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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介紹 

 

智慧型手機做為輔具與復健器材之 

應用與前景 

張辰楷1,2
 

 

在現代的生活中，手機幾乎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基本配備。近年

新興的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帶著比原本手機更強大的功能，因而

改變許多人生活的樣貌，並且在這幾年達到普及化的程度。智慧型手

機不只是席捲年輕的使用者族群，並且也深入中老年族群的市場，在

未來幾年，我們甚至可以預見智慧型手機做為老人輔具與復健器材的

趨勢。  

智慧型手機的演化，是由手機加上智慧型功能或是 PDA 加上通

訊功能而逐漸演化成現今的樣貌，有別於傳統功能手機 (feature 

phone)，智慧型手機可以自由安裝與移除程式，發展至現在，其典型

的配備與功能包括有：觸控式螢幕、數位相機、開放原始碼作業系統、

全球定位系統(GPS)、Wi-Fi 無線網路與手機寬頻…等配備，使得智慧

型手機有相當優異的擴充性與使用變化，此為過去 PDA 所望塵莫及

的(“Smartphone”, 2003)。因為有多功能的配備，並且可以自由安裝與

移除程式，因此智慧型手機在使用者需要時，可藉由從網路上下載程

式安裝，即可以具備輔具功能或是做為復健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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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許多智慧型手機本身的作業系統就有內建記事與提醒的功

能，在使用者有特殊需求時還可以做額外的軟體安裝，故在做為復健

器材上有很大的擴充性與便利性。經由這個途徑，可以讓原本就使用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在復健時有新選擇，只需負擔較低廉的下載程式

費用，無需另外花一筆錢購買復健器材，並且下載程式的時間不若購

買復健器材受限於實體商店的營業時間與商品批貨的影響。  

現在已有些研究以 PDA 或智慧型手機為認知輔具，教導頭部外

傷患者、多發性硬化症患者、或心智發展障礙者，用於記事與提醒生

活中的事件排程，並發現其成效優於傳統的紙筆策略 (Gentry, 2008; 

Gentry, Wallace, Kvarfordt, & Lynch, 2008; Gillette & Depompei, 2008)。

本文將針對運用智慧型手機作為認知輔具與復健器材的功能進行說

明，並闡述其運用可能族群與發展優勢與問題。  

 

運用智慧型手機為認知輔具  

    過去研究多以 PDA 用作輔助認知功能受損或退化患者記事的認

知輔具，研究成果多認為 PDA有助於患者記事以適應一般社區生活。

因此，後續繼承 PDA 功能的智慧型手機也被預期能繼承其效果，並

且因為加上通訊功能，智慧型手機也可以用作社交上的輔具。除了認

知功能受損或退化患者，智慧型手機也能對於一般老人的生活有所助

益。一般老人雖然記憶功能與反應不若年輕時期敏銳，但藉由智慧型

手機做為認知輔具，可以讓老人做更有效率的記錄與回憶，進而讓自

己的生活安排與規劃更有效率。底下簡要介紹其可運用為認知輔具的

幾項功能：  

 

 



                                           台灣老年學論壇期刊第 12期  

 

3                        http://www.iog.ncku.edu.tw/comm1/pages.php?ID=comm 

一、行事曆、記事與提醒功能： 

    智慧型手機本身有內建行事曆與提醒功能，可以讓使用者記事之

後，在事件指定的時間提醒使用者待辦事項，以輔助使用者可以記下

生活中的大小事項。甚至使用者可以將事情的細節與感想記下，變成

如日記般的資料，之後可以用於回顧事情之用。自己查找事項時，可

以以搜尋條目的功能，節省找尋時間與減少找不到記事項目的風險。  

 

二、GPS 定位系統：  

    失智老人若配有 GPS 定位系統時，在其走失時可以使用定位系

統而可以快速找到。不只是失智老人而已，一般人也可以從使用 GPS

系統中受惠，包括地點提示與路徑規劃與導引，都可以讓使用者能更

容易抵達目的地。  

 

