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境同行認知障礙症
抗疫活動─家居篇



活動目的
鑑於 2019冠狀病毒病持續，認知障礙症患者

因而不能或減少到日間護理中心進行訓練，

加上要保持社交距離，可能令患者認知能力

加劇衰退，因此我們為患者設計不同種類的

家居訓練，鼓勵護老者在家居以「一對一」

方式為患者進行活動。



抗疫知識不可不識

如有任何身體不適
（即使症狀非常輕
微），應盡快向醫
生求診

進行活動前應以梘
液和清水清潔雙手

佩戴外科口罩，可有
效預防2019冠狀病
毒病。因此，若護老
者或患者身體不適或
出現病徵，活動時必
須佩戴口罩



認知障礙症

一般而言，可分為３個階段

早期

一至二年

* 病情的進展及病徵會因人而異

中期 晚期

五年及以後二至四或五年



早期病徵

認知能力

• 失去短期記憶 (忘記
關水、關火、攜帶鎖
匙等；忘記剛認識的
人和事)

• 判斷力減退 (處理較
複雜的事情、運算感
困難)

• 學習新事物感困難

自理能力

• 基本自理活動仍能應
付，但需旁人提醒

• 家中物品胡亂放置

社交能力

• 表達或理解抽象事情
時感困難，如表達身
體不適、心情感受

• 容易情緒低落或焦慮
緊張

• 減少社交活動、興趣
收窄



中期病徵

自理能力

• 需別人協助日常自理
活動 (例如洗澡、選
擇合時令的衣服)

• 不懂使用家中電器或
煮食用具

• 外出容易迷路

社交能力
• 偶有詞不達意的情況

• 行為性格轉變，或會
容易情緒不穩

• 多疑，如懷疑別人偷
取個人物品等

認知能力
• 混淆遠期記憶及現實

情況 (定向感差，時、
地、人概念混亂)

• 睡眠習慣改變，有時
日夜癲倒

• 有遊走及走失風險

• 言語表達困難



晚期病徵

認知能力

• 全面衰退，甚至不能
辨認家人容貌

• 生理時鐘混亂

• 反應和說話減少

自理能力

• 需要長期照顧或需長
期卧床

• 大小便失禁

社交能力
• 身體活動及精神狀況

出現衰退

• 冷漠、無法溝通



不同階段的活動建議

認知刺激訓練
• 眾裡尋它
• 有數得計
• 連連看

晚期早期 中期

懷緬活動
• 細想當年情
• 懷舊小食對對碰

自理活動
• 成雙成對

感官刺激
• 花樣年華
• 甜酸苦辣
• 欣賞生命



策劃及設計活動-小貼士

固定時間-選早上 / 午睡後較佳，時段約30分鐘
時間

舒適、安全及寧靜的環境(關掉電視、收音機)

地點

配合興趣，考慮患者的能力-認知能力、視力、
聽覺、合適的難度，逐步給予指引/示範

設計

現實導向:3分鐘+核心活動:25分鐘+活動總結:  2分鐘，
活動安全為首要原則

流程

按個人的需要、長處、技能、能力及興趣來設計活動
以人為本



現實導向(必做)

訓練方法

• 日曆、報紙、時鐘、家庭照、實物

準備物品

• 護老者利用記憶輔助物品教導患者掌握生活的

重要資訊

• 護老者首先自我介紹，詢問患者的導向資料

• 融入日常生活中，例:午餐時間時詢問幾多點和
吃甚麼?

