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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2025 中國國際職能治療研討會心得報告  
 

 

 

 

 

 

 

服務機關：高雄榮民總醫院/職業醫學科 

姓名職稱：祝年豐/科主任 

朱娟滿/契約職能治療師 

派赴國家：中國，上海 

出國期間：2025/04/17-2025/04/20 

報告日期：2025/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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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當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職能治療領域面臨著不斷變化的挑戰和機遇。2025上海國際職能

治療研討會提供一個國際化的平台，使職能治療師能夠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主辦

方邀請 WFOT主席 Samantha Shann、前主席 Kit Sinclair、日本、韓國、台灣、香港、馬來西

亞、泰國及印度尼西亞等國專家約 800餘人共同與會，本院職業醫學科祝年豐主任及朱娟滿契

約職能治療師入選為國外研究專題口頭報告。這樣的國際會議強調持續專業發展和人才培育的

重要性，促使我們思考面對科技，如何開展、迭代更新職能治療的介入模式及治療成效，以應

對全球化以國家為單位展現專業素養挑戰。 

 

 

 關鍵字：國際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遠距醫療 Telemedicine、創新技術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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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1. 提升專業素養、持續專業發展：透過參加國際研討會，學習並掌握最新的職能治療技術

和理論，以提升專業能力不段更新知識和技能。  

2. 促進跨文化交流：鼓勵職能治療師與國際同行進行交流，拓展國際視野，了解亞太地區

不同國家的實踐模式和挑戰。  

3. 培養自主領導能力：透過參照不同國家的發展與模式，促進職能治療師能在各自的機構

中推動變革和創新。 

二、過程 

【職能治療的臨床思維工作坊】 

  

 

 

 

 

 

 

 

 主題：職能治療臨床推理與方法  

 形式：小組討論與實作練習  

 預期成果：透過實際案例，以小組進行治療性敘事、透過角色扮演帶領大家進入病人的問題、

引導介入的模式與方式。討論的過程中可以知道大家的臨床推理角度為何，最終主持人也分

享他的治療方案，覺得著實精彩，提升實務問題解決能力  

  

 

 

 

 

【亞洲職能治療概念與應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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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摘要： 

1. 香港過去治療介入模式以動作導向為主（Movement-based tasks），期許接下來能以職能

任務為導向（Occupational-bases tasks）及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為主。 

 

 

 

 

 

 

 

2. 馬來西亞 Tengku 呼籲，需要將西方職能治療的模式加入亞洲文化（Asian culture）的

因素來進行治療介入，包括家庭、年長者的接受度，與自我認同、歸屬感及情境等因素。 

 

 

 

 

 

                                         

 

3. 日本 Masahiro演說說明 

A. 展演日本職能治療的進程：對象從失能者人類，活動職能，促進功能生活獨立

促進健康。 

B. 從 2000年照護保險立法後開始有密集的職能治療照護介入，職能治療的職登人員指數

成長，並展示中風後有接受復健治療的年長者，在不同階段生活功能恢復的曲線對比（階

段分別為：健康促進、減緩失能、急性復健期中風後 2週-2個月、恢復期復健 2個月-5

個月、日常生活的復健 5個月過後）。 

C. 基於日本治療師也普片不知道如何將職能治療實際用到治療情境中，日本自己出版屬

於自己文化的書籍，教日本的 OT可以如何將文化特色融入職能治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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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未來日本的職能治療領域要括及：學校、工作場域、個人。 

 

 

 

 

 

 

 

4.  香港職能治療學院會長黃錦文： 

A. 精神科機構透過環境的營造，讓醫院不只是醫院，讓醫院也是社區的一環，舒緩住院

病人的壓力與焦慮。 

B. 透過讓病人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產生體驗，進一步引導病人說出感受，並有參加下一

次活動的動力，並且透過這樣的歷程逐一改善，在參與職能的過程中，得到個人成長及

升級。 

 

 

 

 

 

 

   

   