三、通訊錄管理： 

    許多失智症或精神疾病患者都會出現社交隔離的情況，而智慧型

手機的通訊錄管理與直覺式的操作介面，讓使用者要撥電話聯繫親友

更顯得容易。使用者可以從提示系統得知來電者是誰，並且在通訊錄

的管理上與聯絡人的照片做連結，使用者對聯絡人的辨識度提高。  

 

四、視訊通話：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可以藉由 3G 通訊進行視訊通話，對於輕度認

知受損患者或一般老人而言，視訊通話有利於其辨識來電者以及更容

易融入與來電者互動的情境，也在對話過程中可以提供更多樣化的感

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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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智慧型手機為復健器材  

    許多老人以及失智症患者都有復健上的需求，而現在智慧型手機

功能多元且擴充性非常優異，智慧型手機下載治療程式後可以當作復

健器材也是可行的方案。未來治療師可能給予個案治療程式、介入計

畫與時間表，個案在家中也可以依照治療師的計畫與處方進行復健，

由程式紀錄個案進行活動的表現，回傳給治療師了解個案的復健狀況，

並且可以藉由程式畫面的影像紀錄監督是否確實由個案進行復健。如

此，可提高個案居家復健的落實程度，對於居住於偏遠地區、直接接

受治療師治療機會有限的個案而言，也能利於治療師掌握個案的狀況、

提高介入的效率。底下簡要介紹其可運用於老人復健的幾項功能：  

 

一、監督機制： 

    個案使用智慧型手機做居家復健時，使用者能否落實復健處方也

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使用者進行活動時可以進行影像紀錄時，治療師

可以從影像中判斷這是否合乎使用者的功能表現，但可能還是會有誤

判的機會。若未來智慧型手機指紋偵測功能也普及化時，可能可以用

活動前的指紋偵測來提高對使用者的辨識度，以改善這方面的問題。  

 

二、認知功能： 

    對許多輕度認知受損患者會需要此項復健功能，一般老人也常會

利用此類程式來維持與訓練自己的認知功能。現在作業系統原始碼的

開放，更多人可以利用原始碼寫出各式各樣的軟體，其中也包括遊戲。

許多遊戲的性質都有包含到認知功能，可能包括記憶、邏輯推理、視

知覺…等，治療師可以對遊戲進行活動分析後，選出適合的遊戲程式，

給予個案活動處方，讓個案可以自行進行復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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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細動作與動作協調性：  

    對於一些中風或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會需要這方面的復健活動。現

在的智慧型手機因為發展出多點觸控式螢幕，使得使用者在手機螢幕

上做出可被智慧型手機辨識的動作更多樣化。藉由觸控式螢幕，使用

者可以在智慧型上進行各式的手眼協調活動，包括以手指點擊特定位

置、畫線…等，可以用於訓練手眼間與動作上的協調性。在運用多點

觸碰功能的部分，還可以讓使用者做出少許的抓握動作，動作上較接

近「指捏」(pinch)的動作，但在智慧型手機上做出「近似」指捏的動

作與實際上的指捏動作仍有些許不同，使用者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練習

指捏後，概化至現實生活的應用情況如何，仍有賴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確認。  

 

  

圖 1. 在觸控式螢幕上進行手眼協調活

動或點擊動作而有動作協調性的

復健效果  

圖 2. 在多點觸碰功能下進行螢幕縮

放的指捏動作，可以達到指捏復

健的功效  

 

四、粗大動作： 

    雖然現在多數智慧型手機都有可以偵測加速度的元件（如：三軸

陀螺儀、重力偵測器…等），使得智慧型手機可以像 Wii 的搖桿在空

間中揮舞進行活動。但是這些元件能偵測的僅限於加速度，尚無法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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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與使用者間的相對位置。因此，智慧型手機要用於粗大動作的復健，

僅限於偵測肢體運動的速度與方向變化，可用於偵測手部活動的移動

速度、反覆性動作（如：「搖」的動作），搭配時間後可做為肌耐力的

訓練。  

 

圖 3. 以右上肢揮動智慧型手機玩手機遊戲可

以練習粗大動作進行復健  

 

