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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作业治疗科不同学历背景实习生个人特质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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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的核心理念是促进个体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参

与有意义的作业活动。作业活动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主体心

理成分参与的积极主动的运动形式，作业治疗师的“治疗性

应用自己（therapeutic use of self）”的能力调动患者主动性

的重要环节[1]。因此，让学生充分利用自身个人特质以“治疗

性地应用自己”也是作业治疗科实习带教的重要目标。已有

研究显示，不同学历背景（专科和本科）的学生在学习态度、

能力倾向、批判性思维能力等个人特质上存在差异[2]。但在

现今作业治疗带教模式中，专科和本科学生普遍在同一带教

标准下进行实践及培训，带教模式未能充分根据学生学历背

景的不同而设计任务内容，引导学生更好执行作业评估及治

疗。因此，亟需了解作业治疗科的不同学历背景、实习生个

人特质的异同，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以提高学生临

床思维能力和实践水平。本研究拟对作业治疗科不同学历

背景实习生多元智能、职业兴趣、处理偏好等个性特质进行

初步研究，旨在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提供证据，从

而提高作业治疗师的临床带教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大

学城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作业治疗科实习生，生源

来自广州、宁波、大庆、长沙、福建等专（本）院校，所有学生均

在2017年1月—2019年2月期间进入作业治疗科实习。

1.2 研究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教学需求，分别采用多元智能问

卷[3]、职业兴趣调查问卷[4]、学习风格问卷[3]、处理偏好问卷[4]对

实习生进行评估，包括多元智能、职业兴趣、学习风格和处理

偏好4个维度的个人特质。

多元智能和职业兴趣问卷采取 5点量表评分，从“完全

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0—4分，要求被测试者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最能代表自己的分数，最后把分类项

目所属单项分数相加后除以最大总和值转化成在分类项目

的百分比。处理偏好问卷是单项选择题。学习风格问卷要

求被测试者在24道题目中以用某种方式进行学习的频率进

行选择，即“很少用该方式”、“有时用该方式”及“常常用该方

式”。分析时将24道题归入操作、视觉和听觉3个类别，记录

每个类别中选择选项“常常”的题目数量，数量越高，说明采

取该种方式的学习方式倾向性越高。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进行统计学分析，多元智能、职业兴趣

和学习风格为计数资料，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取独立样本 t检验。处理偏好为等级资料，使用非参

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多元智能与职业兴趣采取

线性回归分析，P<0.05认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共有 107名学生参与调查，其中本科学生 60名，专科学

生47名。每名学生填写4份问卷，发放问卷428份，回收420

份，剔除无效问卷 8份，有效问卷率为 98%，共 420份问卷即

105 名学生纳入统计分析。无效问卷的标准是作答时间<

500s、规律作答、胡乱作答、漏答率超过10%的问卷。两组学

生的年龄、性别、完成问卷时间及毕业后职业意向的比较，差

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2.1 专科和本科学生多元智能的差异

本科和专科学生在多元智能的逻辑数理智能维度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03），本科学生的逻辑数理智能百分比为

0.62±0.14，专科学生逻辑数理智能的百分比为0.54±0.15，本

科学生优于专科学生。其他多元智能的维度：内省、身体运

动、自然观察、人际关系、语言、音乐及视觉空间智能，两种学

历背景的学生的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1。

2.2 专科和本科学生职业兴趣的差异

专科及本科学生在职业兴趣的创新型维度差异存在显

著性意义（P=0.04），本科学生在创新性的职业兴趣百分率为

0.60±0.13，专科学生在创新性的职业兴趣的百分率 0.54±

0.18，本科学生高于专科学生。其他职业兴趣的维度：社会

型、领导型、常规型及现实型，两种学历背景学生的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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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科和本科学生物质处理偏好的差异

Mann-Whitney U检验表明专科及本科学生在对物质的

处理偏好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41）。本科实习生对物

质的处理偏好比例依次为：控制/驱动-操作（46%）、操作/维

护（42%）、安装/精密加工（12%）、送料-脱轴承/搬运性操作

（0%）。专科实习生对物质的处理偏好比例依次为：操作/维

护（48%）、控制/驱动-操作（24%）、送料-脱轴承/搬运（19%）、

安装/精密加工（9%）。

2.4 专科和本科学生学习风格的差异

专科及本科学生在学习风格上倾向采取视觉学习方式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2），倾向采取视觉方式学习的本

