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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将代际项目理念整合入《老年康复》课程中的实践效果，特别是通过小组采访的方式增

强学生对老年人群的了解与认识。通过让作业治疗专业的学生与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化采访，本课程尝试

缩小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之间的距离。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不仅促进了学生对老年客户的全面理解，还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沟通及问题解决等关键职业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此方法有效提升了学生对老

化过程的认知，为其将来进行更具同理心和作业治疗核心价值观的临床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

基于代际项目理念的小组采访能够在国内课堂中有效开展，通过进一步代际互动融入也可以激发作业治

疗教育实践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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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concepts into the curriculum of 
“Geriatric Rehabilitation”, focusing on the use of group interviews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
ing of older individuals. By involv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tudents in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older adults, the course aim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innovative peda-
gogical approach encourages students to develop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older adults and fos-
ters essenti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such as teamwork,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in improving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ging 
and preparing them for empathy and core value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during clinical practice. 
This study also addresses the potential for enhancing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through further integr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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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科阶段作业治疗学教学在经历了多年来的发展后，无论从教学方法还是教学效果方面都有了长足

的进步，包括融入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手段、运用 PBL 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和参与讨论等[1]。但不可否认的

是，教学中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学生过多依赖课堂和书本知识[2]，即使有临床见习的课时，

学生也缺乏与治疗对象之间的交流。以《老年康复》这门课为例，以往的课程设计中以理论讲授为主，

缺乏课堂和实践的结合，导致所学知识不能够应用在临床，同时也导致无法很好地了解老年人。此外，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缺乏对于老年人正确的认知，常出现仅基于年龄做出对于健康状况与病情

的假设。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老年人将成为作业治疗的重要服务对象，而其特点和需求

是作业治疗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因此，如何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认识，避免其在

今后治疗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中出现偏差是《老年康复》这门课程的关注重点。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研究尝试对课程进行创新设计，融入代际项目(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理念，

以小组采访的形式，使学生和老年人这两个不同年龄群体的成员之间实现持续且有组织的互动，加强学

生与老年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此前研究表明代际项目可以促进两代人之间对彼此的认识与理解，有利于

年轻人转变对于老化过程的态度并提升其行为、信心和能力，同时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也有

积极作用[1]-[4]；而小组采访的形式也在教学应用中被证明具有提供理论知识应用渠道、提升学生思辨能

力、锻炼学生沟通表达能力等积极作用[5]。由于当前康复类课程中还鲜有这种教学方式，因此本研究旨

在通过创新教学实践增强学生对老年人的认知，减少学生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固有观念、偏见态度，

避免带给老年人心理上的伤害；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以人为本、平等、尊重的作业治

疗核心价值观[6]，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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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代际项目理念的小组采访的具体实践 

2.1. 教学设计理念 

根据 2020 级康复治疗专业(作业治疗方向)学生当前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课程进展、以及从学生今

后实践的可能情景出发，此次小组采访有以下设计理念。 
1) 虽然学生在大二课程中已进行了首次会面时介绍、知情同意等方面的学习，但并未进行过有效实

践。因此，通过这种形式，锻炼学生团队合作、采访设计与筹划、交流沟通、专业知识综合运用等能力； 
2) 采访作为作业治疗专业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是学者获取质性研究数据的重要途径。

因此，通过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按要求拟定采访稿、开展采访、对采访材料进行汇总、整理、分析，

并结合已有文献对于采访结果展开讨论。以锻炼学生辩证思维，培养其解决问题和科研能力，提高科

研素养； 
3) 通过采访，创造学生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沟通渠道，通过当面交流更加直观地了解老年患者特点

以及其需求，减轻学生对于老化过程以及老年人群的固有观念和消极态度，为今后在实践中面对老年患

者夯实正确的认知基础； 
4) 要求学生将采访结果可视化，制作演示文稿，以增强学生公开演讲和结果呈现能力。使得行业前

沿进展更多地向大众开放。 

2.2. 教学活动内容与要求 

将作业治疗方向的 24 名学生平均分为 6 组，要求每个小组采访一位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对于被采

访者的选取不设置其他条件限制(例如社会经济水平、地域、与采访者的关系等)。在课程的第 4~5 周，每

组学生需要完成采访稿准备、采访实施、和后期汇报工作。在这段时间内，学生自行安排采访地点与时

间，在获得知情同意和被访者允许的情况下开展采访并以视频或录音为证。按照时间顺序，此次小组采

访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部分内容。 
1) 采访前：拟定采访稿一份。课堂上老师为学生讲解半结构化采访稿的制订要求，并展示案例，结

