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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OT 教学带出教室，带进生活 
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 36 项目对内地 OT 教育的启发 

刘雪枫 

福建中医药大学 

披荆斩棘三十有余，中国作业治疗发展筚路蓝缕，日趋成熟，取得了非凡的

成就。作业治疗实践与作业治疗教育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发展初期，临床实践

没有良好的教育作指导，教育没有良好的临床实践作支持，作业治疗发展迟滞且

没有方向。从“空白期”到“海外模式参照期”，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内地作

业治疗发展初见眉目，并

以点带面地迈向蓬勃发展。

我所工作的福建中医药大

学康复作业治疗专业通过

了教育部本科专业备案及

审批，通过了世界作业治

疗联盟（WFOT）教育认证，

在专业建设和教育成果上

颇有积累，作为专业负责人和一线教育人员，我感到努力和进步带来成就的同时，

也时常感到教育开展的瓶颈与挑战，感同身受其他兄弟院校作业治疗教育的困难。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要，更专业更全面的作业治疗实践和教育捉襟见

肘，内地作业治疗发展总体而言仍然不平衡不充分。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致力于中国内地作业治疗的发展，副会长梁国辉先生作为

香港的资深作业治疗师，在作业治疗理论和实践上有深厚的造诣，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梁国辉先生深谙内地作业治疗发展的挑战和机遇，自 2005 年起，他

以“重建生活为本”的作业治疗理念创立了作业治疗实践的新模式，使作业治疗

的哲学理念、理论与技术能够实实在在本土化地落地于内地的医院和社区。该理

念的使命是“引导患者发掘自身长线、隐性、真实的需求，按照科学的预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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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活化的训练活动及场景，提升生活能力及生活意志，调节人际及生活环境，

重建成功、幸福、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以维持身体及精神健康。”围绕此

“作业治疗使命”，梁先生为内地量身打造了既符合作业治疗的哲学理念，也符

合内地背景，可行性高的“重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 36项目”（以下简称“36项

目”）。 

 

“36 项目”给内地作业治疗实践

带来可行性的实践指导框架的同时，

也从实践角度给予作业治疗教育启发。

“36项目”大致可分为十个类别，包

括康复面谈及宣教、体位摆放和肌张

力控制、自理训练、任务/游戏形式训

练、情景模拟训练、作业活动训练、

认知训练、社区生活技巧训练、家居

安置、家属宣教/辅导与评价会。内地

所开展的作业治疗实践更多见于体位

摆放、肌张力控制、上肢的任务/游戏

训练、平衡训练等躯体功能层面的训

练内容，理念好一些的医院或科室会

开展穿衣、进食、如厕等自理训练以

及家务、烹饪等少量的日常生活活动

训练，整体上在活动和参与层面的介

入极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医院

服务体制的限制，二是“老师没教过”

所以也不知道如何开展，最终导致对

患者爱莫能助，对作业治疗的理念和

宗旨只能纸上谈兵。这确实给我们教

育一线工作者一个警醒——我们时常

强调作业活动对健康促进的重要性，

强调作业活动的多样性，也强调 ICF

理念中的躯体功能、活动、参与以及

环境等多层面的交互影响，然而我们

的教学的内容和精力却没有就此铺开。

 

1. 康复面谈 

“康复面谈”被梁国辉先生称为“新 OT 三宝”之一，即是作业治疗的核心

手段之一。它贯穿于整个作业治疗过程，首次的面谈主要为了收集患者的基本信

息、病史、功能史、生活角色及作业活动概括等，以“引导患者发掘自身长线、

隐性、真实的需求”，这个需求是患者现阶段和未来最想做、最需要做但做不到

或有障碍的活动，即作业需求。除此，首次的面谈可以初步建立与患者和家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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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让患者明确自己的康复目标，更有动力参与康复训练中。中后期的面谈主

