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組活動知多點

活動概論

活動是生活不可缺少的部份。運動、工作、娛樂以至自理如梳洗、穿衣、

如廁等都是我們常參與的活動。能夠順利完成這些事情，就能讓我們確認

自己的能力，展示才華，更可與他人接觸、溝通，享受箇中樂趣，並從中

加強自信心。

活動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重要

認知障礙症患者因認知能力退化，他們參與日常活動也變得被動，甚至依

賴照顧者幫忙安排一切。不少文獻指出，合適的活動安排、有規律的生活

時序、安全的居住環境，不僅可以降低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問題行為，還可

以提高日常活動功能、改善睡眠質素，有助穩定病情。而住在院舍的認知

障礙症患者，大部份的日常活動都依賴院舍的安排，因此自我照顧和為自

己安排生活的能力更會顯著退步。所以，為患者安排一些能配合能力、背

景、興趣的活動非常重要。這些有意義，有計劃的活動，還有助減少激動

情緒，甚至可減低精神科藥物的使用量。

活動的好處

*刺激身體機能、認知、社交等能力，預防多方面的功能退化 

*提高專注力，刺激思考及加強腦功能運用 

* 增加與週遭之人與環境的互動，抒發情緒，促進情感及社交能力，有助

減少激動情緒 

* 發展興趣，帶來樂趣，提昇生活質素，讓長者發揮一些很久沒有機會運

用的技能，提升自信 

* 善用時間，減少過多的無聊和瞌睡，有助改善夜間睡眠，減少遊走等行

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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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小組 ?

當超過二人一起有共同的目標、方向，或互惠關係聯繫在一起，便是小組。

小組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也是社會的縮影。透過悉心安排，小組可以成為

治療工具，能夠帶出希望及傳授資訊、發展社交技巧、人際學習、行為模

仿、情感宣洩、提升存在價值及產生團體凝聚力等。

小組活動的好處

以小組形式進行活動，能帶出小組特有的動力，小組成員在活動中交往、

互動及溝通，能夠增加彼此感情，發揮凝聚力，產生認同感，並可互相鼓

勵、互相支持。

例如在一個六至八位成員的小組，組員有機會輪流分享、發言，組員之間

又可以互相讚賞，表示支持，組員也可以合作完成一些工作，從中觀察、

學習模仿別人的行為、社交技巧、人際溝通，而通過與別人的接觸，可促

進組員之間彼此互動、分享情緒感受，得到滿足感。

小組之種類

一般小組包括組員 ( 小組成員 ) 和組長 ( 小組帶領者 )。大致可分為封閉

式及開放式兩種。

封閉式
* 有固定組員名單，即每次小組活動都是同一批組員，不會隨意

增減組員的數目或組員 

* 組員較多溝通機會，資訊傳遞更順暢，容易建立互相接納和認

同的關係，有助建立信任及歸屬感

開放式
* 沒有固定組員名單，組員可以隨意參加或離開小組，組員數目

及成員組合變動較大 

* 需要較長時間讓組員之間建立關係及小組凝聚力 

* 組員之間較少出現磨擦或人際關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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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人數特徵

4-5 人：
* 較適合討論及分享之類的小組活動，小組的每一位成員都能

有充足的時間分享及討論，並受到同等關注

6-8 人：
* 成員之間有較多合作機會，較容易完成任務。適合一些有製

作元素的活動，如手工藝活動、書法、繪畫等

超過 20 人：
*每一位組員同時被關注的機會較少，發表意見的機會亦有限，

組員之間的緊密性較難凝聚，部分組員或變得被動，適合觀

賞表演項目

組員編排建議

認知障礙症患者隨著病情日漸退化，近期記憶力衰退、對人物、時間、地

點觀念混亂，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倍感困難。要幫助他們從小組活動中得

到益處，如提高專注力、刺激腦功能運用、增加與週遭的人和環境的互動、

抒發情緒、促進社交能力、減低失落及孤寂的感覺，便需要悉心的組員編

排。

對於從來沒有參與小組活動經驗的認知障礙症院友，以固定組員封閉式， 

6-8人的組合，較能給予每一位組員充分時間表達、分享，並從活動中互

相合作。而參與有製作成果的項目最為適合，有助建立自信、認同及歸屬

感，增強小組的凝聚力和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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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組員適應了封閉式的小組活動，並建立良好的關係後，可以擴展組員結