合案例教授学生如何提出采访问题。小组成员经过讨论后，设置 10 个左右的开放性问题作为采访提纲。

同时，采访稿中需包含一份采访介绍，目的是介绍采访目标、采访者身份、作业治疗简短介绍等，并征

求采访对象的知情同意。 
2) 采访：小组成员必须全员参与采访过程，在进行自我介绍之后按照采访提纲开始正式采访。采访过

程中，要求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对于采访提纲中的问题进行增减，以获取更有针对性、更详实的采访资料。 
3) 采访后：学生对于采访资料进行总结，并通过查阅现有文献，对于被访者当前的特点和需求进行

发散性讨论，例如病情对于被访者的影响，包含作业活动、客户因素、表现技能、环境、情景等，以及可

以采用的作业治疗评估方法和干预等，并形成文字稿。同时要求学生在一周之后的实验课上按评分细则

将小组采访进行汇报。汇报要求小组成员全员参与并脱稿，学生在 17-20 分钟内通过多样、生动的形式

呈现小组的采访介绍及对采访内容的针对性分析与深入思考讨论。 

3. 评价与总结 

3.1. 完成情况 

康复治疗学作业治疗方向的 24 名学生共分为 6 组，每组 4 人，以组为单位全部参与并完成了此次教

学活动。教学评价由评分及学生课后反馈两部分组成，评分细则由教师提前制定以确保评分客观性和专

业性，并于课前公布以供学生参考，总分 100 分，采访稿和课堂汇报两部分各占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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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访及采访稿完成情况：课后，6 组学生通过超星平台线上提交经过总结和讨论形成的文字采访

稿，两位作业治疗学系专任教师根据采访稿评分细则表对各组采访稿进行评分，分别评价介绍部分是否

简明扼要、行文结构与逻辑是否清晰、对被采访人的病情及生活影响的讨论是否完整专业、作业治疗评

估与介入部分是否有针对性且具体等。 
2) 汇报完成情况：学生全部参与采访及课堂汇报。汇报顺序采用自愿原则。汇报过程中，同上两位

教师即时根据汇报评分细则表分别为 6 组打分，综合评价小组汇报的完整性、表现性、针对性、专业性

与深入性，并对各组进行提问，给予反馈。同时，组间互相点评优缺点。 
教师将采访稿与汇报评分分数汇总并向学生公布成绩和作业反馈，学生可通过超星平台进行查看。 

3.2. 学生反馈 

教师在向学生公布成绩和反馈后，通过访谈及问卷的方式获取学生对本次教学活动的反馈，包括如

下内容(以 A1~A8 表示作业治疗方向学生)。 
1) 学生缺乏临床经验，理论与实践脱节，需要更多课后学习和资源支撑实践，A1：“第一次以专业

学生身份与老年患者接触，发现患者的病情和现实情况与理论之间的差别，经过汇报和老师的反馈发现

自己还存在很多实践方面的不足。”A4：“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实患者的治疗思路和过程，有更

多的资料参考。”A5：“采访分析很难做到具体全面，绞尽脑汁了。”A8：“社恐，采访的时候脑子空

空的很紧张。” 
2) 学生课程压力大，准备时间不充分。A2：“准备的时间不够充分，因为其他课程也有小组汇报和

课后作业，感觉没有发挥最好的实力。” 
3) 学生对明确的标准和细则评分更具认同感。A3：“比笔试和没有细则的平时分感觉更加公平公正。” 
4) 学生团队分工、沟通和合作仍需加强，存在少数学生不劳而获的现象。A6：“有些小组成员划水，

但是一个组的分数都是一样的。”A7：“还不如一个人做汇报，小组作业太心累了。” 

3.3. 效果评价 

基于代际项目理念的老年人采访在《老年康复》课程中的实践，目的在于为学生作为作业治疗师身

份与老年人的代际沟通搭建桥梁，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作业治疗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

和应用，增强学生的沟通与公开演讲能力。所有康复治疗学作业治疗方向的学生均完成了此次教学任务，

大部分学生小组内部开展线上或线下会议对采访和汇报内容、采访形式等有计划地进行了探讨，学生也

积极向教师求教病案的相关内容。作为《老年康复》课程的一部分，此次代际采访将案例真实化、生活

化，鼓励学生走出课堂，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身边或者认识的老年人，以康复专业的角度深度了解老年

人在不同疾病或身体情况下的生活情况，更贴近日常也更具实践意义，深化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

掌握，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对于采访对象的选择、患有的疾病类型和症状、采访地点、居住环

境等均未做具体要求，并可通过同学小组的分享，获取理论课堂中所学习的老年疾病的真实案例，深入

分析老年患者的疾病特征、疾病对于生活的影响及针对老年人个人需求的作业治疗评估和介入措施。 
对于课程负责人来说，通过这次教学任务，可以更好了解到学生对于课程理论内容的掌握程度和实

