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創意思考的教室-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 讀書與講座暨實作工作坊。 
三 活動地點：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行政大樓 4F OSCE 會議室 
四 活動內容：邀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濯亞國際學院公民老師-劉恆昌，課程設計走

進教室引導學生的教學方法與技術學理應用，從實作中體會與分享創意思考的教室。 
五 活動花桇： 

六 成效分析：創意思考的教室-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四場次之活動參與率平均為 84.92%，
研習滿意度平均為 92.04%。劉恆昌講者之探究教學的過程主要分別是：引出動機及概念
分析、歸納通則、應用並調查驗證，最後持續反思，逐步建立通則，期待社群教師演繹
創意思考法，建構自由的腦內環境，突破框架，強化教學品質。 

執行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活動日期：108 年 5/28、6/10、6/26、7/03 
參加人數： 13、13、20、15 活動滿意度：92.04%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08 年 05 月 28 日 
照片說明：創意思考的教室-概念為本的課程

與教學-讀書與講座。 

拍照日期：108 年 06 月 10 日 
照片說明：劉恆昌教師與學共社群教師討論與

討論「概念為本」（CBCI）整合概念。 

  
拍照日期：108 年 06 月 26 日 
照片說明：講者與社群教師熱烈分組討論-歷
程性結構與知識性結構單元。 

拍照日期：108 年 07 月 03 日 
照片說明：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實作工作坊

講者與社群教師大合照。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設計思考遇見跨領域教學-談跨領域課程開設與教學推動經驗講座、設計思考的操作。 

三 活動地點：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 2F會議室 
四 活動內容：本活動讓老師認識設計思考，藉概念分享與推動經驗協助教師瞭解設計思考

融入跨領域課程開設的多元思維，激發教師從設計思考的內涵省思跨領域課程與教學。 
五 活動花桇： 

六、成效分析：跨域課程設計歷程邀請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習中心主任王明旭，此兩階段

研習教師參與率平均為 79.38%，研習滿意度平均為 89.87%，透過不同領域的專業合作，培養

跨域溝通合作的人才，創新社會所需之主題與產業接軌，提昇教師設計思考的思維。 

執行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活動日期：  108 年 6 月 04 日、07 月 04 日 
參加人數：14、17 活動滿意度：82.60%、97.14%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08 年 06 月 04 日 
照片說明：仁德醫專黃柏翔校長致詞。 

拍照日期：108 年 06 月 04 日 
照片說明：設計思考遇見跨領域教學-談跨領
域課程開設與教學推動經驗講座。 

  

拍照日期：108 年 07 月 04 日 
照片說明：設計思考的操作與夢幻教室設計。 

拍照日期：108 年 07 月 04 日 
照片說明：王明旭老師與學員的教室大合照。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教學成長研習 
三 活動地點：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行政大樓 2F教務處會議室 
四 活動內容：邀請台北醫學大學王明旭老師、大葉大學鄭孟玉老師及觀議課專家鄭美瑜教

師，提供教師許多教學策略與方法，深化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 
五 活動花桇：  

六 成效分析：沿續上學期的設計思考主軸，透過設計思考化之課程設計及教材製作發想與
對話，發現實踐教學的精髓，實作部分透過教學策略與學習共同體社群教師共同備課，
研習之滿意度平均達九成。實踐並啟發教師回到自己的教學，省思教學歷程。 

執行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活動日期：  108 年 9/11、9/25、10/02、10/15 
參加人數： 14、12、17、11 活動滿意度： 97.50%、100%、98.18%、76.50%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08 年 9 月 11 日 
照片說明：『發想與對話設計思考的課程設計

與教材製作』王明旭老師。 

拍照日期：108 年 09 月 25 日 
照片說明：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期初

聚會-社群教師。 

  
拍照日期：108 年 10 月 02 日 
照片說明：『發現教學實踐研究的美』教師教

學成長研習-鄭孟玉老師。 

拍照日期：108 年 10 月 15 日 
照片說明：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探究教學工具

及共同備課(實作篇)研討會-鄭美瑜老師。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學習共同體觀議課及議課(實作篇)研習會、教師社群工作坊、座談會 
三 活動地點：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5N205教室、5R302教室、創客教室、2F會議室 
四 活動內容：邀請鄭美瑜專家觀議課，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丁后儀老師提供創新教學的方法，

及福星國小許明峯校長的微型反思教學，導入課程規畫與策略，引領教學創新變革。 
五 活動花桇： 

六 成效分析：社群教師系列研習活動滿意度平均達九成以上。社群教師-郭侑欣及胡媄婷教
師實作觀議課，研習敬邀多位專家，與學習共同體老師共同觀議課，丁后儀老師則提供
創新教學的方法，透過許明峯校長的微型反思教學，引領教學創新之實踐。 