構，在小組增加一至二位新的組員或更換其中一至二位組員，讓成熟的小

組氣氛加速新組員的參與及投入。也可以考慮把組員名單分拆成為兩組，

並加入新的小組成員，開展更多小組活動。

對於一些專注力差、經常遊走、容易發脾氣的認知障礙症院友，鼓勵他們

參與或在旁觀察一些開放式的大型活動 (10-20人以上 ) 較為合適，因為

在開放式活動中，他們隨時參加或離開小組都不會對其他組員帶來不便。

他們卻可以在比較輕鬆的環境下，從較為被動的觀察、欣賞角色，慢慢適

應不同的活動，作為培養日後參與小組活動的準備。亦可以鼓勵由家屬或

義工協助，為患者提供一對一的個人訓練活動。

組長

組長是小組的核心人物，具有領導小組發

展、制定小組活動計劃、統籌具體程序和

細節的責任和領導角色。同時，組長亦需

要對個別組員的異常行為和特殊變化給予

關注和必要的輔導、調解及支持。

組長角色及功能

*預備小組活動地點、教材、相關物資及活動內容 

*邀請合適的成員參加小組，安排組員到指定地點參加活動 

*負責帶領小組各程序，維持小組的良好互動，鼓勵組員主動參與活動 

*協助組員彼此認識以消除陌生感，儘快適應小組環境 

*確保小組的運作順暢和安全，令大家一起享受活動樂趣 

* 鼓勵和支持組員不斷嘗試新的活動，透過鼓勵，加強組員的信心和勇氣

去繼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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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的程序、設施和環境部份

小組活動

*選擇小組活動時應先了解組員的興趣、背景及能力 

*宜選擇簡單及可重複的活動，可讓組員有機會重複參與，增加成功機會，

以加強組員的成就感及凝聚力 

* 利用季節性、節日喜慶及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題材來編排活動，較易引起

趣味和加强投入感 

*避免太複雜或過於挑戰的活動，以免製造不必要的挫敗感 

* 活動的難度最好能夠靈活調校，以切合組員的能力。有時太容易會變得

沉悶，最重要是使組員愉快地參與，舒適地完成，享受活動的樂趣，就

可提升自信心

小組程序

* 定期按固定時間及規律的小組活動，較容易讓小組組員建立關係及團體

凝聚力，如：每週星期一下午二時開始智樂活動小組 

*「單元」式的小組活動是指每一次以獨立形式進行的活動，沒有固定時

間或規律，活動種類及內容亦完全獨立，因此，可以隨時進行。對人手、

環境等安排較為靈活，但小組成長較慢，患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較難適應

設施與環境

*使用組員熟悉的環境、用具和方法，有助組員更快投入小組活動 

*必須確保設施與環境的安全，座位安排舒適 

*避免一些帶危險性的用具；如鋒利的刀、微細或易碎的物件

小組形式

*可以圍坐成半圓形，方便組員之間可以互相觀看對方 

*即使是坐輪椅的組員也能方便進出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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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刺激活動範例

核心活動範例：「民以食為天」

背景資料

「民以食為天」出自《漢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

為天。」

「吃」 是中國人非常重要的文化，日常生活大家都愛說；「嗨 ! 吃飯

沒有 ?」， 「有空一起吃飯」； 這些常掛在口邊的，都是離開不了

「吃」，背後的意義就是想暫時把身上的生活重擔放下 , 安心地享用

一餐努力的成果以報答自己。而在中國人社交圈子內，也不乏大排宴

席的習慣，無論是結婚、生日等的喜宴，或者是葬禮、出殯的儀式過後，

都有聚餐的習慣。

由於我們的成長深受「吃」的文化影響，對於患上認知障礙症的組員，

用食物作為題材，能勾起他們很多往事的回憶，利用不同食物的味道

及氣味，又能提高他們的味覺及嗅覺官能刺激。

蔬菜、水果是日常生活很普遍的食材，容易勾起往日的情懷，引發討

論及分享，組員容易投入活動。

目的： *透過不同的感官刺激，強化組員對蔬菜、水果的辨認，例如：

名稱、外型、顏色及特徵等

*提供愉快和感官的體驗

*提供表達情感、懷舊及溝通的機會，並且聯繫生活經驗

物資 : *蔬果圖片

*氣味清晰容易分辨的蔬果

如：橙、檸檬、木瓜、蔥或

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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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 1. 組員圍桌而坐 

2. 派發水果 / 蔬菜圖片給每

一位組員

3. 「憑氣味猜蔬果」

邀請組員輪流展示及分享手

中圖片 (包括：名稱、味道、

外型、顏色及其他特徵 )

組長貼士 

* 可改用水果 / 蔬菜模型或以

實物代替圖片 

* 可安排組員從一套圖片中各

自隨意抽取一張 

* 按組員喜好、反應及能力選

擇適合的圖片給個別組員

組長貼士

利用以下提問可鼓勵交流及

分享 

*圖中物件名稱是甚麽 ?

