年都为家居添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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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气氛。刚巧我有两位中学同学退休。也喜欢书法, 闲时会聚集在一起练字。所以，这

个作业也令我感受到友情，关怀及鼓励。

COVID 疫情期间，由于不能上课，只有在家中自习。慢慢开始疏懒。所以笔者比较

喜欢面授课堂，群体的存在和互动带给笔者轻松快乐的心情，有老师提点亦容易进步。

2.中国传统拉筋班和八锻锦

选择这两套运动，是可以在细小的空间进行，笔者每天在天台或公园做半小时,下雨

或太热的日子，留在家中练习。这两套运动能拉动全身肌肉筋键。而练习后,消除五十肩

周炎。强化下肢肌能,再者上课时认识同区居住的朋友,成立拉筋小组，每星期一次一小

时的运动班。我亦常与亲戚朋友分享,鼓励他们学习，担任他们的短期指导员。

3.学习外语：西班牙语,韩国语,日本语--增强记忆,方便外游

为了增强记忆，笔者选择这个作业，防止脑退化。但弱视的关系,无法看得清老师在

白板上写什么，所以选择网上免费教材,自修。近期学习日语,亦增加外游的兴趣。与三

位朋友结伴自由行, 我担任编排行程，因笔者和朋友的体力有限不能应付大多山路和石

阶。我会搜集资料,计划行程安排交通,住宿等。出发时要靠另一位懂日语朋友做领队。

4.自我编排季节的作业

春天大地回暖,正是种植的好时机，利用阳光充足的阳台，成功种出菠萝、蕃茄、茄

子、秋葵、香草、姜、蒜等；花卉方面成功种出有太阳花和郁金香。由于视力问题,捉虫、

施肥、移植等工序都找人帮忙,我负责翻土、下种、浇水等。虽然收获不多，但与大自然

接触，感受到周边的雀鸟高歌，心灵上感觉宁静，平安！

夏天游泳,可惜因疫情关系, 近年也不敢下水。改约朋友打保龄球。

秋天多结伴郊游，探索香港旅游新

景点。秋天天气干燥，最适合晒果皮。

果皮的香味充薰满屋,美味有益的果皮,

最适合煲汤和红豆沙糖水。

冬天是修补天台的最佳时间，我会

一边油漆一边晒太阳，吸收阳气。说实

话是自己油漆得不理想,每年都想改善。

家庭聚会,喜庆日子都会负责安排煮不同菜式,春节也自制萝卜糕，芋头糕,马碲糕等

贺年食品。令生活添些味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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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庆幸自己是作业治疗师, 懂得将作业分析(task analysis)；每次建立可成功完

成的目标 (set an achievable goal)。一步一步建立信心, 当犯错或遇到困难时,会反

思,寻找改善方法(Adaptation)，特别新科技问题,找年轻人帮忙，解决问题，跟他们学

习。

笔者每日编排一项作业,没有太大压力下重整活方式。选择的作业(书法和外语)跟学

习有关, 部分原因是趁还有视力,学习多些东西。透过学习不同的作业,令生活更丰盛,

更有意义 。

可能是缘份或上天的安排,在学习班中,认识很多新朋友，他们没有人感觉到我的残

障。 当我普通人一样。我可轻松投入新角色。笔者再不是管理层，现在是追随者！特别

出外旅游时,安心随着看懂路牌的人。特别和儿女出外旅游时, 他们会挽着我的手，怕我

迷路,令我有幸福的感觉。交心的亲友健康出问题时,也会给他们意见和分享个人经历,

成为他们寻找健康的引导者。

总结

透过不同的作业，能提升个人身心健康。 参与群体活动，感受与社会,外界接触,

不再孤单。若能新的目标更好, 可以带来生活的新挑战。例如笔者为了出外旅游，加强

训练脚力。今年三月去了日本东京 8天,每天步行 8小时,挑战体能的极限,目的是观赏樱

花,拍摄到不同景色, 也是赏心乐事。在此,现与大家分享赏樱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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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發病後的我

意大利面复健？职能治疗果然非常棒

叶山 靖明

(股份公司 Care Planets 董事长, NPO 法人 MANABIAI 副理事长)

我想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我的复健体验。

（1）一个人的旅行 各位是否听过「背包客」这个称呼？

背着大大的旅行背包，穿着凉鞋牛仔裤，招手请驾车者顺道载一程，没什么钱也要

从事长期旅行的人我们叫他作背包客。我在 20 岁的年代就是一个背包客，到澳洲，南美

洲，欧洲与西亚流浪了好一阵子。在秘鲁与巴西时住在便宜的旅社自己准备餐食，观赏

自然美景，享受人间生活。30 岁的年代回到日本后，我在大学与专门学校担任教授会计

学，税法的讲师，结了婚，盖了房子，有了 3个宝贝般的孩子，在福冈县宗像市过日子。

自从成了家以后，带着孩子们去露营，从事户外活动，我的旅行从一个人的旅行变成了

5人的家族旅行。

于公于私都非常的忙碌，但也可说是非常充实的人生。

（2）突然间 2006 年 2 月 10 日下午 3点。我 40 岁那年
的冬天。

在福冈市博德区的专门学校的会议中，自己右手写的

字渐渐的歪扭起来。即使是想用原子笔在笔记上写下整齐

的文字，写出来的竟像画符一般难以辨认。「哎，怎么了？」

当发现 自己想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却站不起来时，我开始逐

渐了解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异。

马上，两位同事陪着我搭出租车到市中心天神的医院。

当出租车抵达医院时，我的身体已经变的僵直，发不

出声音，视野内看到的东西都是黑白色的，呼吸很不平顺，

就像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突然倒地」的一幕，让我感到「死

亡」已经靠近自己身边。

原因是左脑的脑内出血。

头壳里的血管破裂，在脑中出现的出血状态，影响到神经，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因此

衰落。傍晚太太赶到医院时，虽然我还有意识，但却无法顺利发声（失语症状的开始）。

在病床上即使想要跟太太说「我不要紧」，确是讲出「屋喔，无，一奥，醒」，连发音

都变了样。

渐渐的，我右半身的感觉开始消失，24 小时后，右半身完全没了感觉，也完全不能

动了。

我的右半身，以及我的人生，我的家人，就如同被丢入了黑暗的深渊。

（3）复健 住院的第二天就利用平行杆等器具开始了练习走路等等的复健。连一步都

走不出去。过了 2个礼拜，我坐着轮椅出院转到自家附近福津市的医院。

在这边，有教运动的物理治疗师，教说话的语言治疗师，跟教我洗澡的各个动作，

操作计算机等等生活上的各项活动的职能治疗师（以后用 OT 代称）。这 3 位「复健老

师」开始了我的复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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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義大利麵進行職能治療，左上是 OT 老師

其中 OT 是位 20 多岁的女性，非常的体贴开朗，就像是守护着我的人生一般非常的

暖心，常常听我讲旅行的事情，也称赞我在大学担任讲师讲课等等的工作。当时我的人

生就像是被推下了悬崖，住院时的种种不安以及家人对未来的恐惧等等 OT 老师都专注的

一一听我述说。

我：「真希望就像以前一样，能再度站上澳洲大陆，跨出步伐。」

OT：「对啊，若是能实现的话那就太好了。」即使是异想天开的梦想，她也专心的

听着我说。

有时候在 OT 室里一起开怀大笑，有时候在傍晚的讨论室一起流泪。即使过了 2 个

月，动也不动的我的右半身为我的人生带来了焦急与不安。

未来，完全看不到。

（4）用意大利面复健！？ 某天跟 OT 老师的对话。

我：「昨天在 OT 室的厨房，有位身为家庭主妇的病患在做料理。用做料理来复健，

这种复健，也不错ㄟ。」

OT：「（笑着说）对啊。」

我：「虽然我不是家庭主妇，我也可以做料理吗？」

OT：「当然啊。如果你也希望的话当然可以。」

我：「ㄟ？真的吗？没骗我？那，菜单的话，我想做和风意大利面。」

OT：「（笑着说）听起来好像好好吃喔。」

我：「当然，超级无敌好吃。我教你怎么做和风意大利面吧。」

在院内只能用拐杖稍稍走几步的我要长时间站在厨房，即使想象也都能知道这是件

困难的事。但那天，我把拐杖放在一旁，开始做起了料理。用左手将锅中的热水煮沸，

把意大利面散开放进沸腾的热水中，放入盐巴，好几次确认面的软硬程度，眼镜也起雾

了，两人大笑。用网勺捞起面来滴上橄榄油，感觉着活生生般刚刚煮熟的面香。

也许就在同时，我感觉到活生生的自己。

将白萝卜磨成泥，把柴鱼片从带中取出，紫苏叶切丝等等的动作无法仅靠左手完成，

OT，当我的助手一起帮忙，让我顺利的完成。

事后才听说，OT 老师为了帮忙让我的动作能顺利完成，前一天到很晚都留在 OT 室

里。真是幕后推手，让人感激万分。

邀请了平日照顾我的语言老师，我们就

在医院的 OT 室里开始了午餐时光。（参阅

照片）

当然，美味极了。

而且这是第一次用左手做的料理（职

能），更是让人高兴。

这份成就感就像是让我救回了将要消

失的自信。

不仅单单是语言的复健，不仅单单是运

动的复健，而是利用料理这个「有往日回忆

的职能」，「有意义的职能」来做复健，让

自己亲身感受起自己活着的可能性。

一个人？当然不是。

跟职能治疗师的老师，两个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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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蓋起第一個日間照護機構

这次的职能治疗是用料理这个职能来进行。这个职能就如同我在南美的便宜旅社当

旅行者的时候，以及在宗像市内的家里为孩子们做意大利面的时候，所进行的「有意义

的职能」。

这次的利用料理所进行的复健，也是我的心理的复健，我人生的复健，让我找回了

身为 自己的骄傲的复健。当我重新感受到自己时，我不再悲叹动也不动的右半身，而是

找回了原来的自己，坚定的朝向新的未来前进。

这种复健，才是「职能治疗」。

（5）来自 OT 老师的赠言 结束 3个月的住院期间，我带着身体麻痹的后遗症办了出院

手续。

OT 老师这么跟我说。

OT：「我觉得跟生病前的叶山先生比起来，现在的叶山先生比较好。」

我：「哦？……。」

泪水不断涌出，连话都说不出来。

拖着动也不动的右半身出院，心中只有恐惧与不安。是否能回到原来的职场，恢复

以往的人生，对这些我完全没有自信。但 OT 的老师却跟我说「跟生病前的叶山比起来，

（半身麻痹的）现在的叶山比较好。」大概是出自善意的欺骗吧。即使如此我还是好高

兴，好感动。泪水停不下来的那一刻到现在还记得。

过了几年，有机会再次与 OT 的老师相会，我问了她当时跟我讲这句话的真意。OT：

「我觉得啊，生病前的叶山先生是很强势的人。该怎么说呢，像是那种『向前行，啥米，

拢呒惊』的人。但出院时的叶山先生因为有了生病的经验，更能了解弱势者的心情。也

就是说：从以前强势的叶山先生，变成出院时即使强势也能理解弱势的叶山先生。这样

真的很好很棒。对不起，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脱口而出。」

听老师这么说，原来人--OT 是可以拥有这么善良体贴的心的啊，忍住泪水感动不已。

至今这个赠言仍是我人生当中的宝物。

出院后以这个半身麻痹的身体活下去不是

件简单的事，有着许多的辛酸，叹息，钦羡，

遗恨跟痛苦。

但每当我想到 OT 老师的赠言，我就有力量

咬着牙，拖着沉重的右脚，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OT 老师为了让我「活下去」所进行的的复

健，原来是用言语进行的啊。

（6）之后重返社会 出院后我开始去日间照护

机构，跟同为半身麻痹的同学组成乐团，开了

迷你音乐会，进行了属于自己的职能治疗。打

消了复职的念头，我用自己的左手整理了资料，

设立了公司，开始经营日间照护服务机构。

我的目的在于对高龄者或身心障碍者提供职能治疗。公司至今已经营运 9年了。（在

这当中的 17 个职能治疗的故事，请参阅「所以，好喜欢职能治疗！」（三轮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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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除了担任董事长经营 4所开办日间照护的长期照护机构以外，也登上了专门

学校与大学的职能治疗学系的教坛。在专门性杂志上写专栏，在学会上发表研究成果，

在研究所写论文，等等。有大家的关照让我的人生变的非常精彩热闹。

半身麻痹的状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我的生活范围扩大了许多，30 多次以上的出

差也都是自己一个人搭新干线或飞机。

我深刻体验利用职能做复健的［职能治疗］让我的生活以及人生苏醒了过来。

（7）两个背包客 2016 年的春天。发

病后的第 10 个年头。当时 8岁的长女

已经 18 岁，考进了他想进的学校。为

了做个纪念，我们两个人开始了横断

澳洲大陆的 11 天冒险旅行。

两个人买了机票，背起了大大的

行李，搭上了飞机，到西澳的大学讲

课，看着女儿抱着无尾熊，啊，我又

再度来到了这个红土的大陆。而且在

这沙漠里的露营场里两人吃着烤肉。

现今背包客变成了两个人，会计

学的讲师变成了澳洲的复健概论讲师，而当时的意大利面变成了鳄鱼烤肉（会心一笑）。

10 年前在医院跟 OT 老师谈到「复健的目标是澳洲旅行」，在经过 10 年的岁月后完

美的实现了。不仅仅是实现了当时的目标，这更是我与女儿最棒的背包客二人旅。

我在南半球感受到，职能治疗是个让人生复苏的复健，而职能，语言跟心创造了新的人

生。

真的，我好感谢职能治疗，感谢职能治疗的老师。

付记

这篇文章的（1）-（7）的每个段落都含有我想给各位的讯息。即将入学的各位若有

时间的话可以各个段落反复阅读，想想笔者想要告诉各位什么，也许这样读起来会更有

趣。

有兴趣的人可以试试看。(*^_^*)

此篇文章取自医健教育分科会 职能治疗小组 教科书政策委员 编着，「入学前开始

学习的职能治疗的基础」，滋庆出版股份公司 2018 年翻译。译者：王治文，东北文化

学园大学医疗福祉学院复健医学系副教授。

---------------------------------------------------------------------

鸣谢：叶山靖明先生、滋庆出版股份公司及王治文教授，使此文章得以在《中华 OT

电子期刊》转载。

2016 年，在澳洲的二人旅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July 2023

40

How I have used ChatGPT for instructional designs:

A personal reflections

我如何使用 ChatGPT 来进行作业治疗教学设计：个人反思

郭凤宜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康复医学院

Fengyi Kuo, DHS, OTR, CPRP

I have been designing and deliveri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training
curricula using technology since 90s. Recently, I have been asked how is my use of AI, such
as ChatGPT, supporting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al designs that I hold dear?

自 90 年代以来，我一直在使用科技来设计课程和提供医疗专业培训。 最近，有朋

友问我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例如 ChatGPT，来支持我所珍视的作业治疗教学设计？

Often when we talk about online medical education and telehealth, people often think
only about the technology. But med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first and foremost is a people
business. We can buy technology anywhere. It's the people that make the difference. So we a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often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s following functional
purpose not leading by it. Here are some of my thoughts.

通常，当我们谈论线上医学教育和远程医疗服务时，人们通常只考虑科技。但医学

教育和医疗服务首先是人的生意。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购买科技，但是是因为人而赋予

它价值。因此，作为医疗专业人员，我们认为科技的应用应该遵循功能目标，而不是以

它为主导。以下是我的一些反思。

When it comes to incorporating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our life and
works, there are some guiding questions that we may want to keep in min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using it appropriately.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are: is this an appropriate use of
technology, what is gained, and what is lost from using AI to accomplish a particular task?
And importantly in a medical educational context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at is
missing when I use technology? Is that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or voice?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because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latforms like ChatGPT, utilize it is still only a
partial window into the universe of information, some decisions have been made around its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algorithm.

在将科技和人工智能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时，我们可能需要思考一些指导性的

问题，以确保我们正确使用它。其中一些问题是：这是否是对科技的适当使用? 使用人

工智能完成特定任务会获得什么，以及失去什么？重要的是，在医学教育的专业发展环

境中，当我们使用科技时缺少什么？这是信息视角还是声音？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使

用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它的信息仍然只是进入信息宇宙的部分窗口，其信息来源

和算法已经为它的输出做出了一些决定。

Another consideration is what information is appropriate? Some things have been rolled
out and sometimes you come across those boundaries when you give the platform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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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pts. As we all know ChatGPT is biased in several different ways, but in one, particularly
in that it presents a very specific cultural perspective. So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how it gets
used in medical and healthcare education? There is also a danger that it may constrain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Its functioning is opaque as we all know, and it has a tendency
sometimes to hallucinate.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哪些信息是合适的？有些东西已经推出，有时当你给平台一些提

示时，你会遇到这些界限。ChatGPT 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存在偏见，但有一个需要特别留

意的地方，是因为它呈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文化视角。那么这对它在医疗教育中的应用

意味着什么呢？还有一种危险是，它可能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的

信息整合过程及产出功能可能会是不透明的，有时它会使我们产生信息及知识随处可得

的幻象。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what roles can ChatGPT have in the work that we do? Can I
enlist its services as an instructional designer on our training team? It's capable of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ncluding creating lesson plans and presentations. I personally haven't been
particularly impressed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lesson plans. For example, that it cre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re not particularly creative, and this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re's a different
distin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d at what point does information become
knowledge?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ChatGPT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可以作

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设计师吗？它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包括创建课程计划和演示文稿。

我个人对它所能提供的课程计划的质量并不特别满意。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提供

了不是特别有创造力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需要认知到的信息和知识是不相同的。因此，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区别？信息在什么时候可能可以转化成为知识？

That being said,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are appropriate uses of ChatGPT in an
instructional design context. For example, if we give ChatGPT a lecture transcript, you can
ask it to derive learning objectives from it. It can refine those learning objectives if we ask it to,
it will give us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cture. Although I would argue that, those
are not particularly inspired suggestions. It can give us ideas for assessments. It can write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for us and provide discussion questions.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work that we do as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very rarely do we have the chance to apply an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cess ideally from start to finish.

话虽如此，我认为有些事情是 ChatGPT 在教学设计环境中的适当用途。例如，如果

我们给 ChatGPT 一个讲座记录，你可以要求它从中得出学习目标。如果我们要求它可

以完善这些学习目标，它会给我们一些改进讲座的建议。虽然我认为，这些并不是特别

有启发性的建议，它起码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评估改进的想法。例如，它可以为我们编

写多项选择题，并提供讨论题。当我们考虑我们作为教学设计师所做的工作时，我们很

少有机会从头到尾理想地应用教学设计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在教学设计过程中为我们提

供了时间效率。

One of the big points that maybe ChatGPT can support is time efficiency. It is good at
curating information, but there is a little bit of a discrepancy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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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when we think about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medical and healthcare
educ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new evidence comes out rapidly, so curriculum
mapping and revisions, although time and resource intensive, is a constant evolving process.
At this stage, ChatGPT may not yet serve the role as an instructional designer, it is not yet
ready to come up with innovative idea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technology advances,
this is something to look for.