執行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活動日期：108 年 10/21、10/24、10/31、11/18 
參加人數：6、5、7、14 活動滿意度：99.20%、98.33%、100%、100%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08 年 10 月 21 日 
照片說明：學習共同體觀議課及議課(實作篇)
研習會-郭侑欣老師。 

拍照日期：108 年 10 月 24 日 
照片說明：學習共同體觀議課及議課(實作篇)
研習會-胡媄婷老師。 

  
拍照日期：108 年 10 月 31 日 
照片說明：『啊!創新教學是什麼?』教師教學

工作坊-丁后儀老師。 

拍照日期：108 年 11 月 18 日 
照片說明：微型教學反思教學實踐座談會-鄭
美瑜與許明峯專家。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 1  學期 
一 分項計畫：4.1 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通識教育教師社群 
三 活動地點：通識教室 
四 活動內容：呼應科學素養等議題，釐清跨領域與創意教案以及桌遊等，以交流啟發教學。 
五 活動花桇： 

執行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日期：108 年 9 月至 12 月 
參加人數：約 130 人次 活動滿意度: 整體平均 94.9%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08.11.29 
照片說明：從苗栗看世界(講者官大愋) 

拍照日期：108.10.16 
照片說明：桌遊融入教學 I (講者廖志勇) 

  
拍照日期：108.10.23 
照片說明：醫療與服務(講者許文賢)  

拍照日期：108.11.18 
照片說明：科學素養(講者蔡培安)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質化成果 

就教學面:運用通識各教學組專業，釐清科學素養、環境教育、跨領域與創新等議題，從而內化為通識教師

教學上的素養；在資源運用上，請校外專家示範桌遊融入教學的破冰與學習動力的啟發，並藉重智慧財產

權專家，釐清教材編纂上的合理使用，提供交流的平台，讓教師看見教學可以不一樣。相關摘錄如下: 

1.教學實踐需留下豐富的學習單紀錄，需要時間與心力促成，也見證教學活動的扎實與精采，以儲備教

案創新的成功。 

2.創新教材是教學成功的基石，掌握不營利、不複製販賣、教學之用，能在使用資源中取得智財的合理

使用原則。 

3.桌遊活動，能破冰打破隔閡，認識學習的共同體，在有趣的氣氛中，有助於教學訊息的傳遞，學習不

再是孤單。 

就在地面: 

1.苗栗的美，需要發現的眼睛，看見苗栗恬雅清幽的特色，足以發展特色帶動經濟活動。 

2.不論是地方經濟或個人資產配置，等待時機是必要。 

(二)量化分析 

通識教師社群，共辦理「科學素養」、「環境教育」、「創新教學案例分享」、「跨領域教材設計」、「製作教材

不侵權」、「醫療與服務」I、「醫療與服務」II、「桌遊融入教學」I、「桌遊融入教學」II、「從苗栗看世界」

等主題，共 10 場，約 150 人次。活動滿意度平均為 94.9%，顯見參與人員皆能從講座中的切磋有所收穫。

各場次滿意度如下表: 

 

  

拍照日期：108.11.19 
照片說明：環境教育(講者管芳苡) 

拍照日期：108.11.25 
照片說明：製作教材不侵權 (講者陳姿縈)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 1  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情境模擬教學 

三 活動地點：產科教室 

四 活動內容：糖尿病足評估與護理指導 

五 活動花絮： 

執行單位：護理科 活動日期：107 年 10 月 22 日 
參加人數：12 人 活動滿意度： 

活動花絮 

  
拍照日期：108.10.22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先與 SP 說明情境教

案的執行目的 

拍照日期：108.10.22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動  

  
拍照日期：108.10.22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動，解決 SP 的問題 

拍照日期：108.10.22 
照片說明：試課後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情境教

案試課中所發現的問題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1.情境教學模擬回饋意見統計 

(1)教師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部分 
同意 

5. 
完全 
同意 

1.能使學生達到設定之學習目標    v  

2.能統整學生所學的知識    v  

3.能增加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    v  

4.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v  

5.教案設計的內容確實符合臨床情境    v  

6.有助於學生將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v   

7.教案的難度合宜   v   

8.教案的評核表項目合宜   v   
 
9.整體而言，您對於此份教案內容有什麼建議？ 
 (1).情境內容太簡單，SP 的問題症狀呈現較少，宜增加情境內容劇情，讓考生可以 
    思考如何統整分析 SP 的問題及如何解決. 
 (2). 本情境教案內容較著重糖尿病足評估與護理指導的學理內容，較缺乏同理心、關懷及

