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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家庭賦能的康復教育 

戴玲 

江蘇省人民醫院康復醫學中心 

 

伴隨著腦卒中發病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在醫院康復醫學中心門診從事多年的康復治療

工作的我，有較多的機會接觸中青年患者。基於他們所處的人生階段有別于年老者，如

何更高效地提升其活動與參與能力，促進其儘早回歸職場，繼續行走在可以持續發展與

自我成長的人生軌道上，是筆者多年來持續思考並一直堅持嘗試在做的課題。 

 

在開始正題之前，請允許我先描述一下與正題相關的背景因素及個人想法。 

 

與“高復發率”、“高致殘率”、“高負擔率”等一些列負性修飾詞緊密聯繫的腦卒中

康復氛圍，總是讓患者及其家屬從康復一開始就倍感壓力、折損信心、不敢抱有高期待。

如果，我們不是僅僅想從“因為問題難與複雜，所以，解決不好很正常”中獲得安慰與

免責，那麼，我們應該換一種敘事方式，帶著患者及其家屬在積極、有希望的氛圍下有

力量地“出發”。 

 

在當今“三級”康復網路尚未有效形成、康復治療資源較為緊缺、年輕且還沒來得及積

累有效的臨床經驗與形成相對成熟的思維推理能力的康復治療師占從業者大多數，以及

“醫保”政策頻繁“收緊”與“變動”的中國大陸的形勢下，如何盡可能保證患者持續

或在較長時間裡，可以獲得與其經濟支付能力相匹配的康復服務，是康復治療師應該參

與思考並尋求解決方案的問題。 

 

對於中青年患者來說，應該擁有比安全地活著與實現日常生活自理更高的康復目標；我

們可以在幫助他們追求與達到一個個具體的康復目標的同時，拓展其對人生目標、價值

及意義的積極思考和自行探索。 

 

每個人都有家庭，與父母原生的，或自己另行組建的。家庭的功能很重要，且有開發的

潛能與必要性。 

 

用於腦卒中康復的治療技術種類、名目繁多，其作用與效果也各有千秋，臨床上多採用

不同技術組合應用的方法。對於普遍年輕的大陸康復治療師們來說，無論是在正確掌握

技術層面，還是在學習如何讓技術更有效地應用層面，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與持續的實踐

做基本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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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不是在追求成為解決問題的“功臣”，我們就無需把所有的問題都“攥在”自

己的掌中。學會分類問題，在“術有專攻”的前提之下，將依靠“一己之力”無法有效

解決的問題“分包”出去（包括“分包”給患者及其家屬）或向他人求助，是我們應該

踏上的“德術並舉”之道裡重要的舉措之一。 

 

當康復治療人員利用康復治療技術作為主要治療手段沒能“很快”與“很好”地解決腦

卒中患者所面臨的障礙和困難時，尋找與結合技術之外的辦法，應是該形勢下的明智選

擇。 

 

要想解決難而複雜的問題，首先要做的，是解構它——越細小的問題，越容易被一次性

或很快地解決。 

 

如果有很多的辦法可以解決同一個問題，那麼，最好的辦法一定是簡單而容易掌握的。 

 

每個人的思維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專業性的思維也是。專業的思維主要用於精深與明確

的問題解決。 

 

有言道：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如果一個人無法走得快，那就不妨試著與一群

人一起走，驗證一下“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古訓價值。 

 

影響一個人“走路”速度與距離的，不止是“走路”能力，目標、方向感、興趣、價值

觀、信心與自我調動程度、意志力與責任心等，都可能是影響因素。 

 

成功是發揮“長處與優勢”的結果，而不是對“短處與劣勢”的補足；要想獲得成功的

作業能力，“以長帶短”是上策。 

 

之所以想到著眼于“聚焦於家庭賦能的康復教育”，理由有二：這是我在醫院康復中心

門診這一“作業環境”下最容易實施的作業活動；當代的中青年，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

他們往往具備較好的學習能力（認知功能受損者例外）、學習方法與學習意願，而崇尚

“獨立”、“自主”的普世價值觀則有利於進一步驅動他們去投入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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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說，我所施行的“聚焦於家庭賦能的康復教育”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與

基本步驟： 

 

 在首次接待患者（及家屬）時，讓患者（和/或家屬）回憶與此次發病相關的就醫

過程、敘說整個康復歷程與感受，引導其理性思考、對待與理解已發生的事情，

總結出可以指導下一步行動的有效經驗（如某種治療方法更有效，什麼樣的做法

更願意接受等）。 

 

 通過開放性的問題，詳細而盡可能準確地瞭解患者病前及眼下的生活狀態與內容，

讓患者（和/或家屬）去比較它們之間所存在的差距，再讓其去思考和說明：兩者

間的差距有無縮小的可能？縮小的進度與過程會是怎樣（依靠理性或者是直覺）？

可以立即採取或做到的行動是什麼？能夠投入、付出的時間、金錢及有利條件

（如擁有其它的康復資源等）有哪些？以及，可以接受的最差結果是什麼？ 

 

