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治疗抱有功能性⽬标的脑瘫⼉童和⻘少年患者时，建议遵循以下最佳练习原则，以最⼤限度地提⾼疗效。

最佳练习原则

应设定客⼾所选择的⽬标

改善脑性瘫痪患者功能预后的⼲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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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的第⼀步应该是了解对⼉童患者来说是重要的是什么，并设定注重提⾼病患⼉童对这些活动的参与程度

的功能性⽬标。这些⽬标应具有功能性、有意义，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应提供⽬标的书⾯副本。应在

⼲预开始和结束时分别衡量这些功能性⽬标。

应确定限制⽬标实现的因素

⼲预应包括直接练习整个⽬标

⼲预应让病患⼉童感到愉快并对其有激励性

⽬标的实践练习应该在家中以及社区内进⾏

⽗⺟⼲预是所有⼲预的关键

应让病患⼉童及其⽗⺟做决定

为了实现⽬标，计划的练习量要够

应采⽤团队合作的⽅法

临床医⽣应观察脑瘫⼉童努⼒实现⽬标的过程，以确定限制⽬标实现的因素。 这⼀环节可能包括就该⼉童
想在何时何地参加活动进⾏讨论，并考虑可能有助于实现⽬标的任务和环境的各个⽅⾯。

病患⼉童积极练习其功能性⽬标应该是⼲预的重点，⽽不是关注基础缺陷。 这⼀点包括临床医⽣采取“放
⼿”的⽅法，并提供反馈以⽀持病患⼉童成功实现其功能性⽬标。

⼲预应让病患⼉童感到愉快并对其有激励性，还应具有⾜够的挑战性从⽽促使其进步。如果⼲预措施令孩

⼦感到痛苦难受，则应进⾏修正，并考虑换⽤其他⼲预措施。

在现实⽣活环境中进⾏练习时，功能性⽬标的成功实现更有可能延续到⽇常⽣活中。如果不具备这样做的

条件， 则应调整⼲预措施，保证练习的环境和资源与病患⼉童的⽬标具有相关性。

临床医⽣应提供信息并指导患者家属积极参与病患⼉童的⼲预过程。如果能制定适合每个⼈的、有层次的家

庭计划， 再加上持续的⽀持和审查，则会最⼤限度地促使疗程之外的练习。

临床医⽣应与病患家庭分享知识并提供最新的实证，使病患家庭能够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就⼲预措施做出决

定。 临床医⽣应考虑每⼀位病患⼉童⾃⾝的情况，仅推荐有证据⽀持的可⾏且有效的⼲预措施。

必须考虑需要多少练习才能实现⽬标，并与患者家属合作共同规划如何实现所需的练习量。 某些⼲预措施
可能需要的练习量更⼤，在制定⼲预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点。

建议采⽤团队合作的⽅法（将病患⼉童及其家⼈纳⼊团队）来设定⽬标和⼲预计划。如果临床医⽣/治疗⼈
员之间有效沟通并朝着共同⽬标努⼒，则可减轻患者家庭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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