【地區職能治療服務最新進展】 

主講人：國際職能治療專家，拓展國際視野 

總結： 

1. 參照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近年來的治療發展，大家都有走向社區、

家庭、學校、工作場域的趨勢，並投入於國際事務的研討會辦理及業務推展。 

2. 當中以日本的職能治療職登人口數最多。  

3. 印度尼西亞的特色為兒童領域，將治療帶進家庭及生活環境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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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介入為癌症、心肺復健、輔助器具評估等切入點。 

  

  

  

 

 

 

 

 

 

 

 

 

 

 

 

 

 

 

 

【分論壇：智能作業治療技術】 

 

 

 

 

 

 

 

 
導入經顱電刺激技術，應用於腦中風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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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即時回饋的互動式活動激發訓練成效 

專案發展智能康復機器人技術 

1. AI 數據驅動精準評估、動作引導優化 

2. AI 數據優化假肢動作及功能需求 

3. AI 分析腦數據，分析病患語言及情緒，提供即時支持 

4. 慢性疼痛者透過 VR/AR 認知行為療法緩解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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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眼動追蹤技術應用半側忽略患者評估及訓練成效 

透過智能系統進行評估、辨識能力、給予合適的訓練活動並依照表現修正難度 

開辦康復大學，以培育研究人才為主的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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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顱電刺激的種類及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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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促進健康與幸福】 

 

 

 

 

 

 

 

 

 

 

 

 

 

 

 

 

 

 

 

 

 

 

 

 

 

 

 

 

傳統運動（八段錦、氣功）對於健康的正面影響 

WFOT 主席講座：作業促進健康與幸福 

脊髓損傷病友組成舞團為大會添增激勵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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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價值給付改革 DRG 給付的侷限 

使用電子式動機式晤談促進健康行為改變 

鏡像治療促進腦中風患手功能、整體健康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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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兒童書寫障礙電子化評估及對應訓練 program 

建立智慧、人文、以病患為中心的醫療環境 

美國脊髓損傷職業康復-復工介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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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人才培育計畫，我們期望能夠建立一個與國際脈動接軌、創新能力的職能治療專業

團隊，為患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職醫學科祝年豐主任及朱娟滿職能治療師於 4 月 20 日完成口頭報告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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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包括改進作法） 

(一)心得： 

1. 報告結束後，大會執行主席梁國輝前來與祝年豐主任交換名片，並徵詢主任的意願，希望

祝主任可以將高雄榮總 OSHA 制度及流程分享給中國大陸工作夥伴，因為中國大陸欠缺資

源整合性的系統流程，期待未來能邀請主任再度分享。故整體而言，高雄榮總職業醫學科

將特色醫療宣傳至中國大陸，並獲得共鳴，達到專業交流的意圖，亦提高高雄榮總在中國

大陸曝光率。 

 

 

 

 

 

 

 

2. 此次參加上海國際研討會，除了深刻認知到結交國際專業人士的重要外，亦對中國大陸硬

體設備的投入開發驚嘆。由於市場規模及醫院購買力會牽制廠商開發產品的意願。中國大

陸目前的訓練器材已經朝向智能化發展及科學數據化、智能偵測變化阻力的自主研發，諸

如上臂、手肘及手腕的阻力訓練、模擬駕駛、認知功能反應等等，一組售價約 30-40萬人

民幣，尚未經過許可不能販售至台灣。 

 

 

 

 

 

 

 

 

 

手腕旋前旋後阻力自動變換 駕駛模擬-反應速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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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應對未來挑戰：面對不斷變化的醫療需求和技術發展，職能治療師必須具備前瞻性的知

識和技能。  

2. 提升服務品質：通過專業培訓和國際交流，以個案為中心提升職能治療服務的品質和效

果，滿足患者的多樣化需求。  

3. 促進專業發展：系統化的人才培育計畫有助於職能治療專業的整體發展，提升行業的社

會認可度。  

4. 支持政策制定：培育高素質的人才有助於支持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推動職能治療在

公共健康領域的應用。 

 

 

  

體驗肌電變化偵測 模組化訓練內容及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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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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