要是为了了解康复的效果和交流进一步促进康复效果的计划，包括角色转换的动

机访谈，出院前的面谈等。 

“康复面谈”体现了一名作业治疗师应有的理论功底、沟通技能和治疗技能，

是“以患者为中心”的重要体现，也是康复评定和作业治疗开展的基础。新手治

疗师在面对患者时容易不知所措，不知如何与患者开展访谈，访谈什么内容，容

易被患者的主诉带偏思路，甚至不经访谈直接开展评定和治疗，导致整个评定和

治疗过程没有目的性、没有逻辑性，很难帮助到患者，解决患者的困难。作业治

疗教育应将“康复面谈”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疗技能开展教学，通过专业基础课（如

作业治疗基础理论）讲授“康复面谈”的对象、目的、意义和总体原则，通过不

同专业课（如神经康复、精神康复、小儿康复等）讲授“康复面谈”的内容、形

式和技巧等，并安排实践练习，通过学生间互相练习过渡到临床中的观摩和实践，

培养“康复面谈”的技能。 

2. 作业活动训练 

在“36项目”中，“作业活动训练”主要包括家务、烹饪、文体活动、手工

艺训练、八段锦/太极五个训练内容，每一项内容又包括不同的训练项目，如家

务可包括扫地、洗衣、晾衣、叠被子等，烹饪可包括煮饺子、煮面、煮饭等不同

类别的烹饪，大致可包括备菜、洗菜、开火、翻炒、加调料、关火、盛菜等过程，

手工艺训练可包括编织、串珠、刺绣等。每一项训练项目包括不同的动作组合，

包含不同的活动分析，但如果治疗师本身都没做过相应的活动，或对活动不熟，

如何能准确地为患者开展活动分析、活动评定、找出问题所在并帮助到患者呢？

有人说作业治疗师其实是专业的生活治疗师，所以治疗性作业活动训练和功能性

作业活动训练的教学不应仅限于教室的蜻蜓点水、纸上谈兵，也不能局限于实训

室中简单演示的走马观花，应将该教学带进生活，融入生活，从真实生活中学习

不同作业活动的开展、工具的应用、环境的影响，以及理解患者的功能障碍对活

动的影响。 

综上，作业活动训练的教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引导学生学会常见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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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文体活动、手工艺活动以及八段锦/太极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模仿不同

的功能障碍，体验和理解患者开展这些活动可能有的障碍，以此形成自己的专业

分析、专业经验和专业技能。教师可利用学生的寝室、学生的家中、户外场所等

与实训室、社区康复中心、医院相结合，让学生真实开展和学习相应活动，自我

分析，然后过渡到利用社区康复服务、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培养自己帮助患者开

展作业活动分析和训练的专业能力。 

3. 社区生活技巧训练 

在“36项目”中，“社区生活技巧训练”主要包括使用电梯、外出购物、

乘坐交通工具、餐厅就餐、外出郊游五个训练内容，典型地代表了一个人的基本

社会参与活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也是大多数（中枢神经损伤）患者梦寐以

求能达到的康复目标，然而却是我们作业治疗教学和临床服务的短板。我们总以

为这些康复目标太高太遥远，然而躯体功能的水平并不完全代表参与水平，我们

不去尝试，如何知道患者达不到呢？我们不在教学中强化社区生活技巧训练，学

生又如何知道患者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呢？因此，在不同

专业课或不同功能障碍的作业治疗教学中需加大社会参与、社区生活技巧的训练

教学内容，将该教学带进生活，融入社会。学生间可扮演不同功能障碍的患者及

治疗师，让学生亲身体验患者在社区或平时环境中使用电梯、外出购物、乘坐交

通工具、餐厅就餐以及外出郊游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也让学生治疗师分析患者的

困难，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有此作为铺垫，治疗师更有信心和动力帮助患者

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并预见性地解决可能有的突发情况，为患者真正回归社区，

参与社区生活提供帮助。 

“36 项目”中给予作业治疗教育的促进和反思不胜枚举，认知训练中的作

业活动训练、社区活动训练，家居安置的家居安全、改装评估等都对内地作业治

疗教学改革有很大的启发，也是解决目前作业治疗教育瓶颈的一个改革方向。只

有将作业治疗教育带出教室，带进生活，才能培养真正合格的作业治疗师，才能

更好地引导作业治疗实践，符合作业治疗的哲学理念，实现“重建成功、幸福、

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作业治疗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