科实习生多于专科实习生。实操及听觉维度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P>0.05）。

2.5 专科和本科学生多元智能与职业兴趣的回归分析

专科及本科学生在多元智能与职业兴趣的回归分析中，

本科和专科学生的自然观察智能均可以预测常规性职业兴

趣，值得注意的是，专科生在此预测性中回归的拟合度（F=

39.098，P=0.048，R2=0.051，B=0.209）比本科生（F=4.098，P=

0.048，R2=0.051，B=0.209）高，本科和专科学生的音乐智能均

可以预测社会性职业兴趣，但专科生在此预测性中回归的拟

合度（F=12.887，P=0.001，R2=0.209，B=0.399）比本科生（F=

4.245，P=0.044，R2=0.053，B=0.178）高。

3 讨论

本调查旨在初步了解作业治疗科不同学历背景实习生

的个人特质，从而为改良临床带教方案提供依据。结果显

示，本科学生在逻辑数理智能和创新性职业兴趣方面高于专

科生。在对物质处理偏好方面，本科实习生偏好于操控性活

动，而专科实习生则偏好于操作性活动。专科学生的自然观

察智能可预测条理性职业兴趣，音乐性智能可预测社会性职

业兴趣，且预测可解释的程度比本科生高。

3.1 作业治疗科本科和专科实习生多元智能的差异

多元智能理论由著名心理学家 Gardner 提出 [5]，他认为

“人与人的差异在于他们各自独特的智能轮廓”，其理论认为

智能包括：内省智能、身体运动智能、数学智能、自然观察智

能、人际关系智能、语言智能、音乐智能及视觉空间智能。他

同时强调教学应该是因材施教，与每个人学习的强项及学习

特点相适应。本研究显示作业治疗科本科学生逻辑数理智

能高于专科学生。逻辑数理智能是以概念和问题为中心进

行思考，强调因果联系的构建，强调理性，表现为学生的抽

象、概括和分析能力较强。对于逻辑数理能力本科学生高于

专科学生，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高考成绩的差别：因逻辑数理

智能主要表现在数学与语文成绩，故而这两科成绩的差别决

定了学历的差别。亦可能与不同学历的教育目标有关：我国

高等卫生职业院校开设康复治疗专业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具

有专门技术技能的康复治疗师[6]，而普通高校更强调科研和

服务社会能力培训，关注培养本科生的综合思维能力[7]。

刘颖等[8]对护理学专业 1年级本科及专科的 181名学生

的多元智能进行研究，亦发现本科和专科学生在逻辑数理智

能、语言智能、自然观察智能方面差异存在显著性意义。本

调查结果显示两种学历背景学生逻辑数理智能存在显著性

差异与前面研究结论一致，其他智能无显著差别可能是由于

涉及的医学专业不同导致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另有研究显

示，多元智能与学习风格密切相关[9]。有效利用学生多元智

能的长处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自信心。

3.2 作业治疗科本科和专科实习生处理偏好及职业兴趣的

差异

本研究在两种学历背景的学生中未发现学习风格的差

异，但发现在处理偏好上，本科学生较喜好控制性操作，而专

科实习生较偏好按程序性操作或机器维护方面的工作。也

即是专科生倾向主动实践活动，而本科生偏好需反思和抽象

概括的环节。学习风格和处理事情偏好是一种带有学习者

自身的个性特征，并不是一种能力，而是指学习者在认知或

学习活动中如何利用自己能力的偏好。Kolb[10]经验学习理

论将学习风格划分为同化型、集中型、发散型和顺应型。其

中发散型是偏好具体经验和反思观察环节，同化型是偏好反

思观察和抽象概括环节，集中型是偏好抽象概括和主动实

践，顺应型是偏好主动实践和具体经验。因而本研究结果显

示，专科生偏向顺应型和分散型的学习风格，本科生更偏向

同化型的学习风格。而在护理专业中针对实习生的研究亦

表1 作业治疗科不同教育背景实习生
多元智能的比较 （x±s,%）

问卷维度

内省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
逻辑数理智能
自然观察智能
人际关系智能

语言智能
音乐智能

视觉空间智能
①P<0.05

专科（n=46）

0.60±0.13
0.59±0.13
0.62±0.14
0.60±0.14
0.60±0.14
0.47±0.16
0.52±0.17
0.57±0.16

本科（n=59）

