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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儿童言语康复新模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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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冲击和革新传统行业，“互联网+”康复新模式能为解决儿童言语康复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提供新思路。方法：

针对这一问题，结合儿童言语康复的特点，本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儿童言语康复居家干预平台和儿童言语康复资源共享平台[1]。并以

此为基础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医、患、监护人三方互动，小圈交流等模块。结果：“互联网+”技术能够推动实现儿童言语康复的居家干预，优化

儿童言语康复师的资源配置，缓解儿童言语康复供需不平衡的矛盾。结论：“互联网+”儿童言语康复平台的建立符合儿童言语康复发展方向，应当

加强对“互联网+”儿童言语康复的深入探索，以摆脱当下儿童言语康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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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约有 148 万儿童存在言语

残疾，而按照国际标准要求，我国言语康复师缺口仍超 20 万。2～3 岁

的儿童是言语康复的黄金期，因此在这一阶段进行及时干预十分重要。

但由于儿童言语康复配合度较低、康复周期长等特点，当下的儿童言语

康复产业还未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满足个性化的康复需求，同时言语

康复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也亟待解决。随着江苏省“十二五”康复医疗

规划的提出，“互联网 +”康复逐步成为互联网医疗的新切入口。而对

于需要进行言语康复的患儿来说，“互联网+”模式下的居家干预也许能

够解决言语康复资源配置不均、“康复师—儿童“模式下配合度低等问

题，为之提供行之有效的康复新模式。 

一、国内研究现状 

早前，国内就有关于“互联网+”的摸索，201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从此，“互联网+”的趋势在

更行各业方兴未艾。2016 年，尹新等人提出构建“康复协同平台”和

“社区康复 O2O 新模式”[2]，严文、王志军等人对于“互联网+”康复

医疗的流程管理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延生出对医疗资源及信息管理方式

的探索[3]。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各行各业的深入结合，“互联网+”医

疗行业的发展得到了市场认可，平安好医生、丁香医生等在线诊疗应用

蓬勃发展。在“互联网+“言语康复领域，康复云 ICF 平台描述了功能

评估和康复治疗体系，而“启儿宝”作为一种全栈式在线儿童语言发育

康复平台，其康复模式仍未能满足儿童言语康复的个性化需求。 

二、国外研究现状 

言语治疗兴起并发展于 20 世纪初的欧美国家，而在近一个世纪的

摸索后，欧美等国家已基本形成了语言治疗的规范和标准。现今，言语

康复体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完整了从筛到

诊、从治到练的具体流程。美国言语康复行业人才培养方面完成了从法

律到实践多个层次的制度建设，言语康复的高等教育和培训体系已经十

分成熟。 

而“互联网+”医疗的模式在欧美等国的发展起始于 21 世纪初，

2013～2015 年，以欧美国家为首的全球移动医疗步入高速发展阶段[4]，

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美国的移动医疗主要提供非急诊服务，移动

医疗 APP 则主要提供健康管理类的服务。在儿童言语康复领域，“互联

网+”的浪潮还未真正涌入。 

三、“互联网+”儿童言语康复模式的构建 

（一）个人信息数据库 

患者可在家长的帮助下注册个人账号，填写患者基本信息和基本情

况，该账号将作为患儿信息导入数据库的唯一凭证，数据库将通过账号

的连接实时更新患者在本平台的诊疗信息并建立电子病历，以便记录康

复进程。在操作过程中，将有智能助手和人工助手收集患者需求并进行

引导，辅助家长进行线上预约。预约成功后将实现患者家长和康复师的

直接对接，康复师能够通过电子病历了解病情主诉，诊疗效率得以提高。 

（二）二对一诊疗平台 

预约成功后，家长将能自主选着一个助教，助教负责整理患者信息

以及引导患者、日常联络康复师等，为双方的“见面”做准备。患者、

家长与康复师之间的沟通将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康复师将根据患者的

病情主诉和询问观察结果给予个性化的建议，助教将从旁实时记录，视

频结束后，助教将把本次视频的所有内容发送至账号并录入数据库，以

二对一的方式给患者带来良好的诊疗体验。患者在服务结束后可以对助

教和康复师进行匿名满意度评价。 

（三）居家干预平台 

在该平台中，家长能够根据康复师的建议在助教辅助下自主选择相

应的康复课程，康复课程一般周期为一个月，每个月都将有负责该课程

的康复师进行三次一对一视频了解进程并根据情况进行课程定制修改，

家长与康复师的日常沟通由助教负责。课程开始后，家长在助教的实时

引导下帮助儿童进行居家干预，每天按时完成课程任务。课程完成后，

平台会给账号发送配套的课后练习，家长可引导患者进行课后日常训

练。 

（四）互动交流圈 

在该模块中，家长和患者能够使用账号分享康复日常和康复进程，

为患者和家长提供有效的交流平台，在交流中，患者和家长能够更深入

地了解言语康复知识，在分享中能够达到互相督促、相互促进的目的，

也能够在其中收获精神支持。这种交流新模式不同于固有的医—患交流

形式，它扩大了患者间的交流范围，打破了交流壁垒，能够增强用户粘

度和信任度。 

（五）资源共享平台 

在该平台中将定期发布有关言语康复的政策，为患者和家长了解政

策信息提供方便和高效的渠道。同时，该平台也会定期推送有关儿童言

语康复的研究成果和儿童成长指南，帮助家长一起关注儿童的成长。初

此之外，该平台还录入了其他线下康复机构的信息，方便用户进行线下

的诊疗，使患者获得到线上有方法、线下有渠道的诊疗体验。 

四、结语 

“互联网+”儿童言语康复是互联网发展的大势所趋，通过互联网

技术构建个人信息数据库、二对一诊疗平台、居家干预平台、互动交流

圈和资源共享平台，实现病历建档、医患线上交流、制定康复计划、患

者居家干预和信息获取等，为患者提供有方向、高效率的诊疗方式，使

“互联网+”惠及儿童言语康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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