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院創新教學成果報告 
 

一、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執行計畫摘要:  

  長庚大學醫學院 107年度醫學院高教深耕計畫目標達成率良好，完成一次高齡

產業與長照高階臨床技能測驗(OSCE)，包含考試共識，試題會議，考官訓練，標

準化病人訓練及高階臨床技能測驗與檢討會議等。 

醫學院專業教師成長社群，今年由兩群增加為四群，增加率 100%，其中四個

社群皆以創新教學或落實醫學人文精神為目標，如安排多場的創新教學的演講或

工作坊，舉辦 OSCE技能測驗，小組互動式討論會或教學實作工作坊等。其中醫學

院教學創新教師社群以電子化模擬人教具，導入醫學生的教學課程，成效良好，

預計申請明年的教育部教教學實踐計畫，推廣至各實習院與學系。另外醫學院模

擬教學教師社群今年以推廣跨領域模擬教學為方向，統合護理系見習學生參與醫

學系醫學生之模擬教學，以實際參與及跨領域互動的精神，獲得學生與教師的好

評。 

另外醫學院也積極辦理多場師資課程，小組互動式討論會或教學實作工作

坊，如舉辦心音檢查與推理之創新教學系列課程與研討會，以創新小組實作教學

課程，配合個別化教學課程，達到學生自主及主動學習的成效，而此系列課程之

成果則配合研討會進行全國之分享，會中邀請日本心臟學教育專家蒞臨演講與指

導，成果豐碩。另辦理多場物理治療多站式技術考試，舉辦微電影拍攝實作工作

坊，舒壓與恢復力之課程，史丹福生醫設計思考工作坊等課程，成效皆十分良

好。 

 

(一)厚植學生基礎核心能力 

亮點: 籌畫全國首次之高齡護照及長照 OSCE測驗 

具體措施及創新作法: 

1. 分別於 107/9/17 及 107/10/8 邀請校外專家陳惠姿老師，與校內長照相關

老師五人舉辦兩次專家共識會議，第一次討論 OSCE測驗主軸與藍圖規畫及

共識會議，而第二次則討論考題共識與出題會議。 

2. 於 107/10/28舉辦高齡護照及長照 OSCE測驗之考官訓練工作坊及標準化病

人訓練工作坊。共完訓 OSCE 測驗之考官十三人(九名臨床醫師，一名護理

臨床教師，一名物理治療老師，兩名高齡照護系老師)，完訓 OSCE 測驗之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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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病人 26名。課程滿意度佳，成效卓著。 

3. 於 107/11/17舉辦高齡照護及長照 OSCE測驗。此次測驗為全國首次以高齡

護照及長照為主題之 OSCE 測驗，共有安排 22 位學生參加測驗(14 位長庚

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生，6位長庚科技大學長照系學生)。動用長庚大學臨

床技能與模擬中心 12 間模擬測驗診間，12 位 OSCE 考官，15 位標準化病

人，測驗主題四題，分別敘述如下： 

此測驗之成果如下： 

考題面向與藍圖 

 

 

 

 主題 測驗面向 標準化病人 

第一題 失智 聆聽照護者與溝通技巧 一名(家屬) 

第二題 衰弱 病史詢問與身體檢查 一名(案主） 

第三題 臥床 位移技巧示範與教導 兩名(案主與家屬） 

第四題 失能 失能評估與長照計畫擬定 一名(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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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長照 OSCE測驗測驗後滿意度回饋統計 

 

4.60 

4.40 

4.60 

4.47 

4.60 

考前演練 劇本提供 演出負擔 休息時間 試務紀律

標準化病人滿意度回饋問卷 N:15

3.67 
4.00 

3.67 

4.33 4.44 4.22 
4.67 

題目難易 評分項目 評分說明 測驗時間 動線規劃 試場廣播 試場紀律

考官滿意度回饋問卷 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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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亮點: 以高擬真心血管教學模具並配合臨床技能教學，使學生在進入臨床前能夠

   得到高擬真、創新化且有系統的教學，提升醫學系因縮短學制後的臨床技

能能  力。 

 具體措施及創新作法: 

1.共舉辦 12次技能教學，教學課程含初階心音之身體檢查、心血管與呼吸道、

 中階心音之身體檢查、高階心音之身體檢查、臨床技能總合應用。其中以 

 高擬真模型來進行創新教學--心音檢查與臨床推理課程，獲得很好的教學

成效，成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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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學員充分展現主動學習的精神，八周內共有 89人次參加心音檢查與臨床