0.64±0.12
0.59±0.12
0.54±0.15
0.61±0.14
0.62±0.16
0.52±0.15
0.49±0.16
0.59±0.14

t

-1.502
-0.291
-3.068
-0.629
-0.727
-1.524
0.645
-0.619

P

0.136
0.772

0.003①

0.106
0.469
0.131
0.520
0.537

表2 作业治疗科不同教育背景实习生
职业兴趣的比较 （x±s,%）

问卷维度

创新型
社会型
领导型
常规型
现实性

①P<0.05

专科（n=46）

0.54±0.18
0.60±0.14
0.52±0.20
0.58±0.17
0.52±0.17

本科（n=59）

0.60±0.13
0.64±0.11
0.55±0.16
0.59±0.11
0.50±0.13

t

-2.076
-1.389
-0.768
0.342
0.399

P

0.040①

0.168
0.444
0.733
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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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相似结果[9]。已有研究显示对于同一种学习方式，不同

学习风格者在医学批判性思维形成上存在差异，基于案例的

教学方式，对于提高发散型和适应型学习风格的学生的效果

更为显著[11]。另有研究显示，学习风格与创新性的倾向密切

相关[12]。而且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本科学生

对创新性的职业兴趣也较专科学生高。

陈文俊等[13]对延边大学护理学院本专科在校生共490人

进行调查和比较分析也发现本专科职业价值观存在差异，本

科学生声望地位因素和服务社会的得分均分高于专科生。

因此有必要根据两种学历背景的学生多元智能维度、职业兴

趣、对事物处理偏好的差异，而实施因材施教。

3.3 作业治疗科本科和专科实习生多元智能与职业兴趣的

关系

基于 Lowman（2010）的理论，兴趣被定义为：人们相对

稳定的心理特征即识别个人评价，此附属于特定的职业或休

闲活动群体。而智能是指涉及推理、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

考、理解复杂思想、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14]。它

不仅仅是书本学习、狭隘的学术技能和智力测试。它反映了

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理解环境条件的能力。

黄蜀云等[15]对高职高专学生特质进行比较性调查，总结

了高职院校的学生素质结构特色是以职业素质为核心，能力

侧重点是掌握新技能，强调实际应用，注重职业能力训练以

及适应职业变化的先进能力、职业角色整合能力等。而普通

高校的学生素质结构特点是以学科发展需要为核心，能力侧

重点是注重科学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创新精神、核心技术能

力、组织管理等综合能力的培养。由此，可以看出专科教学

注重技能培训，本科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多方面智能的共同发

展。因而，可解释为何专科生在自然观察智能预测常规型职

业兴趣和音乐智能预测社会型职业兴趣的回归拟合度均比

本科生高。因此对于专科学生，我们更应该在实习过程中根

据智能优势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以进一步加强他们追寻职业

兴趣的能力。而本科学生可以根据多元智能而多向引导职

业兴趣，提高创新及思维能力。

3.4 对作业治疗科带教的启示

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WFOT）在作业治疗的定义中提

及：作业治疗是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有意义的作业活动促进

健康的科学[1]。与之相应的，实习是学生人生重要的阶段，基

于作业治疗科不同学生能力倾向、个人偏好及个人优势，因

材施教，才能让作业治疗部的实习任务成为对学生有意义的

“作业”。

首先要培养学生自我反思和自我反省的习惯，Lipp等[16]