五、感覺功能： 

    對老人而言，感覺刺激的以維持其感覺功能是很重要的。而現在

智慧型手機配備的硬體，可以給使用者相當多元的感官刺激，大螢幕、

豐富的呈色提供充足的視覺刺激，高品質的音效可以提供聽覺，甚至

是手機本身可以發出震動提供觸覺上的刺激。一只智慧型手機可以藉

由影片播放、玩遊戲涵蓋視覺、聽覺與觸覺三種刺激，而且可以播放

各種不同的影音程式與影片，方便性不言可喻。  

 

六、心肺耐力： 

    充血性心臟病或是有其他慢性心肺疾病的患者需要從事心肺運

動，以改善身體的供氧效率而達到復健的目的。現在已經可以下載這

方面的應用程式，在使用者慢跑與健走時，可以同時記錄速度、路徑

與時間，但若要偵測心率與血氧濃度的功能，目前尚無智慧型手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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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接或通訊的偵測儀器，這點算是智慧型手機的功能限制，但考慮

及能居家復健的個案其心肺功能已較為穩定，依照運動處方進行活動

即可，智慧型手機可作為活動中輔助的回饋(feedback)與記錄。  

 

七、攝影功能： 

    在現在數位相機的功能已遍及絕大多數的手機，畫面解像力也隨

著技術成熟而更具實用性。若使用者為外傷族群且處於交通上較不方

便的地區或時段，使用者在外傷上有狀況變化，但不至於緊急到要掛

急診時，可以經由影像甚至是加上即時聯絡，以尋求醫療人員立即性

的協助。但是此項功能仍無法取代醫療人員的親視診療，外傷若出現

急性狀況時仍須立即就醫。  

 

使用族群  

一、慢性疾病患者：  

    許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問題，而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有助於慢性疾

病患者做健康生活型態的規劃、檢測與紀錄，以及使用其應用程式進

行復健活動，而生活檢測的結果、紀錄與復健活動的表現亦可透過網

路將訊息傳給醫療人員，以利於給予專業上的諮詢與協助。表 1 為作

者參考 Armstrong, Nugent, Moore, & Finlay(2009)和 Armstrong, 

Nugent, Moore, & Finlay(2010)文獻後，整理出「慢性疾病患者之需求

與智慧型手機可輔助之元件及應用程式」。  

 

 

 

 



智慧型手機做為輔具與復健器材之應用與前景  

 

8                        http://www.iog.ncku.edu.tw/comm1/pages.php?ID=comm 

表 1. 慢性疾病患者之需求與智慧型手機可輔助之元件及應用程式  

慢性疾病  症狀 /問題  需求 對應的應用程式 

 

充血性  

心衰竭  

呼吸短促、腳踝腫

大  

運動  計步器、心律 /心電

圖監測器  

缺乏動力/疲勞、腳

踝腫大  

體重控制  運動日誌  

呼吸短促、缺乏動

力/疲勞、疲倦、噁

心、腹痛  

監測生理狀況  心律 /心電圖監測

器、視訊通話  

中風  溝通困難  文字溝通輔助  簡 訊 / 多 媒 體 簡

訊、文字發音程式  

部分身體癱瘓  易操作的手機介面  觸控式螢幕  

步行困難、平衡與

協調喪失  

運動監測  加速度測定計  

影響社交功能  社交網絡  視訊通話  

阿茲  

海默症  

喪失記憶/健忘  記憶輔助  簡訊、多媒體簡

訊、語音提示、時

間管理軟體  

懷舊  多媒體圖片、影

視、音樂  

失去定向感  指引/使用者定位  GPS 

健忘、遺忘物品、

用藥順從性  

用藥提醒  語音提示、簡訊、

響鈴  

用藥日誌  日曆  

挫折、情緒改變、

無法清晰思考  

放鬆輔助  音樂、影視  

活動量減退  運動日誌  計步器、個人日記  

活動監控  加速度計、GPS 

活動輔助材料  多媒體影音  

社交隔離  社交網絡  網路、電子郵件、

聊天室、視訊通

話、網路電話  

執行日常事務困

難、健忘  

個人記事整理  行事曆管理程式  

帕金森  

氏症  

肌肉僵硬、動作緩

慢、姿勢控制與平

衡困難  

運動  運動日誌、計步器  

震顫  大按鍵容易操作的

手機介面  

觸控式螢幕  

震顫、肌肉僵硬、

動作緩慢  

精細動作訓練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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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智症患者： 