推理課程，學員滿意度皆高於 4.7分(1~5分)。而學員學習前後的信心度則由

1.85上升到 3.85(1~5)。 

2.建構電子化學習歷程 APP，透過資訊化之評分系統紀錄學生學習資料以檢視學

  習成效。 

3.為培養學生就業能力，本計畫目前購買攝影機製作評分標準案例與教學示範。

 共拍攝技能影片共 8支，技能含子宮頸抹片、局部麻醉、傷口拆線、傷口 

 換藥、導尿管放置、護理急救備物、病人轉位等臨床技能。費用用於支付演員

 演出、拍攝費及影片剪輯費。希望能能建立臨床技能學習影片庫，讓學生的技

 能學習或老師的技能教學能更有效，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 

4.製作學生臨床技能學習登錄系統，印製紙本學習歷程共 160 本，讓四年級醫

 學生能在進入臨床學習前，充分準備與了解學習目標，並利用學習護照讓老師

 與學員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學習進度，盡快完成學習目標或安排學習近程與補教

學習。 

(三)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亮點: 本校醫學院以多重專業學門發展跨領域模擬教學課程，增加本學院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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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臨床照護與跨領域統合能力。 

具體措施及創新做法: 

1. 本計劃至今舉辦 8 次跨領域模擬教學課程，結合醫學生護理學生的臨床見習

課程，以跨領域的觀念，融入臨床情境的模擬教學，其課程含心臟急症、各

式休克急症、呼吸道急症、其他罕見急症。參加者有護理系學生 29人，護理

系老師 3人，醫學系學生 11人，臨床醫學研究所醫教組碩士班 2人。 

2. 規劃推動高齡健康照護及長期照護相關之跨領域整合教學 

3. 提升學生對高齡健康及長期照護領域的知能和興趣 

4. 提升參與跨領域教學的學生人數 

目前已完成: 

A.領域整合教學 

重整原有舊學程為「長期照護產業學分學程」並開設「長期照護導論及跨

專業合作」必修新課程，讓醫學院更多系所學生可以參與修習，落實高齡

健康照護及長期照護相關之跨領域整合教學。本學期新增學程修習學生人

數 32名。其開課目的為我國已於 2018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老年人

口超過 14% )，高齡 和長期照護的專業非人力需求皆明顯不足。尤其近年

政府「長照 2.0」政策的推動，強調擴大服務對象及延伸至前端預防緩失能

智方案，長期照護涵蓋層面更為廣泛，且需各種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的方 

式提供服務。因應此就業需求，本學程期望在養成教育中啟發及加強大學

生 高齡和長期照護相關知識、興趣技能和使命感。學生完成本程將對我國

長期照護的政策法規、現有資源、產業概況及在各自專領域的發展性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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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了解。 

B. 辦理活動 

(1) 於 107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19 日補助 11 名物理治療學系同學前往

菲律賓參加「第九屆亞洲物理治療學生會議」，以提升學生國際交流

經驗及視野，學生透過此學生會議更能了解各國物理治療的現況與

新興方向以及專業遭遇到的困境比較。 

(2) 於 107 年 11 月 6 日辦理健康照護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學生之「專案

實習成果發表會」，學生於暑假兩個月期間根據各自專長及就業需求，

分別申請音活日間照顧中心、北之特樂銀、喜恩居家護理所、蜂巢

社區復健中心、大林慈濟醫院常照中心服務發展組等實習單位進行

專案實習，除實地進入業界了解健康照護產業現況，也在指導下完

成一項現場的專案改善計畫。本次實習成果發表會邀請臨床實習指

導業師及學校相關科系教師共同參與，學生們報告實習見聞、專案

成果及心得，與全所師生分享，體現跨領域學習和交流討論，成果

多元豐碩，大家都感收穫滿滿。本實務課程藉由實習後使學生了解

目前長照服務現況、問題所在、服務推動之具體策略，以落實碩士

生實務學習、產學合作、與產業無縫接軌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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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 107 年 11 月 17 日及 107 年 12 月 6 日針對跨系所師生辦理兩場

採購之新設備「紅繩懸吊運動系統」的教育訓練課程，提升教師實

務教學及學生臨床應用之能力。紅繩懸吊運動系統，早期主要運用

於物理治療醫療領域，近幾年逐漸延伸至運動訓練領域，最近更開

始應用於銀髮族運動訓練課程，廣受長者喜愛。為使相關系所學生

更能了解其概念原理與實際操作，邀請五甘心物理治所復健輔具部

范袺雯主任擔任主講者，訓練對象為健康長者、亞健康長者、衰弱

長者及中風個案，訓練重點著重於肌肉力量、協調、平衡、柔軟度

及核心控制，紅繩懸吊運動系統具有安全與樂活的特性，非常適合

長照領域的應用。 

(4) 預計 107年 12月 23 日於林口長庚醫院與林口高齡醫學科、臺灣物

理治療學會辦理一場「長照 2.0居家復能跨專業論壇」，將邀請衛生

福利部長官針對長照 2.0最新政策說明，以及醫師、護理、物理治

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照顧服務等各領域專業人員進行長照復

能服務現況和成果分享，以提升醫學院相關系所師生對高齡健康及

長期照護跨領域的知能和興趣。 

C.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透過本學程的實務專案實習安排，實質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去年完成

