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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认知功能训练对康复的影响 
刘丹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河南郑州  450064） 

摘要：认知功能损害是脑卒中后最常见的后遗症之一，它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社交能力以及工作能力。认知功能包括记忆、注意力、

执行功能、语言等多个方面，而这些功能的受损直接限制了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恢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患者出现痴呆症状。脑卒中

认知功能训练旨在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个性化的训练活动，帮助患者恢复或提高认知能力。这种训练方法具有操作性强、针对性

强的特点，可以针对患者不同的认知障碍进行专门的训练，如记忆训练、注意力训练、解决问题的训练等。然而，目前关于脑卒中认知功

能训练的方法和内容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不同研究采用的训练方法各异，这给临床应用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其次，认知功能训练的疗效

评价指标尚不统一，缺乏客观、有效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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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脑卒中认知功能训练的重要性 

脑卒中，又称中风，是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患者超过

200 万人，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脑卒中不仅给患者带来身

体上的痛苦，还可能导致认知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脑卒中认知功能训练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认

知能力。脑卒中后，患者可能出现注意力、记忆力、思

维能力等认知功能障碍。通过有针对性的认知功能训练，

可以有效激活患者的脑细胞，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高

认知能力。脑卒中认知功能训练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导致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

降，影响其社交、工作等方面。研究表明，脑卒中患者

在康复期进行认知功能训练，可以有效降低脑卒中再发

的风险。这是因为认知功能训练可以改善患者的血管内

皮功能，降低血压、血糖等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此外，

脑卒中认知功能训练还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精神负担。脑

卒中后，患者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而认知

功能训练可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缓解心理压力，有助

于心理健康。 

认知功能训练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患者、家

属及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坚持长期、系统的训练。在训

练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根据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

程度、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采用多种训练方法，如认知康复游戏、智力活动、社交

训练等，以提高患者的兴趣和参与度。家属应积极参与

患者的认知功能训练，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鼓

励患者克服困难，坚持训练。医护人员应具备专业的认

知功能训练知识，对患者进行正确的指导，确保训练效

果。脑卒中认知功能训练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降

低再发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患者

可以逐步恢复认知功能，重拾生活的信心。 

2 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康复训练的方法 

2.1 提高生活质量 

认知功能训练是脑卒中康复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显著影响。脑卒中后，

患者常常会面临各种认知障碍，如记忆力、注意力、执

行功能等方面的受损，这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能力，也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通过认知功能训练，

可以帮助患者逐步恢复这些受损的认知功能，从而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认知功能训练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记忆

力。脑卒中后，患者常常会感到记忆力明显下降，这对

于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通过认知功能训

练，如记忆训练、思维训练等，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记忆

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日常生活。认知功能训练可

以提高患者的注意力。脑卒中后，患者的注意力往往会

受到影响，导致他们在进行一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

时感到困难。通过认知功能训练，如注意力训练、专注

力训练等，可以帮助患者提高注意力，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完成日常任务。执行功能包括计划、组织、协调等方

面的能力，是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重要基础。脑卒中后，

患者的执行功能往往会受到影响，导致他们在进行一些

需要这些能力 tasks 时感到困难。通过认知功能训练，

如计划训练、协调训练等，可以帮助患者提高执行功能，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日常生活。认知功能训练对脑卒

中康复的影响是显著的，它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记忆力、

注意力和执行功能，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

在进行脑卒中康复的过程中，应该重视认知功能训练的

开展，以帮助患者更好地恢复，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2 促进社交互动 

认知功能训练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影响深远，尤其

是在促进社交互动方面。脑卒中后，患者常常面临语言、

记忆、注意力等多方面的认知障碍，这些障碍直接影响

了他们的社交能力。认知功能训练通过有系统、有目标

的活动，可以帮助患者改善认知功能，进而提升社交互

动的质量。认知功能训练可以提升患者的语言能力。语

言是社交互动的基础，脑卒中患者常常会出现表达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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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下降的情况。通过专门的训练，如语言治疗，

可以帮助患者恢复语言功能，使他们能够更流畅地与他

人交流，增强其社交自信心。记忆力障碍会让患者在社

交场合中感到尴尬，因为他们可能会忘记刚刚交谈的内

容或是对方的姓名。通过记忆训练，患者可以提升记忆

力，减少在社交互动中的不便。脑卒中患者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社交活动中难以集中注意力，这会影响他们对他

人话语的理解和回应。通过注意力集中的训练，患者可

以提高专注力，更有效地参与社交活动。在社交互动中，

患者可能会遇到各种需要即兴应对的问题。通过解决训

练中遇到的各种任务和挑战，患者可以提升解决问题的

能力，使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更加得心应手。情绪的波动

会影响人们的社交意愿和能力。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干

预方法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使

他们即使在压力下也能保持良好的社交状态。认知功能

训练在促进脑卒中患者的社交互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通过针对性的训练，患者可以逐步克服认知障碍，

恢复和提升社交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生活

质量。 

2.3 促进认知功能的神经可塑性 

认知功能是指大脑进行思考、学习、记忆、理解和

判断等高级心理活动的能力。脑卒中后，患者常常会遭

受认知功能的损害，这不仅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也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然而，随着神经科学研

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

通过认知功能训练，可以有效地促进脑卒中患者的康复。

神经可塑性是指大脑在生长、学习、损伤和康复过程中，

能够调整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大脑能够

对环境变化做出适应，从而提高生存和适应能力。在脑

卒中后，神经可塑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受

损的神经元有机会进行修复和重组，从而恢复认知功能。

认知功能训练正是基于神经可塑性的原理，通过有目的、

有计划、有重复的训练，刺激受损的神经元，促进其功

能的恢复。这种训练包括各种认知任务，如记忆训练、

注意力训练、执行功能训练等，旨在提高患者的认知能

力，改善其生活质量。研究表明，认知功能训练可以促

进脑卒中患者的神经可塑性，从而提高其认知功能。首

先，认知功能训练可以增加大脑的神经连接，促进神经

网络的整合。其次，认知功能训练可以提高大脑的代谢

活动，增加神经元之间的通信效率。最后，认知功能训

练可以促进神经再生，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元。促进认

知功能的神经可塑性是脑卒中康复的重要途径。需要注

意的是，认知功能训练应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

以确保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4 降低再次中风的风险 

认知功能训练是脑卒中康复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对降低再次中风的风险具有显著影响。脑卒中后，

患者常常面临着认知功能的障碍，如记忆力、注意力、

执行功能的下降，这些认知障碍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而且增加了再次中风的风险。认知功能训练通

过有系统、有目的的方式对患者的认知能力进行锻炼，

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记忆力、注意力等认知功能，从而降

低再次中风的风险。研究表明，持续的认知功能训练可

以促进大脑的可塑性，改善脑卒中后的认知功能，降低

再次中风的可能性。此外，认知功能训练还可以帮助患

者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如戒烟、限酒、

合理饮食、规律运动等，这些都有助于降低再次中风的

风险。同时，认知功能训练还可以帮助患者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使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时，能

够更好地应对，从而降低再次中风的风险。认知功能训

练对降低再次中风的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提高患

者的认知功能，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降低再次中风的

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认知功能训练在脑卒中康

复过程中的作用，为患者提供充分的认知功能训练机会，

帮助他们降低再次中风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结论 

认知功能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的康复具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训练过程中，患者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力

等认知功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能力的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认知功能训练还可

以有效减缓脑卒中后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对于预防二

次脑卒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对于不同患者，训练的

难度和强度应有所不同，以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同时，

认知功能训练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患者需要在康复师

的指导下，坚持进行训练，才能取得理想的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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