也许 ChatGPT可以支持的一个重要点是时间效率。它擅长策划信息，但信息和教授

知识之间存在一点差异。当我们考虑医疗教育的教学设计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新证据

很快就会出现，因此课程规划和修订虽然需要时间和密集资源，但也是一个不断研究创

新及发展的过程。在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提出教学策略和学习的创新想法，ChatGPT可

能还没有准备好担任教学设计师的角色，这一点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拭目以待。

And another curriculum related usag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actually have their faculty run their courses through ChatGP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can AI
pass this course? As such, some institutional administrators have started to use this as a
springboard for conversations about what needs to happen. And if the answer is yes, then what
needs to happen in terms of the assessments in that course, what needs to happen in terms of
does what the faculty teach in that course need to change because of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与课程相关的用途是让他们的教师通过 ChatGPT 运行

他们的课程并回答这个问题，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这门课程吗？因此，一些机构管理人员

已经开始将其作为讨论需要发生的事情的跳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该课程的评

估方面需要发生什么，在该课程中需要因为该问题的答案而改变教师在该课程中教授的

内容。

Another one is that the use of ChatGPT for research of qualitative data of open-ended
questions. Every year many US-base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urvey students about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such as Canvas. With the access of
ChatGPT, some universities ask ChatGPT to summarize the open-ended responses, which
turns out to it has helped generat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students were asked about
what worked well for them in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what didn't work so well, and
ChatGPT did a pretty good job of summarizing all these open-ended responses. One
interesting thing to note is that with the same prompt and the same data when one asked the
question and when another colleague on the same team asked the question, ChatGPT provided
slightly different summaries and picked up on slightly different pieces of information. So in
reflection, there's a really good use of case for utilizing something like ChatGPT to help with
tasks like analyzing qualitative data for learning experiences. Perhaps, this type of usage could
be further apply to patient experiences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另一个是使用 ChatGPT研究开放式问题的定性数据。每年，许多美国高等教育机构

都会调查学生对学习管理系统（如 Canvas）的体验。随着 ChatGPT 的推出及应用，一

些大学要求 ChatGPT 总结开放式响应，事实证明，它有助于为学习管理系统和课程结

构生成有用的信息。例如，学生被问及在他们的学习经历中哪些对他们有帮助，哪些效

果不佳，ChatGPT 在总结所有这些开放式回答方面做得很好。需要注意的一件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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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当一个人提出问题时，比较与同一个团队的另一个同事提出问题时，使用相同的

提示和相同的数据，ChatGPT 提供的摘要不同，并且获取的信息略有不同。因此，我们

的想法是，利用像 ChatGPT 的工具来帮助完成诸如分析学习体验的定性数据等任务的

案例非常有用。也许，这种类型在临床服务上的用法可以进一步应用于患者体验和消费

者满意度。

We should always double check the answers from technology-driven responses, for the
reason mentioned earlier that AI may give us slightly different answers. What didn't work was
when we followed up with suggestions for how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that it brought up in
its summaries. Where if students were mentioning that a problem was that course sites were
not organized, ChatGPT suggestion was not that helpful. Well, it only simply stated to
organize the course sites. The true problem is a skills gap, a motivation gap, an information
gap that we need to address with specific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So it will do a good job of
analyzing things, not so much at coming up with creative solutions to problems.

如同在循证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应该仔细检查技术驱动的答案，因为前面提到

的原因，人工智能可能会给我们略有不同的答案。同时我们也发现，当我们跟进如何解

决它在摘要中提出的问题时，它还未能可以给我们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如果学生提到

一个问题是课程网站没有组织，ChatGPT 建议就没有那么有帮助了，它只是简单地说要

组织课程网站。真正的问题是技能差距，动机差距，我们需要与特定的教师一起解决的

信息差距。因此，它可以很好地分析以及提供信息，尚未能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Another use case is one that I did just this week where I've had a big issue with getting on
top of my to do list. I've tried every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I can think of, and nothing is
really been working. And so earlier of the week I had this idea that maybe I could create
something, it involves a spreadsheet and some coding to organize tasks that I had in mind.
This is not my area of expertise, so it was actually kind of a painful process of trying to
describe to ChatGPT what I was trying to use because I don't know the jargon. So it involved a
lot of back and forth. And then I landed in a place where I had a formula but it wasn't working.
And eventuall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could ask it to debug my formula, which it did, and my
spreadsheet now works in the way that I intended.

另一个例子是稍早我在处理待办事项列表的顶部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已经尝试了我

能想到的所有项目管理系统，但没有一个真正有效。所以我想也许可以创建一个电子表

格和一些编码来组织我想到的任务。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所以是一个较困难的过

程，当我试图向 ChatGPT 描述我试图使用什么时，因为我不知道行业术语，所以这个

过程中涉及多次来回的提示。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公式，但它对于我期待完成的目标没有

太大的帮助。最终，我突然想到，我可以要求 ChatGPT调试我的公式，它做到了，我的

电子表格现在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提供我工作上的协助。

This was an interesting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because it really brought to 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mpt. This isn't new, this isn't specific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we
know the quality of the question always drives the quality of the answer. The same concept
applies to real human learning experience during clinical rotations and competency-based
prac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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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有趣的学习经历，因为它确实揭示了具体提示的重要性。虽然这

不是什么新鲜发现，这也不是人工智能的特质，因为我们知道问题的质量总是推动答案

的质量。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临床服务和教学体验。

So when we think about education, there's definitely a need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teach our learners how to utilize the technology properly and how to build prompts that will
yield good information.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never mistake the output for the
learning outcome. So in this case, yes, I got to the goal I had, but did I learn anything in the
process?

因此，当我们考虑教育时，我们肯定需要考虑如何教我们的学习者正确利用科技以

及如何构建能够产生良好信息的提示。另一件事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将输出误认为学习

成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的，我达到了我的目标，但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吗？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eaching-learn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I,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to keep in mind. As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advance and becomes powerful,
we'll see if the system works any better than the other one: does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support me learning something new, functional and practical, does the information helps
transforming into knowledge that we could better solve tomorrow’s questions, and collectively
does it help us become more responsible with humanity to make our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be
for all. So I will leave you with these pieces of advice which is when it com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be mindful, be intentional, and proceed with open
curiosity.

因此，当我们考虑人工智能的教学和临床应用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强大，我

们需要考虑：过程和结果是否支持我们学习新的、功能性的和实用的东西，这些信息是

否有助于转化为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明天问题的知识，以及共同帮助我们在人本的基础

上对人类社会更加负责，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此，我对使用人工智能在教学

上面的反思，就如同作业治疗强调有意义的过程：be mindful, be intentional, and proceed
with open curiosity (带着开放的好奇心与有意义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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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锐意进取，勇毅前行

--记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作业治疗专业发展之十年

刘晓丹、胡军、李晓林、吴燕、霍贝贝

悠悠十载，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是上海中医药大学 OT 人奋斗成长的十年，也是见

证大康复砥砺奋进的十年。它历经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在国家与社会大健康理念的引

领下，蓬勃发展。

作业治疗专业作为康复医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内起步较晚，上世纪 80 年代

才开始进入国内视野，大众对它的熟悉度不高，但是发展却十分迅速。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越来越关注，对康复内涵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康

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2016 年国家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制度

层面为人民的健康问题提供了可靠保障。康复医学迎来了大好的发展环境，尤其是与人

们的日常生活活动息息相关的作业治疗。

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早在 2006 年我校在上海最早开设康复治疗学专业本科教育，2013 年开始推动康复

治疗专业分化教育，参照与国际接轨的办学思路，学院率先成立作业治疗教研室。在学

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及教师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在 2016 年，康复治疗学作业治疗亚

专业方向获得了该专业最高级别国际组织 WFOT（世界作业治疗师联合会）的认证，目前

为止国内只有 8所大学通过了该认证。WFOT 专业认证成功，标志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康

复作业治疗”专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17 年，“康复作业治疗”

新专业申报成功，2018 年康复作业治疗学新专业实现独立招生，2021 年获批国家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

历经数十载，我们完成了从没有独立的作业治疗专业教育，到开办“康复治疗学（作

业治疗方向）”教育，再到正式开设“康复作业治疗”专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新突破。

从专业分化伊始引入海外核心课程，到不断优化师资人才，将专业课程本土化，作业治

疗人不断锐意革新为培养良好专业素质、扎实专业基础和临床技能的作业治疗人才夯实

了教育基础。

十年奋进，硕果累累

经过十年创新发展，作业治疗教研室和学生一起成长，成果颇丰。教研室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攻关项目、上海市卫健委项目等 20 余项，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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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余篇。教学方面获得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市高校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上海市全英语

示范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学团队、上海中医药大学金牌教师等荣誉。获得上海

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两次。教研室老师带领学生在全国康复技能大赛中获得作业治疗组

团体一等奖及单项一等奖、全国挑战杯三等奖、上海市挑战杯二等奖、上海市知行杯大

赛二等奖、全国百强暑期实践团队最佳实践团队等多项奖项。每年有多名学生获国家奖

学金、上海市奖学金、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等荣誉，不断为上海市各级医院及康复机

构输送大量优秀临床人才，毕业生具有的中国特色、交叉与融合的综合素质及专业能力

水平得到了上海地区及全各大医院及康复相关机构的一致好评。

与时俱进，智能新时代

作业治疗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理念技术到逐渐本土化的演变，在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

蕴碰撞时，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融入更多中国元素，更加适应国内临床的实际情况和

人群需求，只有真正解决了患者存在的迫切问题，符合人民大众的健康需求才能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接受作业治疗。现如今的作业治疗已不是数年前被挤在康复大厅的一个小角

落，简简单单的设备供患者自娱自乐的场景。作业治疗的发展也与时俱进，开启了智能

新时代。

随着科技进步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康复机器人、人工智能、3D 打

印等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正不断引入应用于更多的作业治疗领域，不再是重复“作业

治疗三宝”。2019 年，我校获批成立中医智能康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致力于培养一

流的中医智能康复人才，建立国内一流的脑康复创新团队，成为中西医-康复-理工-药学

多学科交叉的中医智能康复工程服务和转化平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业治疗走出去打

开了一扇大门。2022，我院“医工交叉、产教融合共筑智慧康复平台”获得中国高等教

育教育学会“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典型案例。

勇担社会责任，康复暖人心

康复医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为大众健康而服务。在疫情期间，为防止新冠肺炎患

者长时间卧床、缺乏活动带来的并发症以及对心肺功能和身心状态的不利影响,促进患者

肺功能恢复并改善预后结局,由教研室带领的康复医学团队提出了针对轻型和重型新冠

肺炎恢复期患者的康复训练指导建议。轻型患者建议习练健身气功养肺方,重型患者建议

进行床上康复训练，实施因人制宜的指导,促进广大患者早日康复。带领康复团队所编制

的新冠肺炎预防和康复治疗方案和视频，多次被“学习强国”报道，尤其是推出的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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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养肺方被人民网、新华网、国家体育总局网、中新网、新民晚报等数十家媒体报道，

点击量数千万。这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成果和社会影响极大的增强了 OT 学生专业认同感和

社会责任感。

结语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砥砺前行，十年春华秋实，十年成长积淀，是转折点，也是新

起点，在坚守和传承中创新发展，永葆初心，做好知识的传授者，将现代康复医学理论

技术与中国传统康复疗法和技术相结合，培养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又具有国际视

野和创新能力的卓越康复应用型人才。“国际标准、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是我们康复作

业治疗人的使命，我们要不断发扬中国风格，让中国特色走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中国

声音，使用中国标准，真正实现专业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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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的意义

谢育龙
1
，彭 艳

2
，董云霞

3

1.北仑大港康复医院，浙江 宁波 315800

2.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3.保山安利医院

【摘 要】目的：通过作业治疗的发展现状，提取超越自身内涵的意义。方法：通过文

献了解国内外作业治疗的现状和内容，将其相互关联并作出相关分析，从而阐释作业治

疗的意义。结果：作业治疗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对“人”有极高的要求，作业治疗的意

义更多的是“行”而不是“知”，其核心是“人”。结论：作业治疗作为康复医学的主

干之一，赋予它更多的意义有利于突破现状，为康复医学的发展添柴加薪。

【关键词】康复；作业治疗；意义；人；共情；实用

1 作业治疗现状

作业疗法简称 OT，是应用有目的的、经过选择的作业活动，对由于身体上、精神上、

发育上有功能障碍或残疾，以致不同程度地丧失生活自理和劳动能力的患者，进行评价、

治疗和训练的过程，是一种康复治疗方法。目的是使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或提高独立生

活和劳动能力，以使其能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员过着有意义的生活
[1]
。包括身体功能性

作业、心理性作业、日常生活动作训练、辅助工具穿戴及训练、职业前评价及训练、家

务活动训练、工艺活动、文娱疗法、职业技能训练、家居环境咨询等。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具体有进食、洗澡、修饰、穿衣、大便控制、小便控制、如厕、转移、行走、上下楼

梯
[2]
。作业治疗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最新的应用是基于 ICF（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的作业治疗，研究 ICF 在作业治疗中的理论架构、方法体系及其在临床实践中的系统应

用
[3]
。其次是多种治疗交叉进行下的团体治疗和联合治疗

[4]
。个体化的作业治疗更多的是

应用于精神康复和儿童康复。我国对作业治疗依然还处于探索和成长的阶段。

2 作业治疗的意义

作业治疗的执行者和使用者一定是以“人”为载体的，这个“人”包含了“人的认

知”和“人的行为”两方面。人的认知决定了作业治疗的适用范围和发展方向，人的行

为决定了作业治疗的治疗效果和社会适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利于构建良好生存

生活质量环境的，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能给接受治疗体系内的患者给予安全感

和希望的，这样的作业治疗才是应该大力发展和提倡的。目前，很多人对作业治疗的认

识只停留在被动接受肢体功能的恢复上，包括康复医生、治疗师、护士、患者和家属等

群体。作业治疗的应用范围非常局限，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作业治疗的意

义理解的过于片面
[5][6]

。

作业治疗对“人”具有极高的要求，首先体现在它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因此康复医

学在发展过程中将“作业治疗学”单独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康复专科医院更是成立了

作业治疗部，而专业学科的发展和科室的发展运营都离不开“人”
[5]
。其次体现在它既

有普适性又有独特性，作业治疗的普适性在于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作业治疗的工具

和治疗手段，独特性在于每样东西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设计才能起到治疗作用，就以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的评估和训练来说，进食、洗澡、修饰、穿衣、大便控制、小便控制、如

厕、转移、行走、上下楼梯这些可以作为评估工具，也可以作为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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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应用这些工具从而提高作业治疗的疗效，全部取决于作业治疗师对工作的

态度与知识的积累，如进食，选择什么样的进食工具、吞咽体位、食物软硬、咀嚼方式、

饮食选择、进食次数、进食时间、营养搭配等都非常考验治疗师对患者的耐心和认真负

责的态度，再比如行走，又有平地行走、凹凸面行走、坡面行走、躲避障碍物行走、出

入电梯、使用辅助器行走、水中行走、负重行走等。接着作业治疗体现在它具有一定生

物学行为和社会学行为，生物学行为通过先天行为和学习行为获得，先天行为是生物进

行生活条件的保证，可以让其适应相对稳定的环境，具有一定局限性。学习行为则通过

环境因素的作用而获得，有助于生物更好生存。

生物学行为具有取食、领域、攻击、防御、繁衍、节律和社会活动等功能。社会学

行为则更多的是以价值为导向的具有一定目的性能亲和社会的社会活动，包括价值取向、

情感转移、目的、冲突、移情、能力、集群行为和社会行动等。当人的社会学行为受到

抑制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改变环境条件可以同时激活一个、两个或多个目的，且激活

程度不同。对于部分患者的作业治疗也是如此，通过改变作业环境条件激活患者的亲社

会价值取向，亲社会价值取向是移情的重要动机。

最后作业治疗体现在它具有共情特征和实用特征，“共情”和“实用”其实是作业

治疗的两大重要内涵。共情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感受对方的内心世界，并对

对方的感情作出恰当的反应的能力。作业治疗师要以倾听为主，在治疗过程中要对患者

进行一定情感表达和心理支持，心理安慰对于一个正在处于移情期间的患者并不适用，

所以需要作业治疗师减少部分安慰多些积极向上的鼓励
[6]
。简单说，共情就是：你快乐，

我能懂；你悲伤，我能感受到；你不孤独，因为我会陪着你。实用是指具有一定实际使

用价值，是为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从而选择的一种高效便捷的指导思想。作业治疗的实用

性决定着作业治疗未来发展的生命周期，作业治疗不应该是抽象的思维阶段的东西，而

是能够在康复医学上实施，具备可实施性、再现性、有益性的特点，比如辅助作业治疗

师对患者进行作业治疗的一些工具和器械等。

综上所述，作业治疗的意义更多的是“行”而不是“知”，“知”是“行”的前提，

“行”是“知”的应用，其核心是“人”。赋予作业治疗更多的意义和创新，让每一位

患者接受和选择作业治疗，是每一个作业治疗师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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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填满生命的意义

林靖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作业是作业治疗的核心。作业的英文名称occupation是英文单词occupy变化而来的，

occupy一词是指占有时间，占有地点，占有物品，捕捉心灵等意思，也就是用时间、空

间、物品来填满时空及人们的心灵。简言之，作业是人们利用自己时间所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照顾自己，享受生活，并且有助于他们的小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业一般被视为

在一个人的生活里有独特的意义和目的的活动，它没有特定形式，可以打麻将、去图书

馆学习、做家务等。任何活动只要符合对人类个体“有意义”的定义就可以被视为作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作业治疗中“意义”一词呢？

首先，要理解“意义”一词，我们需要确定一个中心——患者是作业治疗的主体。

作业只是外在形式，作业对患者的意义才是活动的灵魂。拥有了患者，“意义”才不再

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的概念了。因为患者个体之间的差异，意义大多取决于环境因素，包

括时间、文化、环境和主题，以及其它许多相关的范畴。

虽然我们很难界定作业治疗中“意义”一词，但它明显与语言及精神范畴息息相关。

“意义”的大意是将世界上事物的表象联系起来。“意义”把世界上细小的、不相干的

部分变成较大的、有联系的结构。“意义”能让人根据可供考虑的选择，依照个人价值，

参考长远计划及一些等级目标来作决定。有研究表示，假设人类对意义有四种基本需要，

即对目标、价值、功效及自我价值的需要。这四种对意义的基本需要并非生存的必需条

件，但是一旦这四种需要不能满足时人们就会表现出痛苦、困扰和不安。

自理活动、工作及闲暇是作业治疗所关注的三大范畴。作为一名OT学生，我对这些

层面或多或少有了些自己的感悟体会。

一、自理活动的意义

自理活动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要素。在治疗活动中，应该把“自我”这个层面作为

自理活动的焦点，尊重患者的个人意义，并给予患者选择的权利。例如，排泄是最私人

和最不愿旁人看见的日常活动，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应该给予患者足够的隐私空间和尊重；

饮食则可被视为纯粹的社交活动，但同时也是能反映生活素质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在

治疗中应该给予患者合理的饮食选择和营养指导，以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总之，在治疗

活动中，应该尊重患者的个人意义和选择权利，帮助患者恢复自我能力，从而更好地实

现自理活动。

二、工作的意义

工作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它的意义和价值因工作性质和工作者态度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活动，是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就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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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工作也可以是一种享有高度自由的自我表现机会，让工人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

华和能力。除此之外，工作还能够实践某些社会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为工人提供

较广的社交圈。在工作中，工人不仅能够获得金钱报酬，还能够获得挑战、变化和自由

等元素，这些元素能够提升个人的能力和自信，让工人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因此，工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带来物质上的收益，还能够带

来精神上的满足和成就感。

三、闲暇的意义

闲暇可被视为有效地利用空闲时间。闲暇时间可以用来参与社交活动，结交新朋友，

拓展社交圈子。同时，闲暇时间也可以用来进行身体锻炼，例如运动、健身等，有助于

保持身体健康。此外，闲暇时间还可以用来学习新的技能或知识，例如学习一门新语言、

阅读书籍、参加课程等，有助于提升个人素质和竞争力。总之，合理利用闲暇时间，不

仅可以丰富个人生活，还可以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意义”可因应主体不同、周遭不同的环境而具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在作业治疗

中，治疗师想要患者更加投入地参与治疗，应先发掘活动对患者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