践能力，从而进行教学内容和方式的优化，提高教学质量。 
1) 学生的团队合作与实践能力：学生需进行小组内的课题讨论和分工，需联系平常接触较少的老年

群体，进行与被采访人的直接沟通，了解患者疾病及生活情况，为其进行康复评估，直至制定治疗方案

与家庭宣教等的一整套完整的作业治疗流程，帮助学生系统性回顾作业治疗知识并运用至实践中，帮助

完善学生的作业治疗思维，增强了学生的合作与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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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学生，发现学生存在探讨问题不够深入具体、在对老年人进行作业治疗实践时过于理想化、

在治疗介入等方面堆积理论而缺少针对性和创新性、理论知识缺少框架和系统化思维等问题。 

3.4. 经验总结 

1) 在此次教学实践中，尽管基于代际项目理念的小组采访在《老年康复》课程能够有效实施，但仍

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①对实践中代际项目理念的反思：在这次代际交流的采访中，我们无法得知交流双方对代际活动的

认知和评价，无法量化体现学生对老年人的认知改变。可以考虑进行代际接触调查(intergenerational con-
tact survey)，了解采访过程中学生和老人双方的感受，同时通过在教学活动前后使用汉化的年龄歧视量表

(Fraboni Scale of Ageism)，量化学生对老年人态度的积极转变[7]，为未来教学实践提供更深入的指导和

改进建议。还可以考虑要求学生完成一篇采访心得，在了解学生感受的同时，促进学生的综合性自我认

知与自我全面发展。 
②对实践中教学创新形式的反思：在《老年康复》课程中，我们尝试了一种新颖的教学实践方式——

基于代际项目理念的小组采访，结合汇报。这种采访与汇报相结合的形式源自教师在美国学习过程中的

经验，我们将这种方式向国内推广时，并未充分考虑国内学生课程负担重、课程安排紧凑的情况，导致

很多学生匆忙完成作业，未能发挥最佳水平。基于代际理念的小组采访实践还涵盖了分组任务的教学形

式，已多次应用于本学年作业治疗方向的教学课程中，学生已按姓名顺序形成固定的汇报小组，而未实

现真正的随机分组，因此，教学任务中小组内部熟悉的过程及组内分工等工作被虚化。少数同学还反映

出小组内部存在个别成员不劳而获的行为，为此，可以考虑设置组内评分表，使小组成员相互进行出勤

情况、任务准备、团队推动力及态度等的评分，同时要求在作业内展示组内分工，以促进学生的积极合

作，确保评分的公平性。此外，我们没有对学生的录音和录像进行检查，可能存在部分采访和病例信息

虚构或删减等情况，从而影响了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2) 在《老年康复》课程中，基于代际项目理念的小组采访的教学方法展现出了其应用潜力，而如何

最大化这种教学方法的价值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可以将其在《老年康复》课程中的应用与其他作

业治疗方向的课程与实践相互关联，以帮助学生对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形成作业治疗思维和

知识体系。在其他相关教学领域的教学设计中，也可以融合代际项目理念，进行跨学科合作，如将作业

治疗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为老年康复及年龄歧视等问题提供多角度的解决方案。

此外，可以将康复领域的老年专家作为学生的采访对象，以实现作业治疗知识的传承和创新，推动作业

治疗领域的创新发展。在社会层面，可以鼓励学校与社会机构合作开展代际项目，促进群体中的跨代交

流、理解和互助，帮助建立社会资本，推动建设和谐美好社会[8]。未来还可以深入探讨基于代际项目理

念的小组采访对学生跨代理解、老化态度及创新能力的影响，可以考虑结合现代技术与线上平台，拓展

小组采访的形式和范围，探索最佳实践模式和策略，并结合实证研究数据，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多的经验

与启示。 
3) 在本次实践中发现，作业治疗方向学生还存在操作经验少、对老年人的认知存在偏差、推理演绎

能力弱、缺乏作业治疗特有的思维等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可以通过将专业课程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如

引入虚拟现实技术与模拟任务训练，结合在线教育与远程实习、互动式平台等，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与

学习效率[9]。为了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作业治疗临床思维，可以帮助学生多参与社区老年康复项目或临

床见习等，在社交活动中增进对老年人的理解，在实际临床情境中体验客户的需求，以人为本，在教师

的引导下，以服务为目的主动实践，同时要求学生在不断解决问题和验证的过程中进行反思与回顾[10] 
[11]。此外，可以考虑将作业治疗的实践框架与理论知识融合进教学模式中，设计日常生活模拟、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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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的教学活动等，使课程形式多样化、趣味化[12]。 

4. 结语 

在作业治疗老年康复的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教授专业知识和实践技巧，还需要培养学生对老年人

的正确认知和积极态度。本研究通过教学活动设计、具体实践和评价总结，表明基于代际项目理念的小

组采访能够在国内课堂中有效开展，这为今后老年康复领域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然而，

本研究在探索过程中仍存在不足之处，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教学方法与实践过程，深化代际项目理念在作

业治疗中的应用，希望能为老年康复领域培养更多的专业型人才，也期望能为学者与教育工作者提供借

鉴与启示，推动作业治疗教学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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