• 每天訂立規律時間表，作息有序，減少日夜顛倒

訓練目的

注意事項

• 掌握身邊的重要資訊

• 以親切的態度，友善的語調溝通

早、中和晚期

上午 6:00 如廁、起床

7:00 吃早餐

8:00 如廁、做運動

10:00 如廁、休息及腦筋訓練

12:00 如廁、協助預備午餐、
吃午餐

下午 1:00 聽粵曲、餘暇活動

2:00 如廁、做運動

4:00 如廁、協助預備晚餐、
休息

6:00 如廁、沖涼

7:00 吃晚餐

8:00 如廁、看電視

9:00 如廁、睡覺

圖中有一個大時鐘和大日
曆，有助長者掌握導向資料

圖中是一個時間表



眾裡尋它 建議活動一

訓練方法

• 練習紙、筆

準備物品

• 從練習紙找出相同的圖形
• ↑增加難度：增加物件的數量、減少找尋時間
• ↓減少難度：減少物件的數量、增加找尋時間

訓練目的

注意事項

• 訓練視覺追蹤能力
• 提升專注力

• 活動變化：練習程度可根據患者能力、背景選取合適練習

• 如想重複使用及方便清潔，可考慮將練習紙過膠使用

早期



建議活動一

**按長者能力派發，程度一最簡單，程度三最複雜**

程度一 程度二 程度三

眾裡尋它

圖中是"眾裡尋它"程度一練習紙，有三種不同
圖形，要患者找出其中三種相同的圖形，並
數出有多少個

圖中是"眾裡尋它"程度二練習紙，有五種不同
圖形，要長者找出其中四種相同的圖形，並數
出有多少個

圖中是"眾裡尋它" 程度三練習紙，有七種不
同圖形，要長者找出其中四種相同的圖形，
並數出有多少個



有數得計

訓練方法

• 茶餐廳餐單、筆

準備物品

• 選取其中3樣食物/飲品，計算總額

訓練目的

注意事項

• 提升專注力
• 訓練日常計算能力

• 活動變化：餐單可按喜好習慣及能力作調整，例如茶樓點心、超級市場
或百貨公司用品等。

• ↑增加難度：增加選取食物/飲品的數量/兩位數字運算
• ↓減少難度：減少選取食物/飲品的數量/單位數字運算

建議活動二
早期



有數得計
建議活動二

圖中是"有數得計"練習紙，是一張
茶餐廳餐單，當中有不同食物和飲
品的價錢，長者可選取其中3樣食
物/飲品，計算總額



早期
連連看

訓練方法

準備物品

• 記著每題所有線的位置和方向，在另一答案工作紙上
回憶並畫出線的位置和方向

訓練目的

注意事項

• 活動變化：因應患者的能力，給予程度一至三的練習
• ↑增加難度：增加每次需記著的題數、減少記憶時間
• ↓減少難度：減少每次需記著的題數、增加記憶時間

• 練習紙、筆

• 提升專注力
• 加強背景辨別能力

建議活動三



建議活動三

**每張練習紙有6題，按長者能力派發，程度一最簡單，程度三最複雜**

程度一 程度二 程度三

連連看

圖中是"連連看"程度一練習紙，左邊有不同穿過圓
點的連線圖形，患者要記著每題所有線的位置和方
向，在右邊答案紙上回憶並盡出線的位置和方向

圖中是"連連看"程度二練習紙，左邊有不同穿過圓
點的連線圖形，患者要記著每題所有線的位置和方
向，在右邊答案紙上回憶並盡出線的位置和方向

圖中是"連連看"程度三練習紙，左邊有不同穿過圓點
的連線圖形，患者要記著每題所有線的位置和方
向，在右邊答案紙上回憶並盡出線的位置和方向



細想當年情

訓練方法

• 昔日生活物品照片，例如火水爐、婚嫁物品、算盤等

準備物品

• 選取患者有興趣的昔日生活物品圖咭作分享

訓練目的

注意事項

• 增加語言運用
• 增進患者與護者的關係
• 改善患者的情緒和行為問題

• 活動變化：『引導物』可按背景、喜好及能力作調整，
例如舊相片、懷舊小食、舊日香港地方等

• 避免勾起不愉快經歷的話題

建議活動一
中期

圖中有一張昔日生活物品照片，包括暖水壺、水
杯、鏡子、舊照片等



建議活動一細想當年情

圖中是"細想當年情"練習紙，透過「火水爐」相
片與患者重温舊事，可環繞何物、何時、何
地、何人、為何和如何引導患者分享

圖中是"細想當年情"練習紙，透過「婚嫁物品」