能成为患者的动力。积极地参与活动，除了可使人忘记痛楚、增加运动量外，还能提高

人的自我观念、自我控制能力、社交技巧及生活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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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是 Occupational therapy 的简称 OT，即是有目的、有选择性的作业活动，

对由于身体上、精神上、发育上有功能障碍或残疾，以致不同程度地丧失生活自理和劳

动能力的患者，进行评估、治疗和训练的一种康复治疗技术方法。目的是使患者最大限

度地恢复或提高独立生活和劳动能力，以使其能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员过着有意义的生

活。作业治疗简单来说就是帮助患者能最大程度回归生活，参与社会，提高生活自理，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作业治疗师每天都在作业治疗室帮助患者做作业训练，等待他们主动参与，期待他

们能够不断提升生活自理能力，达到最大化的生活需求、功能水平和独立性。进行作业

治疗的患者，不为别人而为自己努力！作业治疗的训练方法就是作业活动，而这里的作

业简单点说就是患者利用自己的时间所做的一切事情。作业活动像食物和水一样是生命

所必须的，所有人都应该拥有他们所享受和习惯的作业活动，病态的躯体和灵魂可以通

过作业活动而治愈。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而作业治疗，为自己的家庭和兴趣爱好等努力康

复！

在作业治疗室经常会遇到来做上肢康复的患者，也就是手功能康复和 ADL 训练。很

多偏瘫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单侧上肢和手功能的瘫痪或者功能障碍。而作业治疗就是

帮助他们训练上肢和手功能，帮助他们从 Brunnstrom 分期 1期开始往后面发展，从无任

何运动到痉挛产生，从肌张力高到肌张力降低或者消失，从手指的微屈到抓握再到单指

灵活活动……

作业治疗师都会有很多针对训练利用任务导向性去帮助患者，如 Bobath 握手往上抬

手前屈和伸肘，需要注意 Bobath 交叉握手患侧拇指在上，健侧小指在下，患者可利用健

侧辅助患侧往上抬手的训练，同时还嘱患者往上抬手去触碰治疗师的手等。也许你觉得

很轻松，但是对于他们并不简单，很多软瘫期患者，患侧在发病初基本无一点力，这个

时候健侧就需要有更大的力量，有些时候患者肩部力量还可以的，抬手引发共同运动模

式，也是非常的费劲。所以，也许每次努力往上抬起的过程，都是他们最大的努力！

上肢功能占全身功能的 60%，手功能占全上肢功能的 90%。根据恢复的发展，从近段

再到远端，很多患者恢复到后期，训练手部功能时，几乎要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一次又

一次的用力……

之前去医院见习时遇见一位风湿性关节炎阿姨，由于长时间的手指弯曲，手指屈肌

腱已经出现挛缩，每天都在利用抓握水果的训练方式训练她的手指抓握功能。从一开始

的小小香蕉，到中等的苹果，再到最后的大菠萝，一次又一次努力抓起来，也曾一次又

一次失败，自己不断努力训练后，最终大菠萝也能随意抓握起来。很多次训练，每一次

抓握仿佛费尽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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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主要以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为主，所有的训练都是在努力改善患者的 ADL，

让他们更独立生活过回归家庭参与社会。说出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具体情况和每一位

患者情况息息相关。那些努力配合、主动的患者，当然可以得到更好的、更全面的康复，

最终恢复的进度和情况也会不同，致敬他们的努力！

对于很少部分难以配合的患者，最终恢复的情况显然比不上主动参与的患者，他们

并非是他们不想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是由于言语、认知等功能影响他们，但是他们也

很努力。

来到作业治疗室，这里的训练并非像其他治疗一样枯燥，基本都是训练或者其他仪

器治疗，而作业治疗是一个除了有科学性、针对性和主动性外，还是具有趣味性，生活

性的。患者可以通过很多趣味训练来进行作业治疗，可以利用体感游戏和上肢机器人等

来做训练。因为作业治疗主要针对患者 ADL，所以很多训练，我们在模拟生活或者直接

训练生活能力，让患者在生活中训练，也让患者在训练中感受到生活。

最后，作业治疗的意义不在于患者能不能完全恢复，在于患者会怎样去面对生活，

如何去努力生活，如何努力体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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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故事随笔

吕艳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今年是我接触作业治疗以来的第 20 个年头，在工作的这些年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患

者，感触很深。

我习惯于在治疗途中进行一些访谈，在这些大量的访谈中我发现，疾病总是突然降

临，患者无法完成从正常生活到无法自理的转变，他们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脆弱，更是内

心的脆弱，这种苦楚抹平了他的过去，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未来。他们的崩溃来自于每一

次细微的无力感，来自于积攒的失望和疲惫，来自于生病的压抑和烦躁。真正压倒他们

的仿佛不是疾病，而是他们的情绪，失望和无力始终伴随着他们的整个治疗过程。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患者，他的改变更加证实了作业治疗最重要的不是功能的恢复，

而是生活的回归。他的功能损伤严重，恢复到从前的可能微乎其微，当他了解到自己的

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不停的反问自己，开始懊悔，封闭自己。但是随着康复的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也是可以完成一些事情的，虽然过程漫长又艰辛，但是当他第一次自己上厕

所，第一次能够自理，并能够回归到工作岗位发表演讲，能够用左手签署很重要的文件，

再一次站起来跑步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开始有了活力，开始改变自己的心态，

接受了疾病，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当我在他出院后第一次对他进行回访时，他的生活已经重新回到正轨，虽然右侧肢

体依然存在功能损伤，但是重新开始的生活，依然存在着自己生命的厚度。每个人无法

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但是生命的厚度却可以由自己掌握。

我想作业治疗的意义可能就是让患者因为疾病而消失的生命厚度，通过治疗、访谈、

回归社会训练重新回到从前。每天常规的作业治疗避免不了让长期接受治疗的患者感到

痛苦和枯燥，产生消极的治疗情绪，会为患者的恢复过程造成困难。我们要在科学治疗

的基础上，不断变换方式，帮助他们寻找训练中的乐趣，并应用到生活中，进而让他们

自己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重回自己的人生。

我们需要与患者共情，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进展就意味着

我们自身的进步。当我们带领患者克服困难，翻越崇山峻岭，跨过湍急河流，目送他们

重新回归夜空，我会发现经过风雨洗礼的他们就是最耀眼的那颗星，这就是我想的作业

治疗的意义。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July 2023

55

《迭奏五音，谱色 OT》

辜均烨

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

蝉鸣、晚霞以及路边的嬉笑怒骂，浓墨重彩是夏日傍晚的主旋律。

出乎意料的是，教学楼的一隅却反其道而行之却又自得其乐，宫商角徵羽的旋律在

这不大的一方天地里欢快地跳跃着。我蹑手蹑脚地扒拉着门框，却放弃了从窄小的门缝

中窥见一丝真理，因为从门缝中跳脱出的音律告诉了我：门内天地的意义就在这不间断

的旋律里。

我想：“我们也应该去寻找，去寻找身为一名作业治疗师，寻找作业治疗的意义。”

那么就迭奏五音，从“宫商角徵羽”的旋律里获得感悟；继而以理论与实践的回忆作为

依托，谱写斑斓的作业治疗意义。

一、鸣徵赴康复，热忱夯基础

康复作业治疗的意义在于通过细致入微的评估去由浅入深地分析患者的自主生活能

力。

三年前，我和身边的同学们披星戴月地奔赴康复之约，与康复作业治疗结下

了难分难解的缘分。刚开始，我们对康复的概念不甚了解，不明白康复作业治疗对患者

的意义是什么，也不明白康复作业治疗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直到第一次通过见习，亲

身为患者进行康复评估，我们才逐渐开始体会到康复作业治疗的意义。

第一次见习的时候，我负责的是一位中风后偏瘫的患者，我临场急急忙忙地使用两

点辨别觉评估器，但是由于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不够熟练，在评估的时候手忙脚乱并且还

用错了方法，因此得出来的两点辨别觉数据并不准确。带教老师拿过我手中的评估器具，

在患者面前指导我的时候，我不敢看患者的眼睛，只是全神贯注地看着老师的操作，心

里有为自己掌握的基本技能不够熟练的惭愧感。

后来，我在老师的指导下重新测评了两点辨别觉以纠正之前数据的错误，也正是由

于更加细致的评估得到了更准确的数据，因此在后面分析患者的自主生活能力的时候，

我得到的结果也更贴近患者的实际表现。

因此，怀揣如徵调一样的热烈的情感去学习康复，去夯实我们的基础，才能熟练运

用评估技能继而更好地分析患者的自主生活能力。

二、宫响静心思，巧技制辅具

康复作业治疗的意义在于面对具有辅具需求的患者时，能够利用自己的创造力设计

出符合患者需求的辅助器具。

前段时间，老师组织我们去了市区的福利院针对脑瘫儿童的姿势进行矫正。其实，

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么严重的四肢痉挛型脑瘫儿童患者。尽管在来到福利院之前已经

通过治疗师拍摄的视频对他的状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到了现场我们还是对他的现状感

到了一丝棘手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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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评估的时候，看到儿童因为原始反射的留存、肌张力过高导致的严重的脊柱

侧弯和姿势僵硬扭曲，我们既为他感到难过，也对他的现状感到一丝无能为力与不知所

措。但是作为作业治疗师，一定需要有如宫调般沉静稳重的心态，这既是做好评估的基

本功，也是患者的一副定心剂。

在评估结束后，我们仔细测量了儿童现有的轮椅尺寸和身体数据，根据儿童的异常

姿势结合我们所学的知识，静心研讨。最终选用泡沫垫和绑带为儿童制作了适合稳定头

部和躯干的靠背、固定骨盆的坐垫以及矫治折刀样反射垫腿枕。

作为一名作业治疗师，应当具备如宫调般沉稳的心态，去进行评估、进行治疗方案

的制定以及辅具的设计，才能为不同情况下的患者提供最合适的治疗措施。

三、角声待患者，活动齐心聚

康复作业治疗的意义在于用自己的亲和力并且联合团队的力量去组织患者进行有趣

且有益的活动，改善患者的能力和情绪。

养老院见习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小组团体治疗活动的艰难、复杂但也体

会到了完成后巨大的满足感。在真正到达养老院为长者们举办活动之前，原以为我们班

级团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制作香囊、击鼓传花、速记比拼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设计和创

意纷纷涌现出来。

但是等我们到了养老院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举办活动的艰难。如果用 ICF 模

式进行分析的话，那么以活动为中心的每个影响因素一定都充满了消极的阻碍。座椅的

无法摆放，部分长者的认知障碍等都使我们的治疗活动遭到层层的阻碍。尽管当时的情

况出乎意料，但是作业治疗师应当具备的预判和随机应变的基本能力，让我们再一次应

对自如。根据活动分析理论，我们将治疗活动进行降级操作，比如将筷子夹乒乓球降级

为了空杯传球以降低存在手抖问题的长者传球难度。在这次治疗实践中，我们深刻的感

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也体会到了对待长者需要更为亲切的态度和持久的耐心。作业治疗

师的这些特质不仅有助于治疗活动的顺利完成，也有利于我们与养老院的长者们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

因此，具备如角调般亲和的态度以及团队协作的技能，才能发挥好活动设计的技能，

为患者设计出合适又有益的活动。

四、商羽奏和音，职业向未来

康复作业治疗的意义在于帮助患者走向社会、回归职业。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在福利院为一位 16 岁的盲人男孩进行评估以及开展职

业康复训练。我首先进行了动机式访谈，在访谈的过程中我可以感受到他想改变的心愿

以及对自己现状的不了解和迷茫。在了解完基本信息之后，我根据他现在在学校里进行

盲人足球的训练，为他进行了有关肌力、关节活动度以及感觉和工作能力的评估，后续

也为他设计了如简历的制作、足球技巧的训练等活动。

为这位 16 岁盲人男孩进行职业康复是我进行的时间最久、评估和治疗得最详细的一

次。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将我为他设计的简历制作流程以及求职软件检

索的方法分享给了其他和他有相同境遇的朋友。我突然感觉我做的一切是非常有意义的，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July 2023

57

我感受到了作业治疗是有影响力的，是能引导一个人走向社会、走向工作，是能为患者

获得光明的未来而添砖加瓦的。

因此，正如商调的悲壮激昂和羽调的柔润苍凉，职业康复的道路必然也是充满险阻

的悲壮道路，但是作业治疗师能够引导患者在这条道路上避免更多的阻碍，走得更快更

稳。走向社会、走向职业，这必将是康复作业治疗更为重要的意义。

五、结语

康复作业治疗的意义正如宫商角徵羽弹奏的旋律一样，正如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一样，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作为一名预备康复作业治疗师，需要去不断寻找、

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理解的康复作业治疗的意义！怀揣着这样的理想，我们必然会有做

好康复作业治疗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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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给时光以生命

刘雅宾

福建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

作业治疗是以患者为中心，通过有选择的作业活动和（或）适当的环境干预来改善

躯体、心理和社会功能，促进活动和参与，提高生活质量的康复医学专业。香港的职业

治疗师将作业治疗的愿景定为：所有接受作业治疗的人士都能过上自己选择的有意义的

生活。

那何为“意义”？对于作业治疗来说作业活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在字典里只

能找到关于“意义”模糊的解答，在课本上也未有收获。我想，“意义”也许不存在于

单薄的文字上，而应活在鲜活的生命里。在与接受作业治疗的患者接触中，透过他们脸

上的笑容，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体迸发的能量，那是一份对未来生活的希冀与勇气！百感

交集之下，关于“意义”一词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正如布莱士·帕斯卡所言：“给时

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对于功能障碍者，作业治疗的意义便是让疾病和意

外的阴霾散去，让蓬勃的生命力贯穿所经历的时光，让往后的生活都充实精彩，而不是

让生命随着时光流失而黯淡消沉。

ICU 里的音乐家——心灵的疗愈

在课堂上老师播放了一段关于 ICU 病房内的作业治疗视频，带给我的震撼难以忘却。

ICU 对于患者来说就像一座生命孤岛，身上无数冰冷的导管是生命的延续，也像枷锁一

样困住自由。而视频里的爷爷身上插满导管，仍在作业治疗师的指导和鼓励下，用尚能

活动的手指弹奏着动人的乐章。这位 ICU 里的音乐家面带笑容，坚定地拨弄着琴弦，在

吉他悠扬的旋律中重温着生命的快乐。

作业治疗的意义在这一刻明了，它能带给患者乃至医护人员心灵上的疗愈！数不清

的盘旋的导管、滴答作响的冰冷的机器、不断走动查看的医护人员都竭力挽救患者的生

命，但同时孤独感、无价值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也不断向患者袭来。作业治疗在此时发

挥的作用就是鼓励患者用残留的功能做最想做的事，重新体验生命的快乐，减少患者的

无价值感和焦虑抑郁情绪，填补心灵的缺口。同时，长期躺在病床上易发生压疮、坠积

性肺炎、肌肉挛缩等并发症，作业治疗也能在改善患者情绪的同时促进患者早期的功能

锻炼，减少并发症发生。悠扬的旋律在 ICU 病房内响起，音乐里对生活的信心、勇气和

追求感染了屏幕前的我们，亦让 ICU 里的医护人员充满希望和成就感，也燃起病房内其

他患者生的希望！

（患者在 ICU 病房里弹奏吉他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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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叔叔”的回家路——自我实现需求

“加油呀，用你最大的力量拿起沙袋放到桌面上，你不是说还要回家继续干活呢，

我们再来一次”，在福州市第二医院作业治疗部里，一位做水泥活时不慎摔倒导致 C4/5、

C5/6 脊髓损伤伴不完全截瘫的叔叔正在接受治疗。“水泥叔叔”受伤后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尽快恢复手部功能和步行功能，重建生活和工作能力。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水泥叔

叔”渴望重返工作岗位赚钱补贴家用，作业治疗师便模拟他的工作环境，通过搬运沙袋

的活动模拟水泥工的工作，以此锻炼水泥叔叔的手部功能。从被动参与到积极主动，从

零到一，从一再到十，水泥叔叔在作业治疗中渐渐恢复信心。

有别于临床治疗治愈后便可出院的治疗体系，作业治疗是患者与家庭社会连接起来

的桥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模型，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对于脊髓损伤患者来说，可能最简单的生理需求都需要

他人的帮助才能满足，这对他们的尊严和人格独立都是致命的打击。而作业治疗的意义

就在于从患者的意愿出发，从洗漱穿衣到饮食娱乐，从家庭社区到工作岗位，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全面改善生活质量，减少对家人的依赖，重新找到归属感，发现世界

中的蕴含的爱与美好，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模型 图源网络）

星星的孩子——重新认识世界

这是一群“星星的孩子”——犹如天上的星辰，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闪烁。我第一

次与孤独症孩子们接触，是在福州市仁育儿童康复学校里。这群孩子目光澄澈却无法与

人产生眼神交流，情感充沛却不知如何表达，沉默寡言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像星星

一样纯净，也像星星一样孤独。其中有的孩子需要练习成百上千遍才能熟练地穿好衣服，

有的孩子啄木鸟捉虫项目一遍遍进行也记不住操作顺序……他们在感觉统合、注意力、

手功能、执行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干扰，需要作业治疗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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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社会性的人际沟通和反应能力被认为是孤独症的主要特征和显著标志。作业治

疗师通过孤独症儿童喜欢的方式与他们进行互动，这种互动能让他们慢慢培养与人沟通

交流的能力。同时，作业治疗提供生活场景中的游戏和活动项目，帮助孤独症儿童集中

注意力，提高动作控制能力，袋鼠跳，滑梯，积木，音乐，缤纷的色彩……作业治疗用

独特的方法点亮这群星星的孩子的世界。如果说成年患者的作业治疗能帮助他们重返家

庭社会，那对于孤独症儿童，作业治疗便是带领他们接受外部的感觉信息，与外部世界

产生互动，真正走进世界，使星星的孩子不。

（啄木鸟捉虫游戏 图源网络） （感觉统合滑梯 图源网络）

寻寻觅觅，作业治疗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找到答案。ICU 病房里的作业治疗能带来

心灵的疗愈，音乐的力量能战胜死亡的恐惧;水泥叔叔在作业治疗的帮助下实现自我价值

的输出，畅想着未来生活的精彩;星星的孩子在作业治疗中重新认识世界，与世界互

动……作业治疗有未知的无限的可能，从脊髓损伤卧床不起到赋予双腿生命独立行走，

从双手不能对指到拇指食指一点点靠近，从不作反应到能够独立穿好衣服，作业治疗给

功能障碍者黯淡无光的时光带来了曙光——患者能独立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过上自己选

择的有意义的生活！作业治疗不仅带给患者功能和自我价值的提升，也带给现在以及未

来从事作业治疗的我们莫大的鼓励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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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的喜怒哀乐

罗丹丹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罗老师，我昨天回去能自己穿外套了。”“罗老师，我周末回去自己炒了一个青

菜，他们帮我备好菜的。”“罗老师，我爸昨天晚上自己会翻身了。”等等这些都是我

们从事作业治疗所收获的喜，当听到患者或者家属对我们说着他们的进步的时候我们是

开心的，快乐的，欣慰的。每每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

可以帮助他们的，这让我更加坚信我所选择的是正确的。但是这跟生活一样不只是只有

喜，更多的时候我们还会感受到无奈。比如“罗老师，我的手什么时候能动起来

呀？”“罗老师，我什么时候能拿筷子吃饭呀？”“罗老师，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回去上

班呀？”等等。面对这些疑问有时候我们是无奈的，有时候我们是清楚的，有时候我们

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无法一五一十的告诉患者，因为在他心里

面其实早就知道答案，只是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丝安慰，一丝希望。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坚持就是胜利。每当我被患者问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都是难过的，难

