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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 评估+个性方案 让疗效有据可依

十多位老人围坐成一圈，在音乐治疗师的引导下，
或轻摇手中的乐器，或身体随节奏摇摆……“音乐治疗
师”这个新兴职业，正逐渐应用于养老领域中。

音乐治疗是以音乐为治疗干预手段，有目的地帮助
治疗对象改善生理、心理、认知、情绪、社交等方面的健
康问题。音乐到底能怎样疗愈各项机能正在衰退中的
老人？记者跟随养老机构里的音乐治疗师，记录他们如
何帮助老人健康地度过晚年，慢一点变老。

“王阿姨，睡醒了吗？走啊，唱
歌去！”……下午3时，一场常规的
音乐治疗小组活动，在“大家的家·
北京朝阳城心社区”举行。活动开
始前，机构内的专职音乐治疗师王
瀚林和罗睿凡来到一栋照护楼，挨
门挨户地邀请老人参加。罗睿凡
背着吉他，在走廊就开始拨动琴
弦，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一出，就
渐渐在整个楼层弥漫，召唤刚从午
睡中醒来的老人。

十多位老人在大厅围坐成一
圈，每人手里被分了一个便于手握
的小乐器。伴着一首熟悉的《你好
歌》开场，活动正式开始。

“图中的人物是什么职业？”
“看着像石油工人。”“对！所以，我
们第一首要唱的歌是？”“《我为祖
国献石油》！”

“这是哪部电影里的哪个人
物？当时他喊出了一句怎样的口
号？”“‘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是
《英雄儿女》中的王成！”

与普通的唱歌活动不同，在合

唱每首歌前，王瀚林会在大屏幕上
放出一些与歌曲相关的画报、老照
片或电影画面，引导老人先猜歌
名。唱歌过程中，除了要伴奏、带
动老人一起唱之外，治疗师们的目
光，还会在老人身上来回扫视。“治
疗师对老人状态的敏感觉察很重
要。”有的老人轻摇手中的乐器，有
的用手在腿上打着节拍，有的身体
随节奏摇摆……在治疗师眼中，这
些都是积极的信号。“这说明老人
的注意力是在我们的歌上的，在跟
随我们一起活动。”甚至，有老人唱
到高潮处，举起了手中的乐器，背
着吉他的罗睿凡看到后，赶紧上前
与其对视，近距离互动。几首老歌
唱完，活动结束前，王瀚林会引导
大家再次回忆今天唱过的歌曲。

“这个小组的老人，都是有不
同程度认知功能障碍的老人，轻
度的会有短期记忆衰退、注意力
不集中、语言功能障碍等情况，严
重一些的，甚至会出现易怒等精
神行为症状。”针对“认知症”老人

的治疗，是音乐治疗师工作中的
重头。“通过评估后，这种小组治
疗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提高老人在
我们干预时间内的注意力时长、
通过转移其注意力减少精神行为
症状的产生，以及保持积极正向情
绪等。”王瀚林说。

“开头结尾的《你好歌》《再见
歌》，都是我们自己写的，重点就是
旋律简单，让老人容易跟唱参与。”
王瀚林说，在选歌时，会选老人年
轻时熟悉、喜欢的歌曲，既能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也能不断调动他们
的远期记忆。通过画面的视觉刺
激，延长他们的注意力时长，延缓
记忆力的衰退。最后的
歌名回忆环节，
是为了训练
老 人 的
短 期
记 忆
能
力。

在养老机构里，音乐治疗师的
治疗活动多以小组形式进行。住
进养老机构的老人，既有身体机能
良好的活力老人，也有需要照护的
老人，这部分老人又可以细分为有
身体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或情
绪功能障碍的老人等不同类别。

“音乐治疗师首先要对老人进行探
访，通过询问以及一些量表测评，
了解老人的生理、情绪、社交、认知
等功能情况，形成对老人的评估报
告。结合评估和老人需求，对老人
再进行分类，设定不同的治疗目
标，设计专属的音乐干预治疗方
案。”罗睿凡说。

目前，在“大家的家·北京朝阳
城心社区”，音乐治疗师开展的“治
疗小组”共有5个，每个小组有不同
的治疗目标以及治疗手段，每周都
有定期活动。

其中一个治疗小组，老人的共
同点是普遍会有身体某一部位的
疼痛。在探访评估时，音乐治疗师
发现这些老人会因为长期的身体
疼痛，存在消极情绪。但老人不会
轻易流露这种情绪。针对这种情
况，音乐治疗师就将老人的日常感
受写成了一首《去痛歌》，让老人把
身体的疼痛“唱”出来。通过唱歌，
老人可以尽情宣泄，用欢快的曲调