* 分辨圖中食物類別：蔬菜類

或水果類 

*有沒有吃過這種食物？ 

*味道如何？ 

*盛產於那個季節？ 

*個人喜好？ 

* 如何配合其他食材，烹調及

經驗分享 ?

4. 組長把一些有濃烈氣味的

蔬果預先包好，組員各取

一個蔬果包，憑著氣味猜

出是什麼蔬果

組長貼士 

* 橙皮、檸檬皮、蔥段、薑皮

都是氣味清晰容易分辨又易

於安排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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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調節

第 3 部分的「憑氣味猜蔬果」環節，可以更改為其他遊戲，以提高組

員的專注力及增加歡樂氣氛。例如讓長者適量參與預備食材，如剝水

果皮、剝豆夾、除去枯菜葉等，這些都是長者容易達到的成功經驗。

調節 果汁製作

例一 提供合適的環境及機會給組

員參與自製果汁，淺嚐及分

享製作成果能增添歡樂氣氛

及引起話題

新鮮水果：橙 /檸檬 1-2個
物資

手動榨汁機、膠湯匙、膠刀、

杯 

組長貼士 

* 活動前先了解組員是否有吞

嚥困難，是否有個別組員需

要在流質飲料中加入凝固粉

步驟： 

1. 邀請組員輪流分享面前的

水果， ( 包括：名稱、味

道、外型、顏色及其他特

徵 )

2. 邀請組員分享那些水果適

合「榨果汁」？用什甚麼

方法「榨果汁」？觀察及

討論如何使用榨汁器。最

後組長示範 

3. 邀請組員用刀把水果切

開，組員輪流參與榨果

汁，分配果汁及淺嘗

組長貼士 

* 活動前組長及組員都都要清

潔雙手 

*注意食物衞生、安全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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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 七彩繪畫

例二 提供與蔬果相關多元化的活

動、提高專注力、引起話題及

增添歡樂氣氛

物資 蔬果圖案紙

步驟 : 預備各種蔬果的圖畫及顏色

筆，邀請組員選取喜愛的蔬果

然後填上顏色

組長貼士 

* 組長可向組員建議合適的

顏色

調節 蔬果過三關

例三 提供與蔬果相關多元化的活

動，提高專注力，增添歡樂

氣氛及引起話題

物資 蔬果過三關遊戲咭 (過膠 )

水溶性白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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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貼士

* 把遊戲咭過膠不但可以重

複使用，更可清潔消毒保

衞生 

* 蔬果過三關遊戲咭 3 X 3 

排列共分九格，每格印一

種蔬果，最少有 6 份的內

容及篇內的蔬果種類要每

張不同 



步驟 : 1. 每人派發遊戲咭一張，

水溶性白板筆一枝 

2. 由組長或組員抽出小

咭片，然後說出圖中

蔬果名稱

3. 組員在自己的遊戲咭

上圈出相同的蔬果圖

案，打橫、打直、打

斜任何三個圖畫連成

一線便是過了三關

4. 繼續活動至大部分組

員都過關才結束活動

組長貼士

*組長鼓勵大家一起拍掌祝賀

總結 

*活動著重於感官的體驗，溝通、表達、懷舊等愉快的經驗 

* 組長可以因應組員的喜好、能力而選擇活動內容及變化。例如以男士

為主的小組，若組員都對三行工程熟悉，可用建築工具的相關圖片，

如螺絲批、鏟、拉尺等。 

* 重複主題活動，可以讓組員熟習活動的流程，強化參與活動的習慣及

建立自信心 

* 為免活動變得公式化，可以增加活動的變化，例如更換圖片，以加強

組員的參與及投入 

* 以上的例子以淺嚐食物等感官刺激對組員的記憶力及智能要求較低，

填顏色及過三關活動對專注力及手眼協調的要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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