过是他的脑部损伤严重，恢复起来真的是难上加难，甚至是无法恢复的。可是他对我的

信任，对我寄予厚望，我真的无法拒绝，无法给他泼冷水。可是这对于语言贫乏的我来

说安慰人也是难的，每次用我苍白无力的话安慰他们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所

以我其实经常会看一些心理类的文章，学着去理解他们，去深挖他们内心所想的，学着

去安慰他们。

有时候我会想，当初我为什么要学康复，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职业。难道仅仅是因为

喜欢吗？绝对不是的，更多的是他能给我带来成就感，患者康复了过来感谢你的时候的

成就感，患者出院回家了每每节日给你发来问候语时的欣慰感。我们说你做的好不好，

不是自己说的，是患者及家属对我们的点赞认可。他们的认可肯定是我一直坚持不懈的

动力，是他们的康复让我觉得我的付出是有意义的，我所从事的职业是崇高的。

毕业之后我就一直从事康复工作，虽然从事作业治疗的时间只有三四年，但在这几

年的时间的体会感受比在其他部门多的多。在这里相信同行们都会有体会，患者的进步

相对于其他的会比较慢，甚至有时候会进入平台期，这个时候患者或者家属是最着急的，

他们会不断问你为什么没有进步，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是这个样子。有时候问到你自己都

怀疑自己了，在这个部门能得到患者的肯定是比其他部门更难得的，所以需要我们付出

更多的努力，有更多的耐心去静待花开。我们的成长就在这个不断反思中慢慢成长，我

们的能力也是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慢慢提高，我们的内心也是在不断的挫败中变得更加坚

强。

虽然工作中会有很多不如意，但是我还是以自己是一名作业治疗师为豪，我可以去

帮助更多的患者，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让更多的家庭能减轻照顾患者的负担，让更

多的患者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热爱我的工作，这将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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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

沈俊帆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2020 级康复治疗学

何为作业治疗的意义？是实训课上老师教会我们做的一朵朵丝网花；是患者通过学

习辅具的能够重新获得日常生活的能力；是帮助患者走出心理与生理的困境，释放潜能，

开启未来……依我之见，作业治疗的意义是患者突破瓶颈，探寻自我，重拾人生意义的

过程。作为一名未来的治疗师，我们在学习作业治疗的过程就是一场寻找作业治疗意义

的旅程。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作业治疗要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围绕“我”来进行，而这个“我”必须

是患者本人，不是家属或治疗师等。以患者为中心是根本原则，而活动则是作业治疗的

桥梁，治疗师通过作业活动来对患者进行治疗。作业活动仅仅是包装的外在形式，真正

的内核在于患者主观对于活动的期望和活动对患者的意义。在学习作业治疗的课堂模拟

案例分析中，老师要求我们通过模拟问诊或 COPM 评定来了解患者最想要完成的活动和患

者的兴趣爱好，以“我”的期望为先，才能制定最贴合患者的作业活动为“我”所用。

主动参与，成就未来

在我学习康复治疗学专业之前，我对康复的理解只停留在患者被动接受医生治疗的

模式上。然而，在我们学习康复医学概论的第一节课上，老师提出了康复三大原则之一

——“主动”。这让我意识到，康复治疗不应该只是治疗师单方面“独角戏”，而应该

是患者与治疗师应同舟共济，共同努力的结果，患者在治疗中也应该起到积极的主导作

用，这也同样指导我们寻找作业治疗的意义所在。所有的作业治疗，都强调患者积极主

动的参与活动，主动将作业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努力创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在当今，

随处可见的“夕阳红”大军，大爷大妈们积极地参与到广场舞、太极拳、围棋等活动中，

亦或是与兴趣相投的好友组成团体四处旅游，看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丰富自己的晚年生

活，这也许就是作业活动的意义所在，主动将作业融入生活，成就自我的美好未来。

内外兼修，回归社会

患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无时不刻都在想着能通过康复训练来减轻家里的负担，

回归社会，而作业治疗强调不仅要调动患者的内在因素，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也要改变

患者与环境交互的关系，给患者提供一个最适配的外部环境。在环境改造课程中，我们

通过对于患者的居住环境的观察，发现患者生活中的障碍，会帮助患者提供环境改造及

人体工效学方案，让生活、工作环境更适合患者的伤残现状。例如：行动不便的人可以

通过助行器的使用实现行走无忧、对于居家环境的改造可以让患者恢复自理能力如做饭、

如厕、简单家务等、地铁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可以实现轮椅使用者外出社交等，这就是作

业治疗的意义所在，是康复治疗意义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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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给岁月以生命”，不论是各种原因引起的功能障碍，或者社会环境的障碍，

作业治疗师都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回归家庭和社会，真正做到恢复生命的

活力。在寻找作业治疗的意义的旅程中，我们发现作业治疗的意义不仅仅是帮助患者恢

复功能障碍，更是帮助患者从孤独走向人群，从困境走向未来，重拾人生的意义。作为

未来的治疗师，我们需要与患者携手共同踏上寻找生命意义的旅程，探索作业治疗的意

义，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康复治疗服务，为康复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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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意义—希望

余宏伟

福建医科大学 康复治疗学学生

作业治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康复治疗方式，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帮助患者完成日常

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社交参与能力的提升。而“意义”则是作业治疗

的核心，因为意义是患者去完成作业的内在的动力，只有当患者对所完成的活动有着深

刻的认同并觉得其是有意义的才能调动患者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但是意义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每个作业对于每个人的意义都是不同的，每个人心

里都会有属于自己别样的诠释与感悟。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于作业中“意义”的理解。

在今年年初，我奶奶由于突发性的脑梗入院，我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角色。一开始我

奶奶的状况不是很好，双腿肌力低于三级，右手无力，无法站立，由于是第一次经历这

样的情况，我奶奶非常的慌张，到处找人述说着自己的病情，心情非常的抑郁，被这无

妄之灾吓的不轻。由于是轻微的脑梗，所以病情不是非常严重，在入院的第一天我帮助

我奶奶在床上进行翻身训练与做起训练以及下肢的抗阻训练，她是十分的配合的，因为

她知道我是康复治疗学的学生，积极的配合我，在床上翻身与做起。不过由于手的无力

她无法自己进食，可能是奶奶不想麻烦我，也可能是奶奶有急切的对于独立的渴望，在

我喂她吃饭时奶奶留下了泪水。在后面的几天，在我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包括吃饭、

刷牙、洗脸、步行等作业治疗活动。睡着奶奶的腿慢慢恢复，在刚可以下地的时候，我

们进行步行训练，她便积极让我扶着她开始走路，因为她极度的渴望能够独立的行走，

这样她就可以出院了。每天随着慢慢的锻炼与恢复，我奶奶从需要我扶着到需要我牵着、

到可以扶着墙走、到最终可以自己独立行走，在手的肌力和精细活动慢慢恢复后，奶奶

也学着用患手进行刷牙、洗脸、吃饭的辅助。在我看来，奶奶积极进行作业治疗的原因

便在于她极度的渴望恢复如初，不想麻烦孩子们，而作业治疗给她了这个机会，给了她

恢复如初的希望。本来刷牙、洗脸、吃饭、步行这些对于她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

是当这些作业给了她恢复希望的可能就让这些活动变的对她是有意义的了。因此在我看

来一件作业对于一个患者有无意义是在于这个作业能否给患者带来希望。

每个人对于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也不同，

作为一个康复治疗学的学生，我明白我们不可能使每个患者都恢复到他们最好的状态，

但是我们能做的是让他们恢复到比现在更好的状态，这一过程中是作业治疗师和患者相

互配合的过程，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患者的主动参与。这便要求我们在设计作业活动时要

抓住患者渴望的目标，从而引起患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希望给患者带来力量。

作业治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作业治疗不仅仅在于教会患者完成作业，通过作业来

提高功能，更在于帮助患者找到生活的希望。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同，我们需要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目标和希望。作为康复治疗

学学生，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服务。

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目标和动力，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享受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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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希望--作业治疗的力量

吴一凡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作为康复的一名学子，我真正接触到作业治疗是在大三的时候，我开始对作业治疗

有了初步的概念理解，以及开始明白各种作业治疗的器具、方法。作业治疗与物理治疗

最大的差别，是运用各种有意义、有目的作业活动来进行训练，能够促进患者功能的恢

复以及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作业治疗是指应用有目的、有选择性

的作业活动，给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功能障碍患者进行检查、评价和治疗，以达到最大限

度恢复躯体、心理和社会生活方面功能，以增进健康，预防残疾发生和发展，预防劳动

能力丧失。

通过理论与实操对于作业治疗的了解和学习，我认为，作业治疗具有非常深刻的意

义。什么称为有意义的作业活动？什么是有意义？在我看来是能够以患者为中心，从患

者立场出发，根据患者的需求、患者最想要恢复的功能来制定的计划，而不是医生根据

以往的经验来制定目标，主观认为患者哪些方面需要恢复。一切对于治疗基础的思考都

要建立在患者需求方面，治疗主体是患者而非医生，这样才能更好地制定高效且有针对

性的康复计划，同时能够极大提高患者参与感和治疗主动性，进而使患者功能恢复就医

效率大大提高。作业治疗计划与训练要基于治疗前对患者日常生活、职业、娱乐等的评

估来进行制定，才能最大程度帮助其回归之前的社会角色，多维帮助患者完成所需生活，

针对性做出适合每一位患者的作业治疗计划，体现出作业治疗的独特、全面与高效。作

业治疗对于那些即将从医院或机构过渡到家庭和社区生活的患者来说尤为重要，治疗师

可以帮助他们逐步适应新环境，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和支持，以促进他们的独立生活能

力。

作业治疗可以帮助患者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并找到在生活中的意义和目标。

通过参与适合他们兴趣和价值观的活动，患者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提高其自

尊心和满足感。因此，作业治疗可以很好地帮助实现患者的自我价值输出，人的价值在

于创造价值，日常的价值输出是我们获得持续性快乐的最好方式，对于功能障碍的患者

也是同样。作业治疗基于患者需求，为其提供系统直接的方式去获得自我价值输出的快

乐，做出适当的价值输出，比如为自己穿衣洗漱，为家人热饭烧水，甚至恢复工作，使

其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积极享受人生。

作业治疗能够教会患者如何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逆境。通过训练和指导，患者可以

学会处理压力、管理情绪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提升适应能力和应对困难的能力。同时可

以帮助患者建立有组织的日常结构，提高时间管理能力，这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日常

生活的要求，减少混乱和压力，增加效率和自律性。

同时，作业治疗可以通过鼓励患者通过艺术、手工艺和其他创造性活动来表达自己，

这有助于患者释放情感、发展创造力，提高问题解决能力和表达需求的能力。作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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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帮助患者重新获得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能力，例如自我照顾、工作技能和社交互动。

通过重新学习和训练，患者能够恢复独立性，重新融入社会生活。作业治疗的目标是帮

助患者实现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通过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患者能够享受到成就感和

自豪感，提升心理和情绪的健康状态。

作业治疗对于那些在心理和情绪上遇到挑战的人来说尤为重要。参与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分散注意力，减轻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提升自尊和自信心。作业治疗通过引导患者

参与社交活动和社区项目，帮助他们建立支持系统、增强社交技能，减少孤独感和社交

隔离。这对于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至关重要。作业治疗以个体化的方式

对待每个患者，根据其需求、目标和兴趣制定治疗计划。这种个体化的方法能够更好地

满足患者的特殊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和康复服务。

作业治疗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患者恢复功能、提升生活质量、维护精神健康、促进

社交互动，并以个体化的方式满足患者的需求，而且能够为人们带来积极的变化和重塑

他们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体验。无论是身体康复、心理健康还是社会适应，作业治疗

都可以为患者带来积极的影响，帮助他们重新建立生活的平衡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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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岁少女长跑后倒地……醒来后：我还能跳舞吗？

周惠婷 浙江医院

康复训练是促进脑出血患者术后肢体运动能力康复

的重要手段。而脑出血患者术后的前 3个月是最佳恢复

期，在这个时期给予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可以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有助于术后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及自信心的恢

复，并且能提高生活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时患者

的痛苦。

休学的时间里，小周一直寻求合适的康复方案，使

自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去年 10 月底，小周来到浙江

医院三墩院区康复治疗中心进行康复治疗。小周刚来

时平衡感很差，四肢不协调，光靠自己无法行走。“在

我们的推荐和鼓励下，让小周尝试进行天轨系统康复

训练。”天轨系统是用来帮患者进行运动康复的辅助

设备，既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患者安全，防止其跌倒，

又起到步行锻炼、肌肉康复的作用。“小周的康复计

划包括减轻负重和步态重建两方面。一开始，我们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采用的是 1/4

负重，接着循序渐进，达到 1/3 负重、1/2 负重以及全负重，最终使患者自行行走。”

康复 3个月后 “想在毕业典礼上邀请医生一起跳舞”这是小周最大心愿。

一个月后，小周的协调能力有所恢复。据她母亲透露，身高 170 的小周身材一直很

好，还喜欢舞蹈，专业学习了拉丁舞，在手术之前，协调能力比一般人要好。为此，浙

江医院康复治疗中心 OT 小组为其录制了“康复协调操”视频，并在作业治疗师的指导下，

一边进行天轨步态训练，一边跳操，以增强协调控制力。

在康复作业治疗中，常常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地应用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休闲

等有关的各种活动来治疗患者的躯体、心理等方面的功能障碍。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了解患者的角色，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去设计个性化的作业活

动，患者才有推动力去完成活动，且在不同环境刺激下的训练，从而改善患者身体结构

功能和能力。

作业治疗师通过提高患者的能力，改造环境，改良作业活动等方式提供多种支持，

发挥患者身心的最大潜能，以最大限度的改善和恢复患者躯体、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功

能。“普通的天轨训练或许对小周来说会有些枯燥，所以我们因人而异的选择设计个性

化的作业活动，充分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及参与意识，让作业治疗师陪患者一起跳操，调

节患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信心可以增加治疗效果，作业治疗师还想到让家人和朋友同时参与治疗，让小周将

学会的上下肢协调有氧操，带回家教自己的小表妹一起做，以此来增强患者的自我效能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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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功能能力情况，跳操的难度也会有不同的设计：当平衡功能不好的时候，

将患者置于天轨保护下训练；当效果渐佳时，慢慢脱离天轨跳；上下肢协调操的复杂程

度也可以随着患者平衡协调能力的提高而增加。

经过 5个月的康复训练，小周的平衡感和肢体协调能力基本已经恢复到原来的 90%

以上。3月 13 日，小周和妈妈一起来到三墩院区康复治疗中心，和陪伴她一起走过最艰

难日子的作业治疗师告别，她说，过段时间就重回学校上学，以后还会学跳舞，想在毕

业典礼上邀请治疗师一起表演。

很多人想象中的康复训练，都是枯燥乏味的，其实不然，我们的作业治疗是充满人

文关怀的，只有我们“走心”，更好的去了解患者，对症下药，患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

恢复。康复训练并不是枯燥乏味的，“走心”的人文关怀 能让患者恢复更快。

我们的康复以恢复日常生活能力为主要目标。为此，中心还特意设立了一个特殊的

康复室，模拟现实的家居环境：锅、碗、瓢、盆、砧板、煤气灶、被子、床……情景再

现厨房、卧室等，让患者在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中，进行功能训练和康复，从而更好地适

应日后的生活，能够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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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篮球爸爸的一封信》

詹创宇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康复治疗学 2020 级

篮球爸爸，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这样称呼你，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了。想起上次见面

还是在半年前，那天你完成了在医院的最后一项运动疗法带着满心欢喜离开了。一年前

你因为脑出血来到了医院，当你生命体征平稳后的一周，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治疗之旅。

我依旧可以清晰记得你那时候的懊恼，你好像没有很在意你身体的现状，我不禁询

问你为何懊恼，你的回答让我记忆犹新：“我错过了我儿子的篮球比赛，我答应好他的。”

其实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决定，让“篮球”融入我们的作业治疗。

在往后的一周，我们除了指导你进行平常良肢位的摆放以及为你进行偏瘫肢体的被

动活动外，我决定为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你进行床上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你有时候

兴趣缺缺，你问我这样重复双手的上举做太无聊，有没有些有趣的做法的时候，我其实

是有些头疼的。我还没有尝试过将作业治疗的内容提前到软瘫期进行，我不知道可不可

行，但是看你兴趣缺缺的模样又于心不忍，决定尝试一下。

我为篮球的两侧贴上了固定的袖套，然后指导你用右手帮助左手穿进篮球的左边的

袖套里面，然后用右手带着没有力气的左手以及篮球将手举过头顶。然后你就摆出了投

篮的姿势要投球，我连忙制止了你，那个时候我真的要吓到，生怕你有个万一。但是这

个方法终究有局限性，我们最后还是决定用正常的 Bobath 握手的方法训练两组之后再练

习几组关于“篮球”的训练。

除此之外，我还带你进行了镜像疗法结合运动想象疗法的训练，我在那之后像是打

开了思想的盒子，连着好几天给你发了一些关于篮球比赛的视频，有时候做你床边为你

做被动活动的时候还会跟你聊聊最近的 NBA 比赛，想想还是挺有趣的。当你的平衡状态

逐渐好转，能稳稳坐住或者在家属的帮助下站住的时候，我带你来到了镜子前面，对你

说：“看着这面镜子，当你的右手做动作的时候想象着你的左手也在运动，现在就可以

想象你是一个球星在球场上做运球动作了。”令人怀念的聊天打趣，是我和你一起的记

忆，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在想象自己处于球场上，挥洒着汗水。

在后来的站立平衡训练或是平衡杆内的步行训练时，我都在为你穿插着篮球的元素，

比如让让你训练抛接球的时候选个了篮球样式的软球，又或是在平衡杆内步行训练的时

候在平衡杆末端放个篮球让你去触碰，甚至让你试着拍拍球，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欲

保护你又止的手真的出满了汗水。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作业治

疗可以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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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4周的时候，我为你评定了上肢的肌力，超出我的预料，但是想着你每天的训

练又好像在情理之中。然后我决定，让你试试投篮。我和其他治疗师就地取材做了一个

简易的篮筐，虽然很臭，但是我在跟你说这项训练的时候，你很开心，你说这样的治疗

很有趣，感觉不是一直做着无意义的动作。我很高兴，因为你觉得这项治疗方法很有意

义，这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在那之后，我每天下午都能看见你一个人在角落

投球或者有时候你的儿子也会在旁边指导你投球。有一次我过去看你投球还打趣说：“等

你康复了跟你儿子比一下投篮，打个父子局用篮球说话。”，我们都是乐不可支。后来

你和我说你之前很忙，其实很少陪伴自己的儿子，而之前好不容易要去看自己孩子的篮

球赛，却出现如此变故，幸好一切都还不晚，还有机会挽救。在那之后我发现你投篮越

来越有干劲，看来是真不想被自己的儿子比下去。幸好你后面跟我说你还是保住了你作

为父亲的尊严。

这样回首望过去，我发现我们的康复旅程好像围绕着篮球，好像篮球就是我们在进

行作业治疗时候的意义。在我一开始接触作业治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作业治疗跟物理

治疗不一样，作业治疗给我一种母亲的感觉。她会问你想做什么并且为你做好难度规划，

让你一步一步达成你的目标，因此我觉得作业治疗是温柔的；而物理治疗则是他知道你

需要什么，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你到达预期的目标，因此我觉得物理治疗像一位父亲。

这样严父慈母的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但是这是我在与你经历了漫长的治疗过程所感悟

到的。

我们老师说作业治疗是一种通过有目的性和有意义的活动来帮助身心障碍者恢复或

提升生活功能的方法。那么，什么是有意义的活动呢？我想，在和你的治疗过程中，“篮

球”就是我们作业治疗的意义，而这个篮球更是涵盖着你年少时的爱好；你作为父亲想

要陪伴儿子的心。

“意义”可能就是治疗对象生病前的遗憾；康复后的期许或是奔向未来的目标。

祝你一切安好，多陪伴孩子打打篮球--你的作业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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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阿坤

胡秋生

河北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

2023 年 2 月的一天下午，因为疫情刚刚退去不久，门诊患者不多，我百无聊赖地看

着电脑桌面。突然，敲门声响起，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中等身材，结结实实的，戴一

副金丝边眼镜，厚外套外面围着一条灰色的棉围巾......