转化消极情绪。每次小组活动后，
老人口中的积极语言会变多，精神
面貌也明显改善。

“请大家闭上眼睛，双脚踏平地
面，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呼吸上，深
深地吸，慢慢地呼；接下来，注意力
集中到双脚上……”在针对睡眠质
量改善的音乐治疗活动中，在律动
符合老人呼吸节奏的背景音乐里，
王瀚林用话语不断引导，让老人不
同身体部位依次放松。“通过音乐介
入，依托使用放松训练机制，让老人
学会肌肉渐进放松。睡眠质量的改
善，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让老人能把

这一套放松的方法，训练成一套‘肌
肉记忆’，当其入睡困难时，自己用
这套方法来助眠。”

李大爷渐渐学会了如何“放
松”。之后，在每次醒来睡不着时，
他都会按照之前训练的方法，让自
己放松入睡。有效的改善，不止于
李大爷的自我感受，也有音乐治疗
师记录数据的长期跟踪支持。“通
过记录老人干预前后的行为以及
相关数据变化，让治疗效果可测
量，也有据可依。”王瀚林说。

在养老机构里，音乐治疗师还会
用自己的音乐特长，带领几个老年合
唱团排练，日常也会组织各种“欢唱”
活动，让音乐成为老人生活中一种日
常疗愈的手段，老人们都可以自由选
择，免费参与。

但对于专业的音乐治疗师来说，
音乐治疗远不止于此。一对一的神经
音乐治疗，是音乐治疗师工作中，效果
更加显著的一种。“对于有神经功能障
碍的老人，例如帕金森患者，可以通过
音乐节奏的刺激，来对老人的运动系
统进行干预。用外部的音乐节奏提
示，使老人的运动反应规律化，从而重
建和稳固其脑神经的控制能力。”王瀚
林说，这属于循证医学的范畴，也对音
乐治疗师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目前，在养老领域，这样的案
例还比较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社
会对‘音乐治疗师’这个职业的了解
和认知还不够。”作为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治疗”专业科班出身、从业11
年的音乐治疗师，王瀚林经常被问
到最多的问题是：“音乐治疗师能治
疗什么？有什么效果？”
“相对于‘打一针就能好’的医学治

疗，音乐治疗，作为一种非药物类的治
疗方式，确实不那么‘立竿见影’，一项
音乐治疗往往需要长期的干预。”王瀚
林说，但无论哪种类别老人，身体都处
于一种不断退化的状态，无论是生理还
是心理，“除了生理的病变，记忆力衰
退、消极情绪增加、社交能力退化也确
实在影响老人的健康。而音乐治疗，就
是通过有目的地运用音乐，延缓老人的
退化，让他们慢一点变老，也能在变老
的过程中更健康快乐一点。相对于结
果，我们更在意每一次治疗的过程。”

“现在医疗卫生观念也在逐步转
变，从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观念，就是
只重视生理病变，而忽视患者的心理
情绪，转变为也同时重视人文关怀。
音乐治疗就更关注治疗对象的心理情
绪需要，是一个更有人文关怀精神的
新兴临床应用专业。”在这样的观念转
变下，同样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
疗”专业出身的罗睿凡对自己的职业
选择也很有信心。

“我们也是一个不会被AI替代的
职业。”“00后”罗睿凡也关注着蓬勃发
展的AI行业，“我们的日常工作，需要与
人建立亲密关系，需要我们饱含爱意地
去关心老人、倾听老人的需求、为老人着
想。这种有温度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过程，是AI代替不了的。”

（北京晚报）

新兴职业助力养老
音乐疗法展现温情

音乐治疗师帮老人人““乐乐””享晚年享晚年
现场 用音乐唤醒记忆 关注老人参与感

音乐治疗应用广
帮老人慢点变老

未来

音 乐 治 疗 师 罗音 乐 治 疗 师 罗
睿凡在探访老人时睿凡在探访老人时，，
与老人一起合奏与老人一起合奏。。

养老机构里举行的音乐欢唱活动养老机构里举行的音乐欢唱活动。。

音乐治疗师在带领音乐治疗师在带领““金色麦子金色麦子””合唱团里的老人排练合唱团里的老人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