    若失智症患者原本就有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習慣，在其認知功能稍

較減退時，智慧型手機正好可以提供患者多樣性的刺激與作為生活上

的輔具。而智慧型手機的多種功能也可以呼應失智症患者的需求，協

助其記事以在其需要時適時給予提醒。 

在失智症患者的安全監控上，現在的智慧型手機因為具備連接網

路與通訊功能，在安全服務上具有更強大的功能。照顧者可以透過網

路獲得失智症患者使用的智慧型手機回傳的資料，進而得知患者現在

的狀況。專業人員與研究人員也可以透過網路得知患者現在的情況。  

 

 

 

 

 

 

 

 

 

圖 4. 家屬或照顧者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的安全監控系統即時了解使用者的現況，

醫療人員亦藉由此系統得知使用者的用藥順從性與復健情況  

 

三、外傷復原與神經功能患者： 

    中風、帕金森氏症及部分手傷患者會有精細動作與動作協調上的

復健需求，患者可以在觸控式螢幕上進行精細動作與手眼協調活動，

加上以指尖觸碰螢幕操作，對於部分需要感覺再教育（sensory re- 

網際網路  

雲端平台  

響鈴提醒  

智慧型手機  使用者  

行事曆  

伺服器  

醫療人員或  

研究人員  

個人電腦  

智慧型手機  家屬或照顧者  

衛星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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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的個案，指尖在觸控式螢幕上劃動也能夠提供感覺刺激，

這也可以納入多種感覺刺激活動的一部分。對於頭部外傷患者也可以

藉由應用程式進行認知功能上的復健，諸如訓練記憶力、邏輯推理能

力…等。  

 

四、一般大眾（包含老年族群）： 

    智慧型手機許多輔助功能所帶來的便利性不僅只適用於有復健

需求的使用者，一般大眾也有這些輔助功能的需求。GPS 對於許多出

遠門的使用者提供在異地的方向指引，並且可以透過網路即時打卡跟

其他好友分享自己的行程。多媒體影音與娛樂程式也成為使用者最唾

手可得的娛樂資源，而且可連結取之不盡的網路資源。健康生活型態

的規劃、檢測與紀錄也相當受到歡迎，路跑紀錄也常是許多運動愛好

者的基本配備。  

 

發展優勢與問題  

    硬體上，智慧型手機搭載許多元件；軟體上，智慧型手機的操作

程式又是開放原始碼系統。熟悉智慧型手機功能的程式設計者，總能

寫出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以滿足各種使用者的需求，其輔助功能發

展的可能性無可限量。在與專業醫療資源聯結的部分，雲端系統發展

成熟後可能出現平台化的介面，將有利於專業醫療人員做更有系統的

歸檔與更有效率的諮詢服務。但是這些都是未來有待相關專業人員進

行規劃與實行的部分。  

    雖然現今會用使用智慧型手機做復健與輔具的人仍不多，實務界

對於運用此部分資源的意識仍尚未普及。雖然很多研究都呈現出 PDA

或智慧型手機作為電子輔具的功效，但目前研究上仍缺乏足夠的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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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以確切證實其效用(de Joode, van Heugten, Verhey, & van Boxtel, 

2010)。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與投入，不久之後的未來這

些都是可能實現的。  

    目前智慧型手機用做認知輔具的功效，以最嚴謹的隨機試驗的實

驗證明仍不夠充分，但是許多使用者都明確表示智慧型手機的輔助功

能確實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因為智慧型手機強大的擴充性，使得智慧

型手機在安裝應用程式後可以做為患者的復健器材，並在未來可能可

以結合網路以即時將活動的訊息回傳給專業人員，做進一步的追蹤和

介入上的參考。雖然現在有需求的患者能活用智慧型手機的比例仍屬

少數，在實務上應用的實例仍少，但隨著現在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未

來活用智慧型手機的功能作為輔具與復健器材的族群勢必大增，這個

區塊也將會越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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