“主任，您好，我是—”，没有等他说完，我脱口而出：“你是阿坤！”“啊！主

任，几年没见了，您还记得我？！”

七年前，与母亲相依为命的 26 岁的阿坤在工作中受伤致颅脑损伤，在医院精心的医

疗下，昏迷三个多月的阿坤逐渐醒来，但其言语、认知、记忆力及肢体等方面都出现了

严重的功能障碍，前期治疗结束后，阿坤随母亲来到河北以岭医院康复医学科进行系统

康复治疗。

经过长达一年的康复治疗，阿坤的肢体功能大大好转，除了平衡和协调稍差外，基

本行动自如，头痛、失眠等症状基本消除，表面来看似乎基本达到了自理能力标准。可

后来，我发现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几个月后，阿坤二次入院进行康复，他安安静静地坐在诊室里等候他的母亲去办理

入院手续，我便和他聊了起来，那一刻，我发现阿坤眼神慌乱，语无伦次，甚至还有点

手足无措......我慢慢地安慰他，通过聊天，我发现，阿坤在认知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记忆力差、思维逻辑混乱、社交恐惧和不能......这个问题不解决，阿坤不可能重返正

常生活和工作。

入院几天后，我给阿坤安排了内服的活血化瘀，补肾增智的中药汤剂和针刺治疗，

可康复训练怎么办呢？针对这样一个近乎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我可不想用老套的认知训

练设备和方法来浪费时间。我要用更直接融入生活的训练方法来重新打造一个崭新的阿

坤。

我考虑再三，觉得针对阿坤的问题，先从改善他的记忆力入手比较好，记忆力不恢

复，其他都无从谈起。我告诉阿坤，每天早上起床后，要将上午要做的事情都记录在小

本子上，将小本子揣在衣兜里，然后就去做事先安排的事情，如果中途忘记，要仔细想

一想，实在想不起来了，再拿出小本子看看该做什么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及反复刺

激大脑，阿坤能记住的东西多一点、时间也长一点了。

第二步，我想该要训练阿坤的记忆速度了。我让阿坤的母亲带他到附近的超市去，

按照事先记在小本子上的采购清单快速寻找商品，经过训练，阿坤的方向感、秩序性、

快速记忆的能力都大大加强。但这是几个月努力的结果呀。

第三步， 要阿坤尝试单独去超市购物。我告诉阿坤，去超市前将要买的物品、回家

路线等事项提前记在小本子上，并模拟熟悉微信支付方法、流程......另外，我偷偷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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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阿坤的母亲，在后面偷偷跟着见机行事。但不要提前跟阿坤说。第一次去超市购物时

物品虽找齐了，但到结账时完全忘记了怎么操作，这时候，阿坤的母亲及时出现，帮助

阿坤结了帐。这样一来二去，阿坤由刚开始的不敢去超市到后来敢去还能选择物品，逐

渐地过渡到购物时知道优化选择物品的路线，慢慢也掌握了怎么结算账款。训练记忆力

的同时，我还指导阿坤在购物的路上，通过转换双手拎东西及走路等，加强肢体的协调

运动能力，增强体力锻炼。慢慢地，阿坤的记忆力和思维逻辑有了明显改善，恢复得越

来越好。

看到阿坤的改变，我觉得到了让阿坤逐渐融入社会、再建社交圈子的阶段了。我问

阿坤，过去的同事、同学中有没有玩得比较好的，他说有，但自己受伤后逐渐没有再联

系了。我说，那就先用微信联系他们，打文字可能你会比较适应些，等比较熟悉了，话

题多了再逐渐过渡到用语音、视频聊天.....阿坤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那就从

简单的寒暄、问候开始，先少说点。”一次联系后，阿坤对我说：“我和朋友联系了，

但我感觉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像个傻瓜一样自说自话。”“没关系的，万事开头难，

一旦你开了口，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说。阿坤与同学、同事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我又鼓励他参加与朋友的聚会，阿坤的沟通和社交能力越来越好了。

我问阿坤，现在忙些什么，是在工作还是在做其它的什么？阿坤笑着说：“我回单

位上班了。”话语里充满了欢乐和自豪。“在单位具体做什么？”“我在发货班，负责

向各地区发货，很忙的。”我微笑地听着，我知道，阿坤已经完全重新开始了他的工作

和生活。阿坤现在很健谈，双眸里熠熠闪着光，跟我讲着他对未来的憧憬：“我现在真

得很好，和同事相处的不错，领导也很器重我，我自己也很努力，争取一两年后能够在

职务有大的提升。”而回忆起几年前的自己，阿坤淡淡的，平静的像一条河，隽永而深

沉，仿佛言说的是邻家小弟的故事，再也不见当年的慌乱和闪躲。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快到下班时间了，阿坤起身告辞，我站在窗前，看着他脚步轻

快地走出医院大门，傍晚阳光的余辉洒在他的身上，暖暖地，让人看到了希望。我想起

当年受伤后的阿坤，曾经那样的无助，可在我们的指导下，定下一个个小目标，实现一

个个小目标，再到一个个阶段性目标，潜移默化的几年间，最后终于完成大的长远目标。

专业的指导固然重要，但究竟还是阿坤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一向以为，康复是个伟大的事业，其所以伟大，在于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个个器官、

一个个系统、一项项功能，我们眼中所见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他或她的生

理、心理、周围的人和环境，只有这样，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让一项项康

复训练的内容变得鲜活起来，而不仅仅是那些冰冷的设备和索然无味的程序。康复应该

是个具有挑战性的、有趣的过程和事情！

再见阿坤，我感到满满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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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束治愈的光 -- 致深市二院作业治疗部

李旭辉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你像是一束光，从我倔强地旋转重重落地时便是。

那天暮色苍茫，我用上了人生中第一次 120 的车辆，CT 显示

“左尺骨鹰嘴粉碎性骨折，左肱桡关节脱位，医生说日后可能活动

受限。

刺骨疼痛的我几乎眩晕，

我知道迷障般的黑夜已降临，却不知道夜空露着星光要照亮那

困顿迷茫……

你仿佛是一束温暖的光，从我带着支具固定初见你模样时便是。

“要有意志力，不是一天，要有忍耐力，不是一年，受伤如它，

生活亦可如莲“，

你如是说，最坏也就是眼前，和风细语指引着未来的方向，破碎的心依稀看见了光

亮，L形的手啊尝试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

你是一束治愈的光，从给我康复治疗开始时便是。

我的手肿胀得像吹了气，烫得像发烧，接着肌肉萎缩，瘦得像竹竿挂着腐竹皮，医

生们都说可能要做松解手术。

此刻的你不言亦不语，每一日按摩，松解；每一个日常生活动作的设计，屈曲、伸

直、旋转……

努力终不负时光，我的手啊！可以绑辫子、梳头，捏耳垂，

摸右侧肩膀……

我的夜空缓缓被你点亮，伤痛的的手啊！重新打开了生活

的篇章，悲伤的我终于不再停止美好生活的想象……

你亦是一束有担当的光，从我们经历的口罩事件开始时便是。

当得知医院停诊，我悲，我伤，我苦恼……

焦急的泪水划过无助的脸庞，你坚定地说：来吧，治疗不

能因此停掉……

你真是一束最有耐心的光，从我的骨头仿佛忘记愈合时就是。

看着手术五个月后影像片里明显的裂痕，我哀叹命运的不公，

你微微一笑：“你看，你看，它与上次有进步的模样……

它挑战着我有不一样的治疗。“你按照自己的节奏，肌电，

抓蝴蝶，擦窗户，喝水，吃饭……”

那无力的手啊，从此有了肌肉的力量，它可以提东西，打字，

伸到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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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拭去满布身心的伤，手握星光勇敢去闯……

你果然是一束七彩的光，疗愈在我生命里最难熬的时光。

医生告诉我康复治疗是疼痛的，尖叫的……而我们的治疗

却是欢声笑语的，

黑洞，马里亚纳海沟，病毒，俄乌战争…..阅读，运动，

人间烟火……

人类历史，宗教，虫洞，忒修

斯之船……

时光不紧不慢的刚刚好，看那

康复如初的手啊，终于让我如愿以

偿……

谢谢,一直有你治疗在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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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帮助患者更好的生活

河北省人民医院 实习生 任方圆

指导老师：葛新京

作业治疗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康复治疗专业。其目的是协助残疾者和患者选择、参与、

应用有目的性和有意义的活动，预防、恢复或减少与生活有

关的功能障碍及促进最大程度的功能，达到最大限度地恢复

躯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适应及功能，增进健康。在轮转到

作业治疗室之前我对于作业治疗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课本

上给出的作业治疗的定义，对于如何给患者制定最佳的作业

治疗活动以及如何应用作业治疗室的器具还是毫无头绪的。

我是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来到作业治疗室，在葛老师的指导

下，我逐渐熟悉了相关的治疗工作，很快就接到了我的第一

个患者：闫叔。

他虽然才 40 岁，却已经是第三次脑梗了。前两次

脑梗都较轻，没有什么明显的功能障碍。而这一次脑

梗出现了较明显的功能障碍，表现为右侧偏瘫，

Brunnstrom 分期右上肢 3 期、右手 2 期。闫叔是第一

次来进行作业治疗，在进行评定和指导作业活动的时

候他一直问我“我这样做对不对呀?”“我做这些有用

吗?”“你说我这还能练好吗?”。在跟闫叔的交谈中

能够感受到他想要恢复的迫切心情。之后闫叔每天都

会在约定的时间来 OT 训练，第一周，每天先在桌子上

做 5 min 的滚筒，再做 5 min 的滑车，然后在低位下

做插木钉活动，使用模拟水果来练习用患侧手吃东西，

以及抛接球训练。在进行这些活动中，闫叔大部分时候

都需要使用健手帮患手完成。第二周，在进行插木钉以

及使用模拟水果练习吃东西的动作时，大部分时间木钉

和水果都不会从手里掉下来。我又给闫叔增加加了擦桌

子训练、两指和三指捏泡沫的任务、腕屈伸训练器、负

重肩抬举训练以及肩和前臂的内旋与外旋训练。同时指

导他在病房中进行洗脸、刷牙、进食穿衣等活动中尽量

使用患者或者双手完成。通过两周的训练，闫叔跟我说

他现在完成这些任务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闫叔已经进行

了三周的作业治疗，他的右手的抓握能力得到了改善，

在生活中的实用性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自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闫叔对这段时间的训练效

果是很满意的，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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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闫叔的作业治疗，我深切的体会到作业活动的趣味性对于患者的参与程度以

及训练效果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充满趣味性的活动可以更好的调动患者的积极性，提高

患者的参与程度，从而提高训练效果。当

然在训练的过程中还需要及时的鼓励患

者，时刻关注患者的训练状态，及时的调

整训练强度，避免患者因为疲劳不能完成

任务而产生挫败感。在训练的过程中要多

与患者沟通，及时询问患者每天的训练效

果以及平时日常生活项目的改善情况，针

对性的做出适当的训练和调整。

在作业治疗室实习的这段时间真正

的帮助我把理论转化为了实践，学会了如何根据患者的情况和意愿选择最恰当的作业活

动和生活技能训练。在指导患者进行作业活动的同时，我也真正的领悟了作业治疗对于

患者的意义，作业治疗不仅仅是帮助患者重建身体功能，更重要的是帮助患者重拾对生

活和工作的信心，养成乐观和坚毅的心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让患者能够更好

的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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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出新知--我对作业治疗的认识

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实习生 孙康明

指导老师 葛新京

作业治疗是对由于身体上、精神上、发育上等有功能障碍或残疾所致不同程度地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患者进行评价、治疗和训练的过程；其目的是使患者最大

限度的恢复或者提高生活和劳动能力。在实施作业治疗中提倡“全人”观念，不单纯考

虑疾病，而着重疾病所造成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障碍及适应性生活环境的整体表

现；其关注的是生物-心理-社会范畴；采取重建生活为本的作业治疗模式.....这些都是

对作业治疗的理论介绍，也是一个康复新人对作业治疗的基本认识，但这些并不足以支

撑一名治疗师“大展拳脚”。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各种突发状况会让你发现你对其认识

过于表面，作业指导刻板单一。OT 实习期间，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我意识到作业不是简

简单单的肢体活动，它是生活的缩影，也让我明白如何更有针对性的为患者开展训练。

李阿姨，2月前因脑梗死致右侧偏瘫来我院就

诊，右侧上肢 brunnstrom 均是 1期，无耸肩活动，

经初次评定过后我为他开展了滚筒、平面滑车、挂

圈、击球等一系列的训练项目，希望通过作业的趣

味性能汇聚患者的注意力，丰富的活动增加体验感，

但效果差强人意，训练时阿姨基本是健手带患手匆

匆完成动作，耐心度逐渐下降，经常询问“多久能

恢复如初？”、“有没有其他好玩的？”，“这些

活动能帮助我恢复功能吗？”……。我开始反思我

的治疗方式是否过于枯燥，是否没有实际的疗效。

经与阿姨交谈后了解到，她病前习惯干活、收拾家

务，自发病活动受限后时常陷入生活不能自理的焦

急中，在进行上述训练中认为训练活动太“简单”了，

没有意义。带着疑问我与带教老师进行了沟通，渐渐

明白问题出处——训练像是活动的堆砌，没有具体的

训练目标，忽略了阿姨的诉求。于是在之后的训练中

我对阿姨的活动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擦桌子、吃饭、

喝水等基础活动的任务训练，她的训练积极性明显提

升。经过 3周训练后其右侧上肢 brunnstrom 分期增加

到 3期，可以完成上肢抬至桌面，手摸嘴等活动，每

次见面阿姨都会问我“你看看我有没有进步？”。阿

姨的转变让我意识到患者的兴趣不同于游戏的沉浸感，

往往那些与患者生活中常用技能相关的训练任务，更

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通过这种将生活作为作业治疗目标的方式，更能够帮助患者重建

生活方式，重拾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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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出新知，除上述以外，我对以往的知识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1、擅于发现“生活”的眼睛。作业即生

活，我们每天重复着无数的基础活动，发现

这些活动的潜在价值，丰富作业任务，增加

活动的多样性，帮助患者走向生活。

2、沟通是生活的桥梁。良好的沟通可使

治疗事半功倍。自信的谈吐、专业性的建议，

可以使患者在对治疗师的信任的同时积极主

动参与训练，加速康复的进程。通过风趣幽

默的说话方式、共同的话题，增进与患者的

关系；通过了解患者的意愿，打破训练期间

的枯燥……。

3、绸缪未雨，对患者的功能恢复状况有

精确的预估，实时调整训练计划。患者往往

对自己恢复状况的了解比较滞后，这种可观

的进步会极大的提升患者的自信心，增加治

疗师对自己工作的认同和幸福感。

4、打破传统模式的固化，一味的功能性

活动训练或显枯燥，适度的开展小组活动。

人是群居生物，小组活动更贴近生活环境，

打麻将、下象棋、聊天、做手工艺品......

活动中相互鼓励，相互倾诉，分享自己的感

受，一方面可提高患者参加训练的积极性，

又可提供比任务形式训练更复杂的动作要求，

更好学习健患手协调运用，增加回归社会的

信心，在娱乐中获得进步应该是最好的作业

方式。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过程，病人通过重复训练获取

回归社会的能力；治疗师通过重复训练熟练掌握作业治疗技能，共同进步，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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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即生活”--我的 OT 实习有感

河北省人民医院 实习生 王雨晨

指导老师：葛新京

在 OT 进行实习之前，我对于作业治疗学的认识简单的归结为“作业=运用辅助器具

进行上肢的功能训练”。第一天到作业治疗室实习时，老师提到 OT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只

是活动上肢，而是“作业即生活”。老师的这句话对我们认识作业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考。

随着在 OT 实习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接触到了脑损伤

后 brunnstrom 各个分期的患者。其中一名 73 岁的阿姨

令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位脑瘤术后的患者，上肢功能和

手的功能都为 brunnstrom5 期，协调性和速度方面较差。

经作业评定后，我们为其制定了手部协调性训练计划。

但在训练过程中明显感觉阿姨训练积极性不高，在与她

进行交谈后，我向老师请教，意识到问题真正所在——

我再次陷进“OT=上肢训练”的狭隘认知中，训练过程忽

略了内容形式的多样化和生活化。于是我调整了训练计

划。根据阿姨的兴趣爱好开展了种花等作业活动，结果不仅她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提高，

上肢和手的协调性和速度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生活并不单是上肢活动，日常所需都与 OT 挂钩。

单一的训练模式会很快让患者感到疲惫和枯燥。一个

合格的作业治疗师不单单需要过硬的治疗技术，良好

的医患沟通能力是治疗成功的基础。康复治疗过程是

治疗师与患者相互配合的过程，只有在训练时要注重

患者的想法和需要，有针对性、目的性、趣味性地进

行作业治疗活动，充分调动患者的积极参与性，尽可

能营造娱乐轻松的氛围，才能让患者主动参与治疗活

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OT 将每一个患者看成一个 occupational being，需要治疗师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分

析 P、E、O之间的关系。作业治疗着重于个人的整体功能康复，通过一系列生活化技能

训练和发展，来满足患者的日常生活、工作生产、休闲娱乐等需求。

对于患者来说，作业治疗的过程是自己重新获得新生活能力的过程。OT 就是生活技

能的训练，在生活中挖掘患者潜力，使其在个人自理能力、心理、社交甚至工作方面得

到最大限度的恢复。在合理计划下帮助患者重拾生活信心，在作业任务中获得参与感、

自我认同感和自豪感，建立成功、愉快、幸福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患者重返家庭和

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越来越爱作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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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康复学子眼中作业的意义

吴丽珠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我是一名大三在读的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作业治疗学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

课程，通过对作业治疗学课程的学习，我对于作业的意义也产生了自己的思考与理解，

我目前尚未接触太多的临床作业，所以今天我将围绕作业治疗学的整个学习过程来寻找

我眼中的作业的意义。

在尚未学习作业治疗学之前，我对于“作业”的理解是我们为完成学习方面的既定

任务而进行的活动，简言之就是老师布置给我们的作业，那么“作业”的意义就是通过

练习让我们更好地掌握学业知识，从而顺利完成学业。然而，在学习了作业治疗学之后，

刷新了我对于作业定义的认知。作业治疗学的第一堂课，老师问了我们这么一个问题：

“作业是什么？”我打开书本，上面赫然写着长长的一大段话来解释什么是作业。“作

业是指作业活动的总称。作业是人们利用自己时间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照顾自己，享

受生活，并且有助于他们的小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业一般被视为在一个人的生活里

有独特的意义和目的的活动。”这使我大为震撼，我曾经认为的作业原来只不过是作业

的冰山一角，作业没有特定形式，任何活动只要符合对个体“有意义”的定义就可被视

为作业。“有意义”这个词很抽象，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

姆莱特”，“意义”这个词语因人而异，在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属于自己别样的诠释和感

