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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分析法是对作业与人类的作业行为从生物方面、心

理方面、社会方面、文化方面分解出其构成的因素，并进一步

明确其相互关系的过程。通过将某一生活活动分解成若干

个动作成分，找出存在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比较，并给以针

对性的训练加以纠正，是康复治疗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

采取的重要手段[1]。活动分析法是临床作业治疗中常用的方

法，在国内院校较少应用于教学。为此，作者结合《临床作业

疗法学》实验课的课程特点和专业特色，采用了活动分析法

进行教学，并与传统教学法进行对比，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

果，为以后的教学提供了发展方向。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河北联合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大三学生，08级1

班 44 人，其中男 16 人，女 28 人；平均年龄（19.24±1.05）岁。

按学号奇、偶分为传统教学组（对照组）20人其中男 7人，女

13人；传统教学+活动分析法教学组（实验组）24人，其中男9

人，女 15人。两组在性别、年龄、基础知识及专业知识掌握

等方面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课程选择《临床

作业疗法学》实验课。

1.1.1 实验组：采用传统教学+活动分析法教学，将 24名学

生分随机为6个小组，每组各4人，每组设组长1人。具体操

作步骤：

（1）教师列出实验目的、介绍实验内容、设计实验步骤，

让同学深入理解活动分析法的定义、治疗性作业活动特点和

作业活动分类。

（2）每组随机布置一项作业活动，分别包括：（A）用笔和

尺把两点连起来；（B）系纽扣 ；（C）折纸飞机；（D）用筷子捡

食物；（E）把手上5个钱币逐一放在桌上（不用另一手帮忙）；

（F）拼砌小火箭。每组针对各自作业活动进行逐项步骤列

表，并根据作业活动技能成分分析将上述步骤进行归纳。例

如（A）活动组经过大概 30min的讨论分析得出结论如下，活

动步骤分为：①拿尺子，②用尺子对齐两点并压紧，③拿笔，

④连线；活动成分分析为：指捏为①③；按压为②；手眼协调

①②③④；双手协调②④；运动控制①②③④；操作技巧③
④；确定功能锻炼活动为：①扭螺丝（螺母）；②手指肌力训练

器；③手指串珠；④木钉盘。

（3）将归纳好的每组讨论结果写在纸上，分别贴在教师

前面的挂板上，然后按顺序每组成员依次上台，由组长讲述，

组员演示并补充说明和解释其他组同学的提问。

（4）教师归纳总结，再次与开课时呼应进一步理解活动

分析法的定义及应用特点。

（5）教师将收上来的6组分析作品作为平时成绩登记记

录。

1.1.2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师列出实验目的、介绍

实验内容、设计实验步骤、讲解示范操作、总结心得体会等，

学生2人一组互相进行练习，练习内容相同且练习中发现问

题及时请教教师，教师发现学生操作中的不当及时纠正，下

课前15min随机找学生演示，组织其他观看学生发现问题进

行纠正并针对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思考，课后结束写出实验

报告，对于本节课重点掌握内容实施实验室开放鼓励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进行练习，给出考试时间，准备规定时间待考。

1.2 效果评估

课程结束后对44名同学发放调查问卷，评估效果。

教学效果评估：包括教学方法、灵活性、教学气氛、理论

与实际联系、教学安排和教师示教等；评价层次分为很满意、

较为满意和一般。

对学生影响力的评估：包括自学能力、提高协作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开拓知识面、提高临床技能和

缓解心理压力等；评价层次分为明显提高、提高和无变化。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显著性水平α=0.05。

2 结果

教学效果：实验组学生对灵活性、教学气氛、理论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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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教学方法等满意度较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P＜0.05)，见表1。

对学生影响力：实验组学生在自学能力、提高协作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开拓知识面、提高临床

技能和缓解心理压力等方面均有所提高，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3.1 作业活动分析的特点与优势

作业活动分析是逐步分析一种活动中所需的基本技能

成分,是作业治疗中一项最基本的内容,也是作业治疗师必须

掌握的最基本技能。虽然分析过程复杂而耗时,但只有通过

治疗师对作业活动进行分析、观察和了解每个作业活动的基

本动作组成和顺序,找出适合每个患者需求、兴趣和生活习

惯的治疗性作业活动,分析作业活动中所需经费、环境条件、

材料设备、人员投入`,观察患者完成作业活动的能力(如协

调、平衡、耐受能力等),才能使作业治疗内容与患者的日常生

活活动、家务活动、工作和休闲活动协调一致。让患者充当

作业角色，配合治疗师完成作业治疗的每一步骤，熟悉和掌

握活动技能，形成适合自身角色的行为模式[2]。

3.2 应用活动分析法教学可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

综合素质

康复治疗专业作为年轻学科,不像医学专业具有悠久教

育历史与完整学科体系,要建设和发展必须不断摸索经验,大

胆改革才能完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3]。本研究采用活

动分析法教学模式，由学生自主分析作业活动及每一种活动

所包含机体本身存在的技能成分，主要包括 5个方面：运动

技能和素质包括肌力、肌张力、耐力、协调性、灵敏性、关节活

动度等；感觉技能和素质包括视、听、嗅、味觉、触觉等；认知

技能和素质、心理技能和素质；社交技能和素质。为此，作者

在临床作业疗法学实践教学中根据康复治疗教学特点和教

学目标采用了“传统教学法+活动分析”的教学模式，通过对

实验组24名学生进行分组，分别布置作业题目，让学生分析

作业活动并整理汇报的形式授课。在临床康复治疗中，应用

活动分析法将某一特定作业活动分为若干个步骤，再针对各

个运动、感觉和认知等分析将每一步骤动作对号入座，能揭

示患者复杂的功能问题，检查患者的学习技巧、概念形成、神

经肌肉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感觉、关节的稳定性、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造力以及选择性接受信息的能力[2]。