将反思定义为对知识和经验的一般和有目的的分析，关于反

省是高阶的反思活动，更关注自我、关系结构和行动。反思

和反省存在的目的是评估自身的背景、洞察力、能力偏好及

兴趣，这些因素会在作业治疗过程中影响他人。本研究显

示，不同学历背景的学生存在个人特质的差异，在实习过程

中通过小组讨论、作业任务提供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和

反省，带教老师辅助反馈，则会让学生更好地擅用自己的智

能、偏好的处理方式和长处，在治疗过程中更有效“治疗性地

应用自己”，把“自己”作为重要的治疗工具。

促进实习过程中的主动参与。Kielhofner等[17]提出的人

类作业模型（model of human occupation, MOHO）中指出

个人是环境中开放的系统，个人的作业能力、行为管理、意志

与环境互动后而形成作业表现的输出。尊重学生的能力倾

向、个人需求及个人兴趣是提高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专科

学生倾向于顺应型和发散型的学习风格，可能比较适合以案

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 CBL）。CBL 是模拟

真实的实践细节、让学生能身临其境地将自己置于决策者或

解决问题的地位，综合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诊断和决策，从

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已有研究表明

CBL教学前后，适应型学习风格学生批判型思维提高更为显

著[11]，因此可考虑在适应型学习风格占主导的专科学生群体

中应用。相反的，本科学生逻辑数理智能、更偏向同向型思

维，可能比较适合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PBL强调让学习者合作解决真实性问题，

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

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研究显示PBL教学模式可以明显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的能力[18]，故而可考

虑在同向型学习风格为主导的本科生群体中应用。此外，参

与不同的作业活动还是塑造一个人的关键，带教过程中应尊

重不同背景实习生的个人特质，在治疗性活动中分配不同的

角色，通过角色沉浸以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及学习主动性[2]。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专本科作业治疗科实习生在逻辑数理智能、

职业兴趣的创新性和社会性维度、对事物处理方式偏好存在

显著差异。提示临床带教中应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利用各种

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从而获得更加的教学效果。但本次研究

样本量偏少，可于今后研究中扩大样本量以进一步探讨不同

学历背景实习生的个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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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轮椅体验课的设计与实施

黄方超1

轮椅（wheelchair）是常用辅助移动工具之一，是步行功

能减退或丧失者，和（或）为减少活动时能量消耗者的常用代

步工具[1]。轮椅的选择和使用，尤其是轮椅转移技术（轮椅与

床、椅、坐便器、汽车等）和轮椅操作技术（平地驱动、大轮平

衡、上下坡道、上下台阶/楼梯等），往往需要康复专业人员指

导，加上长期的练习才能熟练掌握。体验是指人对事物、生

活亲身经历、感受的过程及其结果[2]。体验式教学是指在教

学过程中有目的地创设情境，通过亲身操作，体验感悟，达到

内化知识构建新知识体系的教学方法[3—5]。本研究为即将进

入临床实习的康复专业学生开设轮椅体验课，采用情景创设

和体验感悟的教学方法，旨在培养轮椅使用技术的指导能

力，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我院与湖南中医药大学联合办学的康复治疗专业本

科生70人（2014级33人，2015级37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生 30人，女生 40人，平均年龄（21.70±1.54）岁。体验性教学

安排在第三学年第二学期，即学生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最后

一个学期，两届学生采用相同教学方法。

1.2 方法

1.2.1 设定教学目标：①情感目标，体验性教学被看作是在

情感、行为品质等方面独有的教学方式，因此，情感目标是体

验活动设计的主题。情感目标设定为：理解并感受轮椅患者

日常生活和康复训练中的特殊需求，培养同理心和关怀意

识，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理念。②知识目标，通过体验进一

步了解和掌握轮椅的结构与功能、适应证、轮椅选择要点

等。③技能目标，尝试、体验、掌握轮椅使用的一般技能，包

括但不限于轮椅与床、椅子、坐便器等之间的轮椅转移技术，

平地驱动轮椅、平衡点和大轮平衡技术、驱动轮椅上下坡道、

推轮椅上下坡道和台阶等轮椅操作技术。

1.2.2 观念引入与情境创设：通过以下环节，进行“因为受伤

或疾病，下肢运动和/或感觉功能丧失，或者因年老虚弱，我

不得不坐上轮椅，开始今后的生活”的心理情境设定：①介绍

邓朴方、张海迪、史铁生、桑兰、秦百兰等依靠轮椅生活和工

作的知名人士，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坐上轮椅时年龄、原

因、心理转变，以及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取得的较之常人更为

难得的成就，节选史铁生《我与地坛》进行朗诵，营造情感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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