 按照“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徑，逐層解構患者所面臨的問題、困難與障礙，引導

與啟發患者（和/或家屬）通過思考、自我洞察、自我調動去發現能夠自我解決的

問題，可以嘗試去用的辦法和可以馬上採取的行動，幫助其成為“自我問題解決

與功能提升”的主動參與者與永遠責任人之一。 

 

 先與患者（和/或家屬）設立遠期的“大目標”（如減少照顧者負擔、日常生活自

理、生活獨立、回歸工作崗位等），再與其討論能夠成就“大目標”的近期的、具

體的“小目標”或“子目標”、“小計畫”與“小行動”。 

 

 所謂的“小目標”或“子目標”、“小計畫”與“小行動”，會視患者功能狀況

及被改善的潛能、速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通常都會先落實到基礎性日常生活

活動(basic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BADL)項目、活動、任務、甚至行動步

驟上。 

 

 無論是從減輕照顧者負擔的角度，還是為了安全、高效地實現 BADL 獨立這一目標，

從床上移動與翻身、床邊坐起與躺下、床邊獨坐與移動、坐站轉換與體位轉移

（包括在床、椅子與廁座之間）等這些看似簡單但極具重複性的活動，開始或重

新開始功能的訓練，乃至進行優化練習，都是不錯的選擇。 

 

 對於腦卒中後發生偏癱的患者（和/或家屬）來說，學會如何採取正確的坐、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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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包括保持身體各部位之間正確的對位、對線），用最小的用力與肌緊張來維持

靜態姿勢控制，並識別和管理不隨意的姿勢張力與增高的肢體肌張力；如何針對

性地擺放偏癱肢體，以對抗肌痙攣和軟組織短縮，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腦卒中後發生偏癱，或偏癱且伴有明顯的聯合反應與共同運動模式的患者，

患者（和/或家屬）需要分次或分階段接受訓練，去學習如何在臥位、坐位與站位

下，獲得非癱瘓側上肢獨立且自由的的運動，而不引發或不過度引發偏癱肢體的

異常反應和不必要的運動。 

 

 與患者（和/或家屬）圍繞著“小目標”、“小計畫”與“小行動”展開細緻的討

論，並選取患者（和/或家屬）認為“需要”、“重要”、“迫切希望”和“有信

心完成”的“小行動”進行現場嘗試，再結合治療師分析、指導下的練習與相關

教育（如什麼是正確或是被提倡的；評價標準與注意事項；可以拓展到其它“小

行動”中的動作成分與概念等），最後，邀請患者（和/或家屬）對完成“小行動”

的嘗試與練習的過程、感受與結果進行自我評價，治療師指出可以繼續改善的細

節，並給予鼓勵和支持性回饋。 

 

 給予患者對稱性的身體與肢體活動的感覺輸入，要求患者仔細體會動作過程與做

到“動中覺察”，並鼓勵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帶著覺察進行經常性的自我練習。 

 

 鼓勵患者經常觀察他人，或僅是在腦中想像完成某項具體活動或任務，並告知其

有研究證明：這樣做能導致與實際執行該運動相同的大腦區域及神經網路的啟動，

有利於運動功能的恢復。 

 

 利用每一次與患者見面的機會，通過訪談，在瞭解患者“實際所為”與相關感受

的同時，結合粗略的評估，向患者（和/或家屬）證實和共同確認所取得的階段性

成效，以持續提振患者（和/或家屬）對康復信心，維持和進一步提高對康復的參

與度。 

 

 此外，與患者（和/或家屬）分享一些關於冥想、放鬆、正念，以及如何維持、改

善人際關係（特別是親密關係與親子關係）與實現高效人際溝通等方面的資訊、

書籍、簡單的方法等，也是非常有價值和有意義的。 

 
無比幸運的是，我們身處於文化與經濟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身居崇尚平等、誠信、和

諧、友善的文明國家，兼之有無數高科技產品的助力，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使是重殘者，

只要擁有“我相信未來會更好”，“我願意持續學習與堅持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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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也一定可以擁有更加“值得活”的人生。 

 

 

 

在我陪伴與見證下，越來越多接受了腦卒中康復的中青年人，在享受著家的溫情與支援

的情況下，帶著“涅槃重生”後對生命的感恩和敬畏重新回歸了職場，重啟了想來再不

會輕易停歇的“實現自我”與“貢獻他人”的人生之路。在這一過程中，我也收穫了更

多“助人”的能力與智慧。於我而言，這亦是一場我與他們相互成就、豐沛人生的“雙

贏”之旅。 

 

最後，我衷心地感謝本期的責任主編郭鳳宜老師誠懇且寬容的約稿，也感恩每一位耐心

讀完本文的同道。願我們各自的家庭都幸福美滿，也願我們都能將美好家庭帶來的願力

播撒至更遠更廣闊的人間！ 

 

 

 

2024年 5月 28日星期二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