本研究采用活动分析法进行实验课教学，使学生对课堂

教学的灵活性、教学气氛、理论与实际联系、教学方法等满意

度较高，而且在自学能力、提高协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学

习主动性与自觉性、开拓知识面、提高临床技能和缓解心理

压力等方面均有所提高。应用活动分析法教学使教学过程

更加直观和生动，通过分析发现与书本知识的异同点，使学

生科学思维，敢于质疑，产生旺盛的求知欲，能科学地评判文

献资料和信息[4]。

3.3 活动分析法教学符合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模式

实践导向课程模式是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集理论教学、

实习实训为一体，产学研相结合”为指导思想，按照职业实践

活动的要求设计课程内容并组织教学[5]。临床实践是康复医

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康复临床教学的基础设施条件直接影响

到康复治疗学人才培养的质量[6]。活动分析法将理论与实践

应用相结合，符合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模式，对于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将继续探讨和总结适合开展作业活动分析法进行

教学的例子并整理成试题库，为康复治疗专业教学开辟了新

的途径。在临床典型案例引导下，使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早期结合，发挥临床专业课在实践中的基础作用，促进

表1 两种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比较 （例，%）

组别

对照组（n=20）
灵活性

教学气氛
理论与实际联系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安排

教师示教
实验组（n=24）

灵活性
教学气氛

理论与实际联系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安排
教师示教

与对照组比较①P＜0.01，②P＜0.05，③P＞0.05

很满意

4（20.00）
2（10.00）

0
7（35.00）

13（65.00）
6（30.00）

13（54.17）①

12（50.00）①

9（37.50）①

15（62.50）②

14（58.33）③

8（33.00）③

较为满意

6（30.00）
6（30.00）
9（45.00）
3（15.00）
6（30.00）
11（55.00）

10（41.67）
11（45.83）
14（58.33）
8（33.33）
9（37.50）
12（50.00）

一般

10（50.00）
12（60.00）
11（55.00）
10（50.00）
1（5.00）
3（15.00）

1（4.17）
1（4.17）
1（4.17）
1（4.17）
1（4.17）
4（16.67）

表2 两种教学方法对学生影响力比较 （例，%）

组别

对照组（n=20）
自学能力

提高协作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
开拓知识面

提高临床技能
缓解心理压力

实验组（n=24）
自学能力

提高协作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
开拓知识面

提高临床技能
缓解心理压力

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②P＜0.01

明显提高

4（20.00）
0

8（40.00）
2（10.00）
1（5.00）
2（10.00）

0

10（41.67）①

9（37.50）②

16（66.67）①

8（33.33）②

8（33.33）②

12（50.00）②

8（33.33）②

提高

8（40.00）
9（45.00）
8（40.00）
8（40.00）
6（30.00）
7（35.00）
7（35.00）

13（54.17）
13（54.17）
6（25.00）
16（66.67）
16（66.67）
11（45.83）
16（66.67）

无变化

8（40.00）
11（55.00）
4（20.00）

10（50.00）
13（65.00）
11（55.00）
13（65.00）

1（4.17）
2（8.34）
2（8.34）

0
0

1（4.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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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知识吸收率，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具有创造力和创新

精神及良好整体素质复合型人才提供平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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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系康复医学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让康复护理课

程的教学顺应时代发展，培养理论基础扎实、操作能力强，又

能独立思考和主动创新的现代型康复护师是我们追求的目

标。为此，我们在康复护理教学中积极探索，对同时上课的3

个本科护理班中的2个班采用互动式教学，另一个班采用传

统教学方式，通过学生反映、老师评价、考试成绩对三个班的

教学质量进行对比分析，以了解互动式教学方法在康复护理

课程中的教学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4年9月—2014年10月间选择安徽医科大学2011年

级 3个护理本科班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2个班（A、B班）的

康复护理课程采用互动式教学，另一个班（C班）的康复护理

课程沿用以往传统式教学。3个班的学生在学历、性别、年龄

上均无显著性差异。见表1。

1.2 教学方法

1.2.1 教材及课时：教材为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康复

护理学》（第3版），燕铁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授课内容

为康复护理概论、康复评定、各种疾病（颈腰椎病、脑卒中、脑

外伤、脊髓损伤等）的康复护理。每个班 40个课时，包括 30

个课时的理论课，10个课时的见习课，见习课安排在每次理

论课前。

1.2.2 传统式教学[1]：教学过程以知识“灌注”为主, 教师讲,

学生听, 不强调教师和学生主动交流。该过程不需要特别

顾及学生的反应、老师的感受，课堂上的提问少，缺乏热烈的

探讨，不设计案例和剖析，要求老师讲完知识点即可。

1.2.3 互动式教学6种形式[2—3]：①问答式互动：教学开始，老

师向同学抛出问题，学生广泛思辨，课堂上学生带着问题听

讲，最后达到了解所学内容的目的，同时开阔思路。②示范

与操作：为了便于理解，加深认识，老师适时运用肢体示范、

教具示范，之后让学生亲手操作，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③
分组讨论互动：其方法一般为抛出主题——提出主题中的问

题——分组思考讨论问题——寻找答案——分组汇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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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个护理本科班学生的一般资料 （x±s）

班级

A班
B班
C班

①与A、B班比较均P＞0.05

人数

123
121
125

性别（人）
男

102
107
109

女
21
14

16①

年龄（岁）

22.85±1.07
22.42±0.98

22.33±0.8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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