此專案實習課程的六名學生中，已有一人立刻受聘於實習單位「優照護」，

並獲得護理總監之高職位。 

(四)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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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首創以高擬真模具進行心音評估與臨床推理教學課程，並以研討會分享給

   全國之教學醫院。 

具體措施及創新作法: 

1. 於 107/12/2舉辦心音評估與臨床推理教學研討會，為以高擬真模型、創新的

教材、小組實作、初階到進階的整合型心臟血管課程，通力合作的教學實踐

活動，其中參加的全國各醫學中心之臨床教師 23人，研討會中由長庚大學歐

陽品教務長致辭並歡迎日本高階經和(Takashina)教授演講，Takashina教授

以九 十歲高齡為大會的所有聽眾展現出他長期投入教學與追求卓越的精神

與教學典範。接著由褚柏顯教授介紹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心臟內科巫龍昇醫師

與長庚大學醫學系謝明儒副系主任演講，介紹本校借由高擬真模型與創新的

教材實施的小組實作教學課程經驗分享，獲得與會聽者的眾多的好評。 

另外研討會也進行分組的實際教學操作，由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心臟內科巫龍

昇醫師、吳家棟醫師及長庚大學醫學系謝明儒副系主任擔任分組講師。此研

討會成果豐碩，鼓勵本校繼續發展創新教學模式與課程。 

2. 購買創新教學討論用桌上型電腦 15組，改造模擬病房為互動式多功能討論空

間，以利各小組討論或其他創新教學課程運用。購置 VR-VIVE 教學系統，運

用 VR模擬實境技術規劃創新的解剖生理教學課程，使學生學習人體解剖 構

造細節，並利用 VR頭盔顯示細部解剖構造的拆解、組裝及 360度翻轉觀察 。

另外本校之技能中心預計開發學生證刷卡系統，紀錄學生出勤紀錄及 活動參

與率，以臨床技能模擬中心朝圖書館化發展為目標發展。 

(五)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具體措施及創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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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 107/11/7舉辦產業核心人才培育演講及座談會，邀請澳洲墨爾本大學醫

學教育系 Delany Clare 教授分享醫學教育與道德、醫學倫理的實踐與反

思。 

2. 於 107/11/26 舉辦產業核心人才培育演講及座談會，邀請台北藝術大學電

影創作學系滕兆鏘老師分享電影原理與微電影製作、微電影製作技巧示範。 

3. 於 107/12/12 舉辦設計思考工作坊，邀請蔡書維醫師、何宗穎醫師、王友

明醫師、陳頤欣博士、黃書葦博士、廖健宏醫師分享針對醫療器材的全新

概念思考，來自史丹佛大學 (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STB) 原汁原

味的創新課程。於 107/12/18 舉辦業核心人才培育演講及座談會，邀請馬

偕醫院生醫創新中心主任黃明源醫師分享 Engaging Patients in the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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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數位醫療經驗分享。於 107/12/19舉辦產業核心人才培育演講及座

談會，邀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許華山副教授分享長照與空間尺度、

跟著建築師快樂學畫畫 (畫畫與恢復力)。於 107/12/26舉辦產業核心人才

培育演講及座談會，邀請湯孝威博士分享醫療器材創新、醫療創新產業分

享。 

4. 亮點: 籌建長庚大學新設臨床技能與模擬中心 

校方挹注大量教學資金，配合高教深耕計劃，落實教學實踐精神。 

長庚大學新設臨床技能與模擬中心，能緊密結合本校之高教深耕計畫，本

中心是整合多重的健康專業學習場所、同時也是技能及態度學習的空間。

本中心以創造充足的硬體及空間，俾能結合先備之醫學知識與自我反思的

擬真學習機會、建構完善的教學軟體資源的訓練中心。希望能有效提升健

康照護學生團隊之基本臨床技能及模擬情境教育，並強化跨領域團隊合作

照護之教育。 

本中心於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地下二樓共五百五十餘坪。包含模擬病棟

(含模擬病房 12間及護理站)，模擬手術室及加護病房各一間，OSCE考場控

制中心 (含考生報到區，考生休息區兩區，中控室，考官遠端評分區，標

準化病人簡報室) 。另規劃行政辦公室，及多功能教室四間。總預算七千

八百餘萬元。 

本中心配合數位化教學需求，納入建置數位解剖台及高擬真模擬教學模型。 

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本中心規劃各式跨領域模擬教學及臨床技能教

學課程，增設跨領域模擬教學及多媒體互動小組討論教室。並為了推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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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各學系臨床技能創新教學與評估，開始推廣客觀結構化臨床計能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陸續舉辦標準化

病人培訓工作坊及 OSCE考官培訓工作坊。 

本中心也積極輔導醫學院各學系的創新教學課程，開始推廣模擬教學課程，

以課堂上課無法體驗的臨床重症模擬案例，讓醫學院學生能夠親自體驗與

接受老師詳盡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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