相片與患者重温舊事，可環繞何物、何時、何
地、何人、為何和如何引導患者分享

圖中是"細想當年情"練習紙，透過「算盤」相片
與患者重温舊事，可環繞何物、何時、何地、何
人、為何和如何引導患者分享



訓練方法

• 印有圖咭的練習紙

準備物品

• 先讓患者重溫懷舊小食及名稱
• 把印有圖咭的練習紙沿虛線剪出，記下同款小食位置，
然後把圖片反轉，需回憶小食名稱及正確找出同款小食

訓練目的

注意事項

• 訓練視覺記憶
• 提升專注力

• 活動變化：圖咭內容可按喜好習慣作調整
• ↑增加難度：增加圖咭的數量、減少配對時間
• ↓減少難度：減少圖咭的數量、增加配對時間
• 可按需要給予口頭提示

建議活動二懷舊小食對對碰

圖中是"懷舊小食對對碰"練習紙，長者可用此圖
片重溫懷舊小食及名稱，包括有馬仔、花占餅、
砵仔糕、陳皮梅、芝麻卷和山楂餅

中期



建議活動二

**按長者能力派發，程度一最簡單，程度三最複雜**

程度一 程度二 程度三

懷舊小食對對碰

圖中是"懷舊小食對對碰"程度三練習紙，有六
種食物，每種食物有兩張相片放在不同位置

圖中是"懷舊小食對對碰"程度二練習紙，有四種
食物，每種食物有兩張相片放在不同位置

圖中是"懷舊小食對對碰"程度一練習紙，有三
種食物，每種食物有兩張相片放在不同位置



建議活動二

訓練方法

• 10對不同圖案或不同顏⾊的襪

準備物品

• 配對10對襪

訓練目的

注意事項

• 訓練視覺記憶
• 增加觸覺刺激、提升專注力
• 訓練生活技能

• 活動變化：配對物品可按喜好習慣作調整，或配對常用的生活用品亦可，例如
分不同圖案及不同顏⾊的衣夾、鈕、體積較大的豆如紅腰豆、蠶豆等。

• ↑增加難度：增加襪的數量、減少配對時間
• ↓減少難度：減少襪的數量、增加配對時間

成雙成對

中期



• 鏡子、潤膚露、水盆、小毛巾、梳、花露水、 鬚刨、髮臘

• 鼓勵患者照鏡子，用温水洗臉梳頭，男患者剃鬚
• 洗臉時，可以旁述帶領患者洗臉時做不同的身體動作
• 塗上潤膚露，配合輕柔按摩，女患者噴上花露水或男患者塗上髮臘
• 鼓勵患者照鏡子微笑，過程中護老者多稱讚，例如:「你做得真好啊！」

花樣年華

準備物品

準備物品

訓練方法

注意事項

訓練目的

• 訓練自理能力和感官刺激

• 晚期患者欠缺動力或行動遲緩，需適時提供鼓勵和協助
• 注意節奏慢，患者享受過程
• 活動變化:可以使用不同香味的潤膚露按摩手部、足部、塗甲油

晚期
建議活動一

圖中有梳洗用具包括: 鏡子、潤
膚露、小毛巾、梳



晚期
建議活動二甜酸苦辣

準備物品
• 甜果醬、檸檬蓉汁、苦瓜蓉汁、薑蓉汁

準備物品

準備物品

訓練方法訓練方法

訓練方法

• 活動安排在正餐前進行。護老者把食材放在匙羹上嗅，讓患者猜猜是甚麼
• 把食材沾在患者嘴唇上、下、左、右位置，再指示用舌頭舔走合唇嚐
• 最後把食材沾在小麵包或餅乾訓練口部肌肉
• 請患者講食物名稱、味道、外型、顏⾊

注意事項

訓練目的

• 訓練口部肌肉能力和感官刺激

• 活動前先了解患者是否有吞嚥困難，是否有需要加入凝固粉
• 活動前護老者和患者都要清潔雙手
• 注意食物衞生、安全和儲存
• 活動變化:食物可以選擇花生醬、木瓜、橙、榴槤、薄荷、咖喱

圖中長者正在用匙舀起食物放進
口中

圖中有一個橙、檸檬



晚期

準備物品準備物品

欣賞生命

準備物品訓練方法訓練方法

訓練方法

• 邀請患者每隔兩至三天澆水
• 鼓勵患者觸摸和嗅葉子或花兒
• 請患者講盆栽名稱、外型、顏⾊
• 護老者把正面說話字句咭插在盆栽上，自己或讓患者讀出

注意事項

• 感官刺激和情緒治療

• 活動前護老者和患者都要清潔雙手
• 注意澆灌適量水份，進行時可播放柔和背景音樂
• 活動變化:可以栽種常綠或耐種植物例:黃金葛、紅掌

訓練目的

• 盆栽、水壺

建議活動三

圖中有一盆家中小盆栽

圖中有鮮艷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