悟。

那么在我的眼里，作业的意义是什么呢？

作业的意义在于它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每时每刻的作业

活动。随着机体的不断发育与成长，我们的作业活动能力逐步学习形成，在不同的人生

阶段，我们对于作业的选择能力也逐渐发育成熟。从小时候我们以玩耍为主到现在的以

学习为主，再到中年的以工作为主，乃至老年的以生活为主，这都体现了我们对于作业

的选择。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失去了作业的能力，我们生活的平衡将很有

可能被打破，作业治疗的介入可以帮助我们重获作业的能力，回归生活的平衡状态。

作业的意义在于作业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人生的理想。

康复的目的在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作业治疗作为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作业为

媒介，它的目的同样也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感受到越来越多的

压力，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作业平衡，保证合理地分配及使用自己的生活

时间，即在生活中要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分配日常生活活动、工作/生产活动、娱乐和休

闲活动的时间与强度，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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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意义在于通过作业活动可以增进健康。健康不仅仅是躯体上的健康，也包括

精神心理上的健康，如果作业本能不能够得到满足，人类自身就会在精神方面及躯体方

面出现问题，有损于健康。当我们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这件事情就已经对我们产

生了意义，这也就构成了作业，它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人际关系或生活的满足感。作

业治疗相信当一个人因病或意外影响能力时，可通过一些有意义活动来锻炼体能、心智

或其他能力上的不足。所以治疗师的责任就是根据患者的能力和背景，设计或选择对患

者有意义的活动，并引导患者参与活动过程，享受治疗的结果。作业，使我们的生活更

加健康。

作业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不断提升社会的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群整体素质

及推动社会发展。对你我有意义的“作业”也许也对社会有意义，正如一个作家，他创

作文学作品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对于读者，看到他的文章受到启

发从而振奋，去作业，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这一连续且互相影响的作业活动不断地

提升社会的文化水平，是提高人群整体素质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方法之一。

作业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与环境互相影响。人与环境是分不开的，环境影响人，人也

可以控制环境，两者是互动的。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会有不同的作业，同时我们的作业

活动也可以改变环境。比如我们在康复评定室做评定，在康复治疗室做治疗，作业治疗

的方案中也包括环境改造，这些都体现了人与环境互相影响，作业与环境互相影响。

作业的意义是无法用一个词来定义的，它是发展的、变化的，甚至可以说它是无穷

的，对一个人毫无意义的事情在另一个人那里可能意义非凡，所以作业的选择要因人而

异，作业治疗要因人而异，所以在作业治疗前一定要问一问：“目前对您来说最有意义、

最想解决的事情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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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中探索自我

莫宇佳

南加州大学作业科学与作业治疗陈学部

我是南加州大学作业科学与作业治疗陈学部（Chan Division of Occupational

Science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一年级

作业科学 PhD 学生。第一次接触到作业治疗的概念，是在本科的必修课程中，对于作业

治疗的了解始于对治疗技术的学习，课程讲师将看似简单却蕴含着生活哲理的概念和模

型传授于我，那时的自己并没有真切感受到与作业治疗的连接。本科毕业后，我选择在

北京大学继续探索康复医学知识，所就读的项目是北京大学与南加州大学陈学部合作设

计的作业治疗方向科研型硕士项目。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以探索学术的期待和心态开启

作业治疗的系统学习。当不同分支、具有不同侧重的知识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搭建出

我脑海中的作业印象时，我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获得了敏锐感知作业细微区别的能力，

同时也把对作业意义的探索从单纯感受的层面转换到了有形的、有方法的、有动机的新

视角。硕士毕业后我对作业治疗本质以及意义的探索热情不曾削减，很幸运地进入到了

南加州大学的 PhD 项目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教育系统中，带着原有的作业

治疗知识背景，建构起更加完整的专业认知。在 PhD 就读过程中我的导师 Dr. Pyatak，

她带领慢病生活方式重塑实验室（Lifestyle Redesign for Chronic Condition Lab）

开展理论构建与疗效研究，拓展着作业治疗和作业科学的学科边界，探索作业治疗在行

为科学和预防医学中的应用价值。

我接受的教育一步步带领我走近和走进了真正的作业治疗与作业科学，同时也是作

业的魅力吸引着我做出一个个选择迈向了这一迷人的学科。很难去判定哪一门作业治疗

课程对我的影响最深刻，哪一个作业科学理论模型于我而言最具意义。但当我把这许多

年学习作业治疗的经历、以及学习过程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总结回顾时，我最欣慰

于作业治疗教会我的思维方式，于我而言，作业的意义是，它为我提供了一种看待、解

读、和了解自己的新视角。

我逐渐成为了生活中的“作业体验家”，试着去体会自己在不同环境中不同作业活

动下的状态，感受当作业活动以不同的顺序和形式组织搭建在一起时发生在我身上的变

化。仍然可以回忆起有关作业体验的无数瞬间。

那是临近硕士毕业的最后几个月，每天睡醒后想到的就是待修改的文章、待填写的

表格、待审核的材料……专注于各种各样的临期任务，尚没有感受到打破生活平衡的窒

息与疲惫感，只是偶尔会发觉明显少了过往生活中的欢笑。终于有一天，在太阳落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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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完成了一天的任务，我拿出了纸笔，想要趁着闲暇干些“闲事”。我坐在桌子前，

傍晚的阳光斜斜地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面前的角落，阳光走过的路径上，可以看到几颗从

空中慢慢下落的灰尘，反射出温柔的、区别于纯粹阳光的明亮。想到毕业，回忆起过去

两年和项目同学一起经历的许多过往，生出想法要给每个同学写一句毕业寄语，希望能

够用短小的文字描绘出我眼中的他们。就在这样难得空闲的时间里，安静温柔的落日余

光中，脑中追忆着对每个同学的印象，手下书写着精致的小字，不知不觉便过去了两个

小时，也不知不觉地湿润了眼角。

突然发现了作业的意义。悄无声息的泪水并非因为当下所做的事让我痛苦或难过，

而是当下的自己真真切切从正在做的事情中感受到了那段生活里默默远离和缺失的美好。

自那以后，我有意识地在忙碌中安排一些慢慢的、空空的事情，将节奏不同的作业活动

穿插安排在生活中，提醒自己在每一次体验中都充分地感受作业、感受自己。

有理由相信，是一项许久没有经历过的作业，让我终于意识到生活中难以发觉的空

缺，让我重新建立起自己与自己、自己与生活的连接。作业的力量就在于，它带给我的

是最真实的体验，它将我的思绪中那些游移不定、难以捉摸的部分撷取起来，清晰明了

地展现给我，让我终于觉得对于自己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令我着迷的，是作业与我

互相交织难以言明的关系，我用充沛的生命力去创造和感知作业，同时正是这样一个对

作业有着信赖和热爱的个体，又在作业中收获了崭新的生命力。作业就像是一个纯粹真

诚同时充满新鲜感的好友，陪伴在我的身边，以出乎意料的形式为我充注能量，只要我

足够仔细地关注和体验它，它就能够带给我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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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作业意义的故事

王咏诗 南加州大学

过去的一整个冬天，加州阴郁多雨，出行也不方便，我因此开始在家里思考各种“意

义”，天气是让我思考的外在原因，那么思考的内在动力大概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活动的

改变了——漫长的寒假有很多空闲，每天在家过着像钟一样准时重复的日子，重要的作

业活动是日常自理（洗漱洗澡）、做饭、吃饭、运动、看书、弹琴、社交、偶尔外出采

购、很少出门游玩……

是不是这样听起来已经感觉到无聊了？过了一阵子这样的生活，我也感受到日复一

日重复的无聊，规律是规律，但开始在反复无聊中努力寻找些什么，解释些什么，这个

时候，对意义的思考在这个冬天出现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追求作业活动的多样性，因为乐于探索新鲜事物的天性，让我

不甘于每天每个周期来来回回做一样的事情，于是近些年解锁了各种作业活动，包括弹

吉他、健身。但进行新的作业活动久了，无聊也难免出现，于是又开始对于某一项作业

活动的深入研究，比如，就算是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吃饭，对于每个个体、每种文化来说

也有丰富的意味。原本以为吃饭就像空气，非常自然，从未仔细思考过这件事，直到来

到异国他乡，食材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饮食结构、饮食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在家乡的很多年，我很自然地吃着家里的食物，有时也感觉厌倦，到北京上大学后，

经历了一阵子热切尝试新食物的体验，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体重波动也因此一定程度影

响到了健康，读研后，健康意识的提升让我有意地选择自认为健康的食物，和朋友增加

的社交也增加了一些外出就餐的机会，一起吃饭已经不局限于“吃饭”这个作业活动本

身，而变成一种“联合作业活动”（co-occupation），最近在社区里实习，看了很多不

一样文化背景的家庭，选择不一样的食物和就餐形式也能发现外界环境、与他人关系以

及文化对于吃饭这个活动的影响，而人们对于吃饭这个事情的演绎，其实就融入了自己

对于作业意义的解读。

对于我来说，每个稀松平常的作业活动都有很特别的意义，这些意义让我成为更真

实的“我”，因为我通过这些作业活动向外界展示我的生活、我的内心、我的人格特质，

也通过特别的作业活动，和他人建立联系、与外界交互，这是这些联系和交互，才让我

更好地认识“我”。用专属于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些作业活动，就是作业活动的意义所在，

寻找这种意义的过程，也是我在探索自己的过程，也希望用作业治疗帮助人们探索自己、

丰富内在，作业治疗师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们与外界的媒介，提供积极的反馈和支

持，成全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一种深入了解自己的身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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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的意义

匡奇芬

福建医科大学 20 级康复治疗学学生

作业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协助身心

障碍者选择、参与、应用有目的性和有意义的活动，去预防、恢复或减少与生活有关的

功能障碍，提升作业活动包括个人自理、休闲娱乐、生产性活动三个方面的参与，促进

其最大程度身体功能的恢复，改变异常作业模式，使之可以参与并贡献社会，在生活环

境中得以发展。

作业是作业治疗的核心。作业是指有目的性的把时间，精力，兴趣和注意力用于工

作，休闲，家庭文化，自我照顾和休息中。作业是一个人的生活里有独特意义和目的的

活动，任何活动只要符合有意义的就可视为作业。

对治疗师而言，作业治疗是指导病人进行的促进功能独立性的有目的性的活动；对

病人而言，作业治疗不仅仅是功能锻炼的继续，而且是获得新的生活能力的过程。

作为一名四年制康复治疗学的学生，在大三下册我们学习了作业治疗这门专业课，

在临床的所见一位患者让我感触颇深。一位患者因工地高处坠落致双前臂粉碎性骨折伴

关节活动受限，经手术固定后入住康复科。第一次在治疗治疗室看见患者沉默寡言，眼

里毫无生气。我们问了老师才知道这位患者生活自理都依靠他的家人帮助完成，这使他

感到羞耻，在治疗过程中连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也致使他对治疗成功失去信心。

过了一月，再次见到他，他还主动给我们打招呼喜笑颜颜的，问及得知，在这两周

中他家人一直陪伴他，鼓励他，治疗师也积极鼓励他，一些简单作业的完成也让他重拾

信心，经过作业治疗他已经能自理基本的生活。

这让我不禁感慨万分，那作业治疗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作业治疗的意义是在治疗

师和患者的共同作用下才使作业有了意义。对于患者来说作业治疗的意义是维持或改善

患者的功能状态、预防伤病带来的残疾和残障、维持健康、促进生活独立程度、提高生

活质量，使人可以参与以及对社会做出贡献。对于治疗师来说作业治疗的意义是选择合

适的治疗学作业活动去帮助患者恢复功能状态，调动患者内在的因素，使患者积极改变

自身和环境的关系，重返适应新的功能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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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意义，不一样的色彩

苏玉茹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对于我们来说，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身份，每个人想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色彩。

那么要谈作业治疗的意义，那么首先什么是作业治疗呢？作业又是什么呢？

作业是指对人们一切有意义的活动皆可称为作业，不限任何形式。是占据了人们时

间、精神等的活动。病态的思维、躯体可以通过作业活动而治愈。

而作业治疗是康复医学的重要部分，是一门康复专业。它以作业活动为媒介，最终

达到提高作业活动的能力。作业治疗是指应用有目的、有选择性作业活动，由于各种原

因所致功能障碍，进行检查、评价和治疗，以达到最大限度恢复躯体、心理和社会生活

方面功能，以增进健康，预防残疾发生和发展，预防劳动能力丧失为目的的技术和方法。

作业治疗师通过作业，以作业为方式，最终达到提高患者作业的能力。作业治疗是非常

重要的康复医疗手段，作业治疗目标是使患者掌握日常生活技能，能适应家居条件下生

活，以适应在新环境和条件下工作。用于治疗的作业是经过选择的、有目的的活动 ,治

疗师要以患者的需要为中心进行作业的选择，而患者作为一个社会上的成员，其需要不

仅有个人日常生活的、而且还有家庭生活、社会和职业生活等方面的需要。所谓"有目的

的活动"就是与患者所处的环境有关的活动，进行这些活动可改善患者与其所环境之间的

关系。而作业就是指人们想要、需要、期望做的事情！

作业治疗着眼于帮助得恢复或取得正常的、健康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能力，

可能的话还要恢复或取得一定的工作能力，不一定恢复原来的职业。作业治疗可以帮助

患者促进机体功能恢复 ，维持现有功能，最大限度发挥残存的功能，提高日常生活活动

的自理能力，提供患者职业前技能训练，促进工作能力恢复，改善精神状态，强化患者

的自信心。从患者的功能和潜力出发，经过作业的治疗和训练，逐步适应家庭和社会环

境，通向正常生活方式的彼岸。因为作业治疗的目标就是能够使人们参与日常生活活动。

然而何为对患者有意义的作业治疗?首先应当先考虑患者处于社会中的角色，是母亲、

教师又或者学生。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于他们来说有意义的活动也是不同的。然后再考虑

完成这项活动需要完成哪些任务，有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本领。

例如陈女士四个月前某天推手推车时摔倒，导致左侧桡尺骨骨折，到医院就诊，复

位后石膏固定 5周。4个月以来一直用上肢悬吊带，现左手活动能力欠佳。此案例是我

们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陈女士的社会角色有学校清洁工，13 岁儿子的妈妈，72 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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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对于陈女士来说，单身女性，目前最重要的是恢复她的经济来源问题，那么就

要解决陈女士在工作上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应当从陈女士的角度出发，分析陈女士当下

最迫切解决的问题。陈女士的左臂前伸、内收受限，因此我们可以根据陈女士的制定相

应的作业治疗。而作业治疗可以帮助她最大限度的发挥她的功能，我们会从陈女士的目

标和潜力出发，促进陈女士恢复清洁的工作能力，逐步帮助她适应现有情景，提高陈女

士的自信心。

经过这个案例，相信你对于作业治疗的意义更加了解了，对于每个人来说有意义的

作业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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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业之基，铸岁月长流

陈婧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康复医学系

“临床赋予生命以岁月，康复赋予岁月以生命”，当生命只剩病痛，只剩孤寂，那

漫长的岁月之于人又是何等难耐与痛苦，这就是我认为作业治疗最大的意义——重拾患

者回归家庭、社会的信心、勇气与技能。

生命的形体如同被困潜水钟，灵魂与想象却如蝴蝶般自由。当患者虽有绵长的余生，

无尽的岁月，有无尽美好如化蝶的想象与生活的热忱，但却只有一个残破的躯体，这个

躯体让他每日饱受折磨，让他只能每日无神望向窗外美好的世界，让他只能每日麻烦家

人朋友完成日常生活，让他无法与外界接轨，让他只能自怨自艾，蹉跎余生，那这无尽

的岁月只能是劫后余生唯一的庆幸。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生的质量，要让自己的生命活

得更精彩，更有意义，而对于这类患者来说，他们如同被置于布满破洞沉入海里的铁桶，

随着不断下沉，海水慢慢使其麻木，禁锢其的思想与灵魂，氧气慢慢消逝，窒息感愈演

愈烈，最后生命被剥夺。

作业治疗的原则使自上而下的，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只要是患者认为有意义的活动

都可以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作业，我认为这就是作业核心及价值的最大体现。“以患者为

中心”，表明了我们在进行作业治疗时，选择的治疗项目、治疗针对的问题甚至是能够

治疗的时间，都需要合理遵从患者自身的目标与意愿，这是对患者最大的尊重，他可以

感觉到自己是被重视，而不是单纯只是为了康复而康复，尊重患者的意愿也能最大限度

地激起患者康复的兴趣与韧性，有效提高恢复效率。在一次次地作业训练中，他们可以

不断看到自己的进步，重燃回归家庭，重返工作岗位的信心。

作业治疗的意义，远不仅仅只对于患者本身，它的重要性，可以辐射到家属、医生、

康复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当患者重拾技能回归家庭，家属不再需要像从前一般，得每

日身不离人，减轻了照顾负担，增强其幸福感。我的老师曾在香港培训时对一位手外伤

的患者进行了作业治疗，效果极佳，这名患者每年春节都会像老师打电话表示感谢，尽

管第一次接到电话时，他已不记得这位病人。这或许就是作业治疗对于治疗师的意义，

治疗成功的喜悦，在平静生活中突然想起像吃了蜜一样的欣喜与小确幸。作业治疗的自

上而下理念对于康复行业具有前瞻性与重要性，而一次次的作业实践就是孕育其最好的

时机。若大部分的患者能够通过作业治疗，重返工作，可以大幅减轻社会对残疾人管理

上的负担，减轻社会压力。作业治疗，其成果不仅利于患者本身，更是利于所有人。

岁月静好，生活本色。愿作业治疗能够带给更多人生的质量与价值，活出自己生命

的色彩，以作业为基石，铸就往后余生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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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使我认识鲜活的 TA 们

崔甜甜

山东中医药大学

作为一名研一的学生，距离本科期间在临床的日子已经有半年之久，得知将要重新

回到熟悉的 OT 大厅中我是怀揣着期待与紧张的。期待是终于能够再次实践我这段日子以

来所领悟到的更深一步的 OT 思维，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亲自

实操又如何检验自己的 OT 相关本事呢，这真的是一件有挑战的事。紧张是自己面对每个

新的个案时都会有是否能够建立起互信和良好治疗氛围的忐忑。我真的很想去走近每个

我所服务的个案，虽然 TA 现在可能是一生中最低迷的时刻，我也仅仅只是 TA 丰富人生

旅途的一位匆匆过客，但我仍希望用我的 OT 的本领和有限时间内的陪伴满足 TA 每个阶

段的小目标，提高完善 TA 们做事的本事、做更多事情，看着 TA 们一步步变得更好，最

后达到我们的终极目的—OT 可以使 TA 们幸福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作业的意义。

上个月，我在临床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姓房的先生，他今年 70

岁，因为脑梗生病住院，伴随着左侧上肢活动不利。功能的限制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

定程度上使他情绪有些敏感脆弱，但他还是很积极的一节课程不落，每次早来 10 分钟静

静地等待。在与他短短的一个月的相处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变化是巨大的。第一次见面，

他是会有茫然无措和焦虑的情绪，对于他来说，我是一位完全陌生的治疗师，甚至看起

来年纪不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年轻人经验少，看起来貌似不够靠谱”，

对于这种心情我也是完全理解的，既然没有办法避免年纪带来的偏见，那我可以用作业

的优势来获取他的信任。

作业讲究的互信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节，这其中包含着我们对个案的充分沟通与尊重，

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位位人生阅历丰富、充满感情的人，我们如何对待他们，他们也会有

相应的反馈。中国常说“推己及人”，在 OT 领域中更能体会到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只有

与个案站在一起，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们，明白他们所需，发挥 OT 的本事。两堂课过后，

