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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定義範圍很廣泛，一般可指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例如自理、工作、餘暇活動和休息等，
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是由不同種類、不同模式的活動所組成，但患有認知障礙症（前稱老年癡呆症）
的長者，由於認知能力衰退，很多時都不能為自己安排日常活動，以致生活變得枯燥乏味及欠缺規
律。在缺乏社交、認知、感官及機能刺激的情況下，患者易感鬱悶，甚至可能慢慢形成孤僻的性
格，加重了照顧者的壓力。

另外，患者失去了運用剩餘機能的機會，更會令病情難以改善。因此，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安排合適
的活動是非常重要的。怎樣才能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活動？

有助改善作息習慣
首先，照顧者應先了解患者在情緒、社交、認知、感官等機能的應付能力和需要，再配合其背景、
喜好及興趣。若能因應他們的生活角色，選擇對其來說富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分擔家務或參與家庭
聚會，那麼活動的效果自可相得益彰。患者的投入感，對活動的成效亦甚為重要。若強逼患者參與
非自願的活動，只會減低他們對活動的投入感，並引發其他問題。因此，照顧者若能提供多元化的
選擇及保持耐性，並經常多加鼓勵，可有助推動患者的積極參與。

一些簡單、有趣味的活動，能令人於歡愉的氣氛下得到滿足感。須知道均衡的生活和多元的社交康
樂活動，不但可助患者抒發情緒，也能讓他們充分發揮身體機能，更可改善夜間的不良作息習慣，
讓患者能安穩入睡，從而使其及照顧者的生活質素都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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