房先生已经可以很好的融入我为他设计的活动了，而且能够与我交流他的课程感受、需

求和目标，这也能够使我明确我们的作业活动应该有哪些，并如何顺利进行，个案的反

馈是我们能够精准设定个性化作业活动，判断作业活动是否有效的重要手段。

在课程中，我发现，设计的作业活动因为有他本人的参与，情绪更加积极，完成度

更高，整个人都变得鲜活了起来，住院期间他经常和我说在课程之后他的进步：“现在

我可以自己吃饭了，左手拿馒头，右手夹菜，不用麻烦孩子们了！”“现在可以自己穿

套头衫了，穿衣服也没那么难的呀！”······因为房先生看到了希望，他现在对

生活有了盼头和想为之努力的目标，他觉得未来他作为丈夫可以帮助妻子；作为父亲可

以不用麻烦孩子；作为爷爷可以含饴弄孙等等。这些想法使他整个人鲜活了起来。一个

人的社会属性会影响他最想要什么，这只有我们充分了解我们面前这位鲜活的人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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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到。房先生的变化也是 OT 治疗师最想看到的—使用作业的本事令个案提高自己生活

的能力和幸福感。

OT 与其他专业很不同的就是我们的身份除了是他的治疗师，还是个案实现自我目标，

回归家庭与社会的见证人。在这其中，我们不仅仅参与 TA 们功能的改变，也一直在 TA

们的生活中发挥 OT 的本事，我们通过将一个个最初看起来很难的作业活动拆分成一个个

小部分进行分析，让个案可以快速地接受，并领悟动作要领，完成这每个小任务，获得

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也可以看作是个案进行下一步更高水平的作业

活动的潜在动机。动机会鞭策个案努力完成作业活动，调动内心深处对作业活动的认可，

激发其自己更大的潜力，从而与治疗师建立更为共同协作、互相信任的关系，进入一种

良性循环，个案的作业表现可以越来越好，OT 治疗师的治疗过程也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OT 专业是立根在生活本事、做事情之上，个案在治疗室中所做的每一项活动都要

基于 TA 以后想要做的事情，提高的是 TA 做事情的能力。每个具体的事情是改变个案的

关键，充分理解什么事情可以使 TA 保持高度的集中和兴趣（比如设计的活动与 TA 的爱

好相关），从而付诸实践，并得到成功。我们与个案在充分投入要做的事情中去，在做

事中发挥到了缺少或不够完善的本事，个案的本事得以提升，意志得以激发，个案更愿

意做更多的尝试，这些尝试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带来生活的改变，个案也能够达到一个相

对健康的状态。健康状态不仅仅是说疾病的痊愈亦或是身体孱弱的消除，而是体格、精

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做正确、有意义、恰当的事情可以使人健康，做好自己感觉

有意义的事情，会令个案认可和接纳自己，感觉做下去有干劲，生活有希望。OT 治疗师

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一点，因为 OT 注重的就是以人为本—每个人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有

自己的生活意志。房先生也正是因为在 OT 中收获到了自己最想完成的“要紧事”，通过

OT 的帮助，在做过的事情中发挥了自己的本事，所以才会有满足感和对生活的希望。

OT 治疗师常常会有一只脚站在医学体系，另外一只脚站在病人的家庭和社区的现实

生活中，在需要明白医学思维的同时也要坚持用富有人情味的角度去看个案。对于那些

无法从医学角度获得痊愈的人们，OT 可以将机会提供给 TA 们，使其在生活的环境中做

好各种各样的事情，从而获得美好和充实的生活。

OT 不是常说的仅仅提高个案 ADL/IADL 能力、某个局部肢体部位的功能，最重要的

是基于互信，根据每个鲜活、生动的个案 TA 们“人”的属性来进行个性化的设计相应的

目标和作业活动。个案本人的参与、良好的治疗氛围、适宜的治疗环境等都是基础的条

件。我们一直和个案并肩前行，为了他们能够更好的实现个人目标、回归家庭、完成自

己的社会角色、幸福的生活而不断奋斗着。

总而言之，OT 的意义应当是能够使我们所服务的个案完成想要做的事，提高其生活

的本事，回归自己重要的社会角色，并使个案的整体面貌得以改善，健康得以保持，生

活质量得以提高，幸福感得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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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治疗疾病，疗愈心灵

马雨欣

福建医科大学

在第一次接触作业治疗这个概念时，我认为它只是一种与临床医学相配合、为功能

障碍患者所设计的手法治疗。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渐渐发现作业治疗的独特魅力，

它拥有最能体现康复治疗核心的独立原则，即以患者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患者

需求方面，从患者立场出发，制定高效有针对性的康复计划。治疗主体变为患者而非医

生，极大提高患者参与感与治疗主动性，从而保证了就医效率。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说：

“医生的职责，不仅是治疗疾病，更是关注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作业治疗正是将这

一理念付诸实践，将患者的需求和健康状况放在首位，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一

良性模式是现代医学的进步与升华，是推动改进医学模式的的必经之路。而此模式的实

施主场是作业治疗期间，康复治疗的进行便是适合此原则实践与孕育的最好场所。由此

可以看出，作业治疗对于医学发展的前瞻性和重要性。

康复治疗的目地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其幸福。从需求出发，达到提高幸福感的

目的是作业治疗最独特的发展过程，这大大有别于临床医学的痊愈便可出院的治疗思路。

作业治疗可全面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使其积极享受人生。作业治疗计划与训练完全覆盖

了基于患者意愿的日常生活、职业、娱乐，最大程度帮助其回归之前的社会角色，从洗

漱穿衣到工作竞赛，从家庭社区到职场酒会，多维帮助患者完成所需生活，针对性做出

适合每一位患者的作业治疗计划，体现出作业治疗的独特、全面与高效。

最后，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即作业治疗可以很好帮助患者的自我价值输出。正如

美国作业治疗协会所说：“作业治疗是一种能够帮助患者实现自我价值输出的治疗方式，

它不仅可以帮助患者重拾自我，更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常

的价值输出是我们获得持续性快乐的最好方式，对于功能障碍的患者也是同样。作业治

疗基于患者需求，为其提供直接的方式去获得自我价值输出的快乐。它可以帮助患者重

拾自我，重新获得生活的动力。通过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实际帮助，比如为自己穿衣洗漱，

为家人热饭烧水，甚至恢复工作，可以逐渐恢复对生活的热爱，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从而实现真正的幸福。这种自我价值的输出，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摆脱疾病的困扰，更可

以让他们在康复过程中找到新的方向和希望。相信在未来，作业治疗会越来越被人们所

重视，成为康复治疗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福祉和希望。

如果说物理治疗师是帮助人们站起来，那么作业治疗师能帮助人们跳起舞来。作业

治疗师赋予作业意义，赋予活动价值，让患者在治疗时能有身在日常的感受才是让作业

治疗回归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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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作业治疗的意义
郑嘉莹

福建医科大学

作为一名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还未真正步入到康复治疗的实践中，我对作

业治疗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课堂学到的知识中。如果要谈论作业治疗，很显然，我的资历

相对已经工作的老师、治疗师们等来说太过浅薄，但对于作业治疗的意义，我依然有一

番自己小小的心得。

最初看到这个主题时，我想到的是课本上对作业治疗的定义，它说作业治疗是协助

残疾者和患者选择、参与、应用有目的性和有意义的活动，预防、恢复或减少与生活有

关的功能障碍及促进最大程度的功能，达到最大限度地恢复躯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适

应及功能，增进健康。在学习的过程中，因着背诵的需求，我品味着这段话的含义，认

为作业治疗的意义无非四个大字——帮助患者。可沉下心来思考，却发现这四个字包含

了太多，如何帮助？帮助什么地方？帮助中会遇到哪些困难？于是，在之后的作业治疗

学课程中，我留心着这些地方，意识到作业治疗是一个漫长且奥妙的过程。

去年暑假时，我父亲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了右手骨折，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后，度过

了相当难熬的一段时期。他是一个要强的人，在住院期间也很少寻求家属和护工的帮助。

但透过这一表现，我也看出他内心的脆弱。父亲对我们常来医院照顾他的行为非常抗拒，

总是摇着手说他能照顾好自己，这种行为在回家后更为严重。他陷入了抑郁的情绪里，

为自己不能工作的事情自责，为天气炎热伤口肿痛而急躁，后来也为手恢复度不好而焦

虑。父亲在家养伤的时光里，逐渐变得沉默，也不爱出门见亲戚好友了。我注意到他情

绪的变化，才发现他是在为手指的灵活度担忧。彼时我也只是一个学识浅薄的医学生，

我搜索了一些资料，试图安抚他的情绪。在某天提出和父亲玩扑克后，事情有了变化。

父亲一直很爱牌类游戏，但因为没有牌友的缘故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打牌了。起初他的右

手还很僵硬，但我一直鼓励他多用右手，在帮助他缓解心情的同时，陪伴他一天天慢慢

康复。伤势好转后，父亲主动参与了许多家务，我则建议他多做一些手指部分的轻松活

动，如择菜、叠衣等，意识到自己仍可以发挥作用，父亲脸上的笑脸也多了许多。

如今父亲的伤已经康复了，但我忘不了他在康复过程中的灰暗的心情，我相信这个

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像他那时候一样处在焦虑抑郁情绪中的患者。许多患者并不懂骨骼

肌肉的关系，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为自己无法做到穿衣、吃饭等等问题而苦恼。这就体现

了作业治疗的重要性，作业治疗的意义不仅仅是辅助治疗，也起到了缓解患者情绪、提

高生活质量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患者实际参与某项活动后，更容易理解其意义，从而

提高对生活的意识和激情，而参与具体活动的前后变化也能更直观地让他们看到自己的

进步，在获得生活技能的同时提高自我认同感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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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业治疗学还可以减轻医疗负担。作业治疗不需要采取药物或手术等介入性

方法，缓解了许多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作为一种融合式治疗手段，它可以有效衔接医患

合作，实现多学科、多维度的治疗。

总而言之，作业治疗的意义在于患者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获取康复和心理健康，同时

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自我认同感。作业治疗是连接患者和家庭社会的桥梁，它不仅仅是

功能锻炼的继续，而且是获得新的生活能力的过程。 我们应该积极地推广作业治疗，让

人们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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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业治疗意义的思考
范在昊

福建医科大学

作业治疗，英文全称 Occupational Therapy，是通过设计及利用治疗活动 来提

高残疾人在自理、工作及闲暇活动中的独立能力的治疗方式。关于作业治疗的意义，每

个人心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像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一名学

生，我认为作业治疗的意义就是帮助功能障碍者通过作业治疗可以让其具有更好的回归

和适应生活的能力，以提高其生活质量。

我认为作业可以被看作是残障人士生活的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去使残障人士不

断训练来获得有助于生活的能力。这个模型会提供给残障人士一个全面的仿真环境，让

其从心理、社交、肢体功能、情绪和职业等方面的功能获得提升，有助于其更好的回归

生活。

作业的模式也有许多，像 PEO 模式、ICF 模式、MOHO 模式、COPM 模式等等，虽然不

同模式的框架是不一样的，但我认为，它们的最终意义和核心都是要以患者为中心，从

患者的方向去寻找道路，从患者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去寻找关键，就像 MOHO，和 COPM，都

是半结构式访谈，其最终所制定的治疗方案，也肯定是个性化，贴合于患者生活的。

作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要知道的是，“作业”是指人的生活活动，这就不能把

人剥离出来，而单指活动。所以对于作业概念的理解，是需要有参与者的，不然，手工

艺，烹饪，沏茶，扫地等等都会只是一个单调的词语，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作业活动。因

此作业治疗作为一个仿真的环境，是必须从需求者的生活方面去考虑设计。这样的作业

治疗，才更能引导患者，更能有好的疗效。这些也都是作业治疗的重点。

关于作业治疗的意义，我们也可以从 2022 年的世界作业治疗日中看到，活动度主题

是“机会•选择•平等•共享”，我的理解是，让更多的功能障碍人士，有着更多的机会去

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和正常人平等的权利共享生活的美好。作业治疗的意义也正

是这样的，去帮助他们获得一个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全世界的治疗师也正为此努力

着。

不管是我从生活中遇到的例子，还是在医院里遇到的患者，甚至于我在网上看到的

例子，我常常发现，有时候，对于他们而言，病痛也许不是最大的问题，甚至是有些终

身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对于他们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因病痛导致的生活，工作，社会等

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并不会因病痛无法根除而无法解决，很多时候，在我

们作业治疗师的帮助下，他们可以解决出现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问题。因此，我也常常

在思考，医疗最终的目的、康复最终的目的和作业治疗最终的意义。在目前医疗发展的

有限水平下，往往病患在医院治疗后，只达到了临床指标上所规定的常人范围的标准，

但在出院后，却又发现目前的状况和之前有一些区别，甚至于功能受限，这时作业治疗

便应该发挥其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医疗最终的目的，康复最终的目的和作业治疗的意

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后的评判标准都应该从患者角度出发，使患者的生活水平达到

应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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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系人，人系社会

陈瑜珊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康复医学系

谈及作业，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意义二字。作业的定义简单而言，就是一个人在生活

中利用自己时间做的一切有意义的事情。但意义二字，始终为一个抽象概念，如何判断

一个活动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作业活动的主体——人。

对于人来说，作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业能够令执行者与这个社会的其他个体间产

生联系。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在传统的医疗中更加关注疾病

的本身。那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任何疾病都是生物机制的紊乱，一定是器官组织细胞等

生物属性发生了变化。但人的本质不止由自然属性决定，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关系，一

切现实的人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完整的人只要生存在社会中，不可避免

要与其他人之间产生联系。而作业就是与他人产生联系的媒介。基本的日常作业能够保

障个体的生存以及行动，使人拥有了社会参与的能力以及应有的尊严，进而参与更复杂

更多样的作业活动，与群体与社会之间产生联系。参与进人类社会的日常运作中，一个

普通人实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潜能，在集体中获得归属感，实现身体功能的锻炼，

心理情感的反馈，以及社会交往的参与。

同一种作业形式，由于身处的社会角色不同，被赋予着不同的意义。以社区实践课

中制作丝网花为例。对身体各项机能衰退的老人而言，作为活动的参与者，制作丝网花

这项作业活动能够锻炼手部灵活性、增强手眼协调能力，同时也可以提升他们的创造力

和艺术表达能力。此外，制作丝网花还可以为老人们提供一种社交机会。在参与活动的

过程中，他们可以与其他老年人交流、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技巧，并建立起友谊和社区联

系。这种社交互动对老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和社交隔离，

并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对我们这些活动举办者而言，制作丝网花能够增进与老年人

的沟通能力与技巧，及时获得老年人对此活动的反馈，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活动。

同时也能够通过实践观察，加深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在未来临床实践过程中，以更

高的技术更细致的服务去对待更多的功能障碍者。

不同的人在社会中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人通过作业相系，而社会因人存在。人与人

之间相互交流，通过作业产生关联，共同构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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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治愈，经常帮助，总是安慰

林佚遥

福建医科大学

美国作业治疗协会主席说过：“作业治疗实践者们帮助数不尽的残疾儿童获取教育

和终身必备的生存技能，帮助数不尽的精神疾病患者回归到家庭生活，帮助老年人可以

安享晚年。”

在大三一学年的学习中，我拥有了许多次的见习机会，也因此对作业治疗，乃至康

复这一专业有了全新的认识，生命何其脆弱，麻绳总断在细处。康复科似乎是灰暗的，

在这里有着许许多多脆弱的生命，嗷嗷待哺的新生儿；身强力壮的顶梁柱；步履蹒跚的

老人；无数的家庭都面临着支离破碎的未来，而康复科似乎也是璀璨的，我见过因为孩

子能说出清晰话语而喜极而泣的父母，也听过因为功能恢复后的感激之声。“偶尔治愈，

经常帮助，总是安慰”。或许我们治疗师并没有临床医生“起死回生”的妙手，但我们

同样拥有帮助功能障碍者早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治疗师存在的意

义，也是作业治疗的意义。

对于一名正在学习康复知识的我而言，作业治疗是众多康复治疗方法中最为不同的

一种，它是一种透过有目的的活动来治疗、协助及维持病者生理上、心理上的健康。或

减轻及舒缓病者在发展障碍或社会功能上的障碍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能获得最大的生

活独立性。它与 PT 有许多区别，例如 OT 的治疗目标是帮助患者在生活能力方面发挥最

大潜能；可以运用 ADL、认知活动、职业活动、娱乐活动、辅助器具、矫形器等措施；

治疗重点在躯体和心理功能障碍，增强手、眼协调性，提高 ADL 能力，增强动作控制能

力和工作耐力。最重要的是能让患者主动参与进治疗中，以患者为中心；具有较强的趣

味性。

而 pt 的治疗目标则是在运动功能方面发挥最大能力，运用肌力训练、肌肉牵伸、耐

力训练、医疗体操、手法、牵引、推拿、按摩、器械训练等措施，帮助患者增强肌力、

改善 ROM、提高心肺功能、解痉、镇痛、消炎；治疗特点是病人主动为主，被动为辅。

趣味性不强，较为枯燥，患者容易失去主动性，积极性。

2022 年的世界作业治疗日以“机会、选择、平等、共享”为主题，在我看来，没有

一个群体应该被称为“少数群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共享着这个世界，对于患

者而言，只有选择坚持，才会看到通往希望的桥梁，而对于作业治疗，亦是如此。康复

正在一步步走入大众视野，而作业治疗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帮助功能障碍者主动，

积极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对我而言，就是作业治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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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困难，笑对生活

凌涛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在愈发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中，康复的前景显得越来越光明许许多多的人逐渐加入

到了康复的行列中。但是一提起康复，大家脑中浮现的画面似乎就是患者躺在床上，治

疗师举着其胳膊或者大腿来回动作。曾经我也是其中一员，所以当我作为一名学生拿到

作业治疗学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禁在想：作业治疗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作业治疗的意义是在准备老师布置的案例汇报任务过程中，那一

次我们推着轮椅，第一次以一个残疾人的身份走进别人的视野中。路人的目光或许没有

恶意但是他们多次的打量，让我感到非常不适。在推着轮椅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发现无

障碍设施真的十分匮乏，并且许多路面也不大平整，坐在轮椅上出行十分颠簸不说，推

动轮椅的过程也十分累人。 那一次我才渐渐明白，或许作业治疗的意义就是，尽量帮助

功能障碍者恢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改造环境使其无障碍设施完备，方便功能障碍者的

出行。

后来在继续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功能障碍都可以恢复，为了帮助患者

正常的生活，所以作业治疗师可以为其定制辅具，利用工具来帮助患者完成日常生活活

动。作为一名未来的作业治疗师我们需要关注到患者的需求，为其量身定制适合他们的

辅具。

在去医院见习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病人，小至五六岁的女孩大到七八十

岁的老人，他们都需要作业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听老师为我们介绍，小女孩在一开

始接受治疗的时候非常消极，不爱说话，常常看着一处发呆，后来在经过多次治疗后，

手臂渐渐可以拿起勺子自己吃饭了，也经常和老师聊起天来。她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在家，

老师说小女孩经常说想早点回到学校，看着小女孩嘴角的酒窝，我想我真的明白作业治

疗的意义了。

我想作业治疗的意义或许就是患者的一抹微笑吧，在帮助他们渐渐回归日常生活的

过程中，嘴角绽放的那一抹笑容就是对作业治疗师最大的肯定，也是作业治疗真正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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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得清欢与自在

岳莲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特点在于人能够思考，有思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

着人类能应用自己的思想去做想做的事情，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去享受自己的权利，去

履行自己的义务……什么是作业活动？是一个人生活里有独特意义和有目的的活动，是

人花时间去照顾自己，养活自己，享受生活的活动。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活动很简单

啊。但也不简单。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这样一群人：“自从患了脑退化症，我经常会忘记自己要买什

么东西”；“我刚刚做完换髋手术，想自己穿鞋，但我不能够弯腰”；“我想认识更多

新朋友呀，但是我有自闭症”；“我想去上班，但是我有精神分裂症”；“我很喜欢跑

步的，但是我做了截肢手术”；“我很想照顾我的 baby，但是我有‘妈妈手’（拇指腱

鞘炎）啊”；“我曾经中风，所以要有人替我洗澡”；“我有大脑麻痹，所以我不能参

加考试”；“我有过度活跃症，很难专心写作业”；“我弄伤了脊椎，所以我不能行动”……

这些人有的是妈妈，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家里的顶梁柱……正常人可能没办法想象一些

简单的生活自理对他们来说都变得十分困难，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与内心的渴望，无法

与他们共情，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为这些疾病直线下降。但，通过作业治疗，他们可以有

机会重新生活。

WFOT 提出作业治疗是协助残疾者和患者选择、参与、应用有目的和意义的活动，以

达到最大限度地恢复躯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功能，增进健康，预防能力的丧失以及残

疾的发生，以发展为目的，鼓励他们参与以及贡献社会。

作业治疗，以活动为基础，通过辅助工具和训练，让患者独立生活，重投社会，回

归家庭。“通过作业治疗师帮助，我学会用记事本记录需要完成的任务，不怕忘记做什

么了”；“作业治疗师教会我使用辅具穿鞋，我可以自己穿鞋了！”；“治疗师教我如

何与人沟通，我现在交到更多新朋友了。”；“有治疗师帮我评估适合我的工作，我现

在找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了。”；“有治疗师教我使用义肢，我现在可以参加马拉松了”；

“有治疗师给我的手托，我的手不再痛了，现在可以照顾孩子了！”；“有治疗师教我

用另一种方法洗澡我现在可以自行洗澡。”；“有治疗师帮我做评估，设计适合我的考

试模式，现在我终于考大学了！”；“有作业治疗师帮我训练专注力，我现在可以写作

业快了，成绩也进步啦！” “作业治疗师为我量身定制轮椅，我现在可以自行出门啦！”

我想这就是作业治疗的意义，帮助功能障碍者实现他们的期望，获得他们应用的权

利与自由，尽得人生清欢与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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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作业的意义

王刚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康复医学系

作业疗法(occupational therapy，简称 OT)是应用有目的的、经过选择的作业活动，

对由于身体上、精神上、发育上有功能障碍或残疾，以致不同程度地丧失生活自理和劳

动能力的患者，进行评价、治疗和训练的过程，是一种康复治疗方法。目的是使患者最

大限度地恢复或提高独立生活和劳动能力，以使其能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员过着有意义

的生活。在医学领域中，OT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康复、心理治疗和儿童发展等领域，并且

取得了极好的成效。那么，为什么 OT 如此有效呢？

在认知层面上，作业治疗意义主要涉及到人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基于社会学的角度

来看，一个人对于自身价值、地位和意义的认知构成了他的自我概念，而这些又构成了

他在社会中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其参与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找到作业治疗的意义，他就能够更加清晰地认知自

己的价值、地位和意义，进而优化自我概念，进一步增强自我认同感。

在生理层面上，作业治疗意义主要涉及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据统计，有超过一

半的人在某个时间段内会出现身体不适或疾病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给予药

物治疗或手术治疗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往往不能完全恢复患者的身体功能。而通过作

业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身体、心理和社交功能，进而促进身体的完全康复。

在心理层面上，作业治疗意义主要关注人们的心理状况。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们出现了精神疾病、焦虑和抑郁等问题。而通过作业治疗，可以帮助人们

恢复心理健康，缓解压力和焦虑，增强对生活的积极性和信心，进而提升工作效率，提

高生活质量。此外，通过作业治疗，也可以增加人们的社交能力和情感认知能力，进一

步提高其心理素质。

在社交层面上，寻找作业治疗意义主要涉及到人们的社交关系和沟通能力。社会性

活动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极大的重要性，在这些活动中，人们不仅可以深化社交关系，

还可以学习和领悟新的技能和经验。而作业治疗可以通过活动来拓展患者的社交圈子，

增加其和他人的交流机会，并且教授他们沟通能力、情感表达和解决冲突的方法。

综上所述，作业治疗在多个方面都可以为人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的

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寻找作业治疗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

需要进行康复治疗或心理治疗的患者来说更是如此。在正确的引导下，这些患者可以更

加全面地认知其自身价值和地位，进而寻找到其参与作业治疗的真正意义。

除此之外，作业治疗意义还包含以下方面，个人成长方面：作业治疗可以通过提升

个人技能和经验，增强对生活的掌控能力和自信心，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从而更好地

适应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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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方面：作业治疗可以帮助康复患者恢复受损的身体功能，增强肌肉协调性和灵

活度，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教育方面：作业治疗可以为儿童提供多样化、富有挑战性和有意义的活动，通过这

些活动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学习动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除了探讨作业治疗意义本身外，我们的目光同样也应该聚焦于如何协助患者找到作

业治疗意义的问题上，让患者正视作业治疗的价值，是能够帮助重返社会，重返家庭的。

在这方面，作业治疗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需要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方

式，了解每个患者的情况和需求，并针对性地设计合适的治疗活动。在治疗过程中，作

业治疗师还需要不断与患者互动，帮助其发现和理解作业治疗的意义，并且根据需要进

行调整和改进。

同时，作业治疗师还需要注重自我提升和专业素质的提高。只有具备充足的专业知

识和经验，才能更好地协助患者找到作业治疗的真正意义，提升其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

因此，作业治疗师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相关知识，积极参加培训和研讨会，提高自身专

业素质和服务质量。

总之，寻找作业治疗意义和协助患者找到作业治疗意义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的过程。只有通过全面、深入地理解作业治疗意义，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

和康复服务，帮助他们实现身体、心理和社交方面的全面发展。

在现实医疗系统中，作业治疗应用的病种范围很广，可以体现在手部功能康复治疗，

自闭症儿童的社交技能训练，帕金森病的认知训练，脑损伤的康复治疗等方面。截至到

2023 年，我国有超 1000 万个孤独症患者，这是一个庞大且恐怖的数字，作业治疗在自

闭症的康复中可以发光发热，让这些与常人不同的人可以融入社会，融入群体，我想这

正是作业治疗现实意义的重大体现。

我们国家有太多的人不知道，作业治疗可以帮助瘫痪在床的人再具备自理能力，他

们不知道作业治疗甚至可以让身心障碍患者，重新获得再工作的能力。什么是残疾？残

疾大家都知道，指的就是功能障碍；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残疾就属于中国残联拿到

残疾证的残疾人，这个概念是要改变的。所有的作业治疗，都要患者积极主动的参与，

在你丧失了某个能力的时候，你要恢复这个能力，你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努力

康复训练。当疾病或创伤导致的顽疾定型时，不妨试试作业治疗师为您创意设计的具有

代偿功能的辅助器具，其中有方便生活的，也有便于工作的，重返社会的过程，是一个

重新适应的过程，需要患者的主观转变与接受。

我们周围无时不刻可以找到，有功能障碍的对象，要调动他内在的因素，让他积极

地来改变他和环境的关系，同时给他一个最合理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作业治疗的意义，

是康复意义的重要部分。最后祝，康复事业一路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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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作业治疗的意义

李雪芳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作为一名康复治疗学的学生，相信大家对作业治疗这一名词并不陌生。作业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 OT)是通过有目的的，经过选择的作业活动，对身体、精神和

发育方面有功能障碍或残疾而引起不同程度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和(或)职业劳动能力的患

者进行治疗仓训练，使其生活、学习、劳动能力得以提高、恢复和增强，帮助患者重返

社会的一种治疗方法。在第一次接触作业治疗这个概念时，我认为它只是一种与临床医

学相配合、为功能障碍患者所设计的手法治疗。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渐渐发现作

业治疗的独特魅力，它拥有最能体现康复治疗核心的独立原则，通过对它的研究与体悟，

我对康复治疗甚至整个专业规划有了新的理解。

作业治疗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与临床医学截然不同。当面对医院中那些因

为意外创伤而导致躯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时，虽然医学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生命

得以延续，但随之而来的是问题是今后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存在的功能障碍，如何尽可

能提高生活质量。而作业治疗的魅力就在于此处，虽然患者的躯体功能下降，但通过作

业治疗师制定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和目标，帮助患者能够尽最大努力提高其完

成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他的生活中每天离不开洗脸刷牙更衣，然而就是这些在我们看

来十分简单的动作，对于他们而言，需要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才能完成，他们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来独立完成生活自理活动，而不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帮助，重获对生活的信心。

虽然创伤伤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逆的，但可以通过治疗与训练，在诸如轮椅等仪器的帮助

下，可以获取一部分行动能力。尤其是对于截瘫的病人来讲，哪怕是能恢复一点自由活

动的能力，都是莫大的欣慰。“迈出一小步，却是自己的一大步。”

在作业治疗室里面的患者，每天很充实，很快乐。因为他们每天都有新的目标和新

的任务。他们是一群听话的好学生，有到了下午久久不肯离去的患者，因为他们还有任

务没有完成，还在生着闷气。作为一名作业治疗师，无时无刻能在训练过程中见证奇迹

的发生。从刚开始的连筷子都夹不稳，慢慢的到可以稳稳的用筷子夹住小球，最后能够

很好的夹住各种食物，看到他们每一天都在进步，对作业治疗也增加的更大的信心。因

为它们，患者有了用不完的劲，使不完的力，用汗水在演绎生命在于运动的真谛。作业

治疗过程中充满温和、细腻、体贴，虽然没有绚丽夺目，却不乏激情和深度。

作业治疗所遵循的原则之一为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即以患者为中心，一切工作的思

考都要建立在患者需求方面，从患者立场出发，制定高效且有针对性的康复计划。治疗

主体变为患者而非医生，极大提高患者参与感与治疗主动性，从而保证了就医效率。这

一良性模式是现代医学的进步与升华，是推动改进医学模式的的必经之路。而此模式的

实施主场是作业治疗期间康复治疗的进行便是适合此原则实践与孕育的最好场所。由此

可以看出，作业治疗对于医学发展的前瞻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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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康复治疗的目的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其对生活产生幸福感。从需求出发，

达到提高幸福感的目的是作业治疗最独特的发展过程，这大大有别于临床医学的痊愈便

可出院的治疗思路。作业治疗可全面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使其积极享受人生，这绝不是

空话。作业治疗计划与训练完全覆盖了基于患者意愿的日常生活、职业、娱乐，最大程

度帮助其回归之前的社会角色，从洗漱穿衣到工作职场，从家庭社区到职场，多维帮助

患者完成所需生活，针对性做出适合每一位患者的作业治疗计划，体现出作业治疗的独

特、全面与高效。

作业治疗最吸引我的地方，即作业治疗可以很好帮助患者的自我价值输出。人的价

值在于创造价值，虽然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通过作业治疗，可以改变患者生命的

宽度。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功能障碍者在作业治疗的帮助下重新绽放出生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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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的意义

孙晋隆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康复医学系

作业治疗（OT），作为康复医学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在患者的康复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它是以康复对象为中心，能够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地应用与日常生活、工作、学

习和休闲相关地各种活动来治疗患者躯体、心理等方面地功能障碍。能够最大限度地恢

复或提高患者独立生活和劳动能力，让患者地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就拿脑卒中患者来说，作业治疗介入对于脑卒中患者功能转归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能够提高脑卒中患者的 ADL。由于脑卒中患者具有脑的可塑性和突触的可塑性，我们

通过运动再学习理论，强调患者主动参与，通过反复的训练，促进其功能的恢复。同时

作业治疗师可以系统地将再学习及神经发育治疗应用于日常生活能力训练，从而同步达

到促进脑卒中患者地功能康复和肢体控制水平。改善和维持身体、心理和社会参与方面

的功能。

作业治疗的一大职责便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地作业活动独立能力，促进患者重

返家庭与社会，担当有意义地角色，提高患者地生活质量。所以作为一名未来地康复治

疗师我们更应该将课本上地理论知识学好并将其运用于实践当中，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

康复治疗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地 ADL，让他能够重返社会并能有意义地作为一名

社会角色参与社会活动当中。

作为一名作业治疗学生我认为的作业治疗是通过协助患者选择、参与、应用有目

的和有意义的活动，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恢复患者的躯体、心理和社会参与能力，增进健

康，保持良好的生存状态，预防能力的丧失及残疾的发生，使得患者能够参与日常生活

活动当中。作为一名作业治疗的学生我们应该帮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提高其在日常生

活及工作学习环境中的作业参与和表现能力；帮助永久性残疾患者提高、恢复、维持其

日常生活活动及工作能力；通过改变作业与环境，或借助辅助器具来提高患者的活动参

与能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患者地残存功能或能力，维持其作业表现能力，提高患者

地自我认同感。

作业治疗的意义在于帮助生活中受病痛、创伤或功能障碍者，促进健康，预防残

疾；发展和维持日常生活技能，应付残疾对身体的影响，竭尽全力参与有意义的生活、

娱乐、工作等社会活动来应对残疾对身心产生的影响。作业治疗的发展，康复医学的诞

生，都是为使个体，特别是身心功能障碍、残疾者维持或重新获得日常生活能力，并维

持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渴望身心自由、获得他人的尊重、能够参与和享受幸福生活

都是人类的共性无论其是否贫穷，无论其身心是否健全，都是如此，作为一名作业治疗

师我们无论患者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患者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及

独立性，帮助其重返社会，继续发挥其社会价值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生活活动、

工作、学习和休闲。

作业治疗是患者回归家庭与社会的桥梁。我们作为作业治疗学生应充分发挥我们

的知识来为患者在回归家庭与社会的路途中提供最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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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作业治疗的意义
刘笑言

福建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

作业治疗是指为复原患者功能有目的、有针对性地从日常生活活动、生产劳动、认

知活动中选择一些作业对患者进行训练，以缓解症状和改善功能的一种治疗方法，目的

是通过患者参与作业治疗活动，改善和维持身体及心理两方面的功能、作业治疗作为康

复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患者最终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质量高低十分重要。在

学习作业治疗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

在医院见习的过程中，我见到了很多临床的病人，深刻体会到了把书本中的理论知

识应用到临床实践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六岁的小女孩经历了很

大的创伤，导致左前臂需要做外固定支架，右臂损伤程度较轻。看到她一个小朋友忍受

着很大的痛苦都让我们很心疼，支架拆除后，这位小朋友就开始了她的康复过程。

我们见到那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听治疗师说刚开始训练时她

的手臂很肿，活动严重受限，但患者坚强的意志力让她撑了下来。患者在做作业治疗时，

我们也在一旁学习，考虑到她的年龄太小，未来还有很长的路，所以作业治疗对这个孩

子至关重要，她作业活动能力能够恢复多少会直接影响她后半生的生活质量，治疗师们

对小女孩的情况很重视，为她制定了系统的康复计划，在与她的家长沟通后，首先确定

对患者的自理能力进行训练，有利用九孔插板等训练手部灵活性，也有利用沙袋、套圈

装置等，当我们几周后再次去那个医院见习时，很幸运又见到了这个小女孩，她的恢复

速度比预计要快得多，已经可以做到独立或在少量帮助下穿衣、洗漱等一些基本的自理

活动，后续的计划主要注重学习方面的能力恢复，小女孩回归正常生活有很大希望。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作业治疗对患者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是成人进行作业治疗，

还会有一些针对他原先的职业所需的能力进行针对性训练，会考虑到物理治疗所欠缺的

那部分并完善，以患者为中心，共同完成患者的康复目标，我想这就是作业治疗的意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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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作业意义的故事

卢玉婷

福建医科大学

作业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 OT）是康复医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有选

择性和目的性地应用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休闲等有关的各种活动来治疗患者躯体、

心理等方面的功能障碍。其目的是使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或提高独立生活和劳动的能力，

使其作为家庭和社会一员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作业治疗的意义

也不相同，有的人是为了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有的人是为了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有

的人是为了娱乐自己的生活。

如一位老年患者赵先生，65 岁，因“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半月余”入院，头部 MRI 检

查提示脑桥左侧急性脑梗死。认知正常，肢体无疼痛。作业治疗师给赵先生详细评估了

右侧上肢的各项功能，发现患者仅能做一些简单的活动，手指精细活动无法完成，比如

拿筷子，扣纽扣等。这大大影响了赵某的生活质量。赵先生的最大诉求是恢复右上肢的

功能，完成日常生活活动。于是治疗师制订了相关的计划：

①指导在各种体位下正确摆放肢体以及体位变换的方法；

②指导保护肩关节防止肩关节脱位、被动活动上肢防止关节挛缩及延缓肌肉萎缩；

③指导患者进行早期自理活动，比如进食、穿衣、简单的床边端坐等。

④改善肩臂功能的作业活动，如双手套圈、单手模拟擦桌子、滚筒作业等；

⑤改善腕关节功能的作业活动，如抓握木钉板，水杯等；

⑥改善手指功能的作业活动，如捏橡皮泥、画画、写字等。

在经过了两个月作业治疗后，赵先生右上肢功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这

对于赵先生来说，能够最大程度上恢复右上肢的功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就是作

业治疗的意义。

再如一位 36 岁程女士，她是某实验室研究员，入院急诊诊断：为右内外踝骨折并踝

关节半脱位（内固定术后）。入院时右踝关节肿痛，活动后明显，关节活动受限，右下

肢乏力。作业治疗评定结果为患者日常生活活动中梳洗、洗澡、穿裤、入厕均需在坐位

下进行，步行需双拐辅助，不能独立完成上下楼梯活动；家务活动中，不能完成备餐及

清洁房间，不能购物，不能完成上下公交车。这些不仅困扰着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工作。

因此作业治疗师为她制订了合理的治疗方案：

①日常生活导向的肢体功能训练：持双拐上下 2阶台阶训练、立位平衡游戏系统训

练、立位平衡写毛笔字、下肢地上画字训练、慢速作业功能音乐体操训练（在训练中治

疗师发现，利用游戏或文娱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后，该患者肢体功能发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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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实地日常生活功能训练：持双拐上下 1层楼梯训练（保护下进行，去除心理障碍），

持双拐上下斜坡，持双拐走不平路面，立位刷牙、洗脸训练，实践扫地活动，外出买菜

活动。

③改善情绪，缓解压力类功能训练：立位手工艺制作训练，园艺活动，集体游戏，

医疗瑜伽。

④消肿缓痛措施：配戴压力袜、植物种子热敷踝部。

经过 2个月系统训练，出院时程女士可成功重返家庭生活，独立承担大部分家务活

动，如备餐、清洁房间、外出购物等、并能独立坐地铁及公交车，成功重返原来的社区

生活，重新融入朋友及同事的群体中。此外，她对自己的躯体功能充满信心，有了实地

的训练和治疗师的专业指导，她可以了解自己的功能情况，不再害怕和焦虑，紧胀的精

神压力随之缓解。3个月后程女士返回了工作岗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真

正实现了全面的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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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的意义

阿丽亚·阿布都许库尔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

如果临床可以患者生命的话，那么康复治疗可以让患者更幸福地生活。作为康复治

疗一个分支的作业治疗更是如此。

我认为，作业治疗的意义是能帮助患者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让患者能独立和重

新拥有自信，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

像上肢或下肢截肢的患者会因为失去一肢感到沮丧，因为丧失了相应的功能没办法

完成一些动作或事情而会失去自信。这时，作业治疗就可以发挥作用，锻炼患者的另一

肢作为代偿，让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独立起来，还锻炼患者职业相关的能力，让患者很好

的回归社会回归工作，能让患者更加自信，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具有信心，也能让患者

家属的责任减少一点。

还有一些偏瘫之类的患者，这类患者的床上翻身，床椅转移还有穿衣洗漱之类的活

动也是很难完成的，而作业治疗可以教患者如何进行这些活动，同样能让患者更独立。

总结起来说，作业治疗能给患者带来更美好更幸福地生活和未来，我相信作业治疗

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作用和用途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希望以后的作业治疗能更加发展，

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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