互動的溝通。 
10.整體而言，您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有什麼建議？ 
 (1).宜增加豐富情境教案的內容及考生任務。 
 (2).減少一些知識學理的背誦 
 (3).多一些人文關懷、同理心及與病人溝通的互動過程 

(2) 標準病人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 
非常不

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部分 
同意 

5. 
完全 
同意 

1. 教師對劇本內容說明清楚合宜     v 
2. 此劇本內容演出的難度合宜     v 
3. 此教案演出的時間長短合宜     v 
4. 此教案演出的環境和場地設置合宜     v 
5. 過程中對模擬學習者的互動表現滿意     v 
6. 過程中能了解模擬學習者提供的處置與說明     v 



7 對於本情境教案內容之建議?  
可以讓多一點同學上來當模擬學習者，畢竟在台下觀看跟在台上操作會有不同的感受，

所學的也會有所不同。或者是請每一組都自行操作一次情境操作，再讓每組派一個人

出來討論，過程中或許又可以得到不同見解，進而得知自己所不知道的。 
 
8.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整體意見及建議? 
整體而言過程是流暢的，但如果能讓不只一組同學觀看應該會更好，因為有一個情境

模擬操作觀看會比單純找同學操作來得有印象，所以希望同學們都有機會看到，畢竟

這種算是比較貼近臨床的，過程中也能讓同學們看看自己有哪些方面可以改進。 

 

(3) 觀察學習者(共10人)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非常

不同意 
 2.不同

意 
 

3.普通 3.部分 
同意 

4.完全

同意 

1.提升學習興趣。 0% 0% 10% 40% 50%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0% 0% 0% 30% 70% 
3.課程內容的理解。 0% 0% 10% 30% 60%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 0% 0% 20% 30% 50%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0% 0% 10% 20% 70%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 0% 10% 10% 30% 50%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0% 0% 0% 50% 50% 
 

 從這個情境中你觀察到什麼? 

1. 自己身為模擬學習者，觀察到護理師的角色非常重要，需要有從容不迫的解決能力，也需

要有相當的學理能力及技術執行的能力，面對臨床的操作需要有很強的應變能力，需要好

好加強自己。 

2. 在操作技術前有洗手.核對病人基本資料，過程中也有詢問病人的感受，最後也有教導病

人在生活上該要注意的。 

3. 觀察到因為模擬學習者會緊張，所以感覺指記得要用半定量音叉測試雙足振動感跟雙足輕

觸與針刺感測試，忘了要先視診、觸診、最後也忘了工作後洗手。 

4. 模擬學習者很緊張，可能因為對於情境模擬教學還不熟。 

5. 利用足部評估可以觀察糖尿病嚴重度，可做適當的處置護理;也可以讓個案瞭解到生活習

慣要適時調整，盡早改善目前病況；適度做評估，使病情延緩、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6. 護理師在做技術前有先向個案說明，過程中都面帶笑容，仔細的幫個案做檢查和衛教，和

個案溝通也很良好，衛教也很仔細。 

7. 從情境教學中可觀察到模擬學習者面對個案時有親切的態度，也很清晰的跟個案做衛教重

點。 

8. 學習者在操作過程顯得有些緊張，但整體上還是表現不錯。和個案也有互動，沒有忘記這



一點，臨床上有許多護理人員會忽視這點，並且操作結果都有向個案解釋清楚。 

9. 操作技術時只會照著評值表的步驟做，卻忘了要隨時注意個案感受。 

10.模擬學習者一開始有些緊張但和病患溝通後有比較好。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值得學習的優點? 

1. 自己就是模擬學習者，覺得自己還有許多缺點需要繼續努力學習。 

2. 良好的態度、熟練的技術、口齒清晰、有專業感。 

3. 對個案是親切的，講話輕聲細語。 

4. 因為第一次做所以覺得缺點比較多，還比較沒什麼優點。 

5. 要操作的步驟&流程都會事先與個案說明，讓個案比較不會那麼緊張，衛教方面清楚詳細。 

6. 說話方式溫柔，和個案溝通良好且有禮貌；做技術前有先和告案說明，然後操作技術流暢，

雖然順序有誤；衛教很清楚。 

7. 模擬學習者對個案的親切態度以及從容的態度。 

8. 學習她冷靜的態度還有從事工作認真的程度，以及操作的過程很流暢。 

9. 面帶微笑。 

10.溫柔的和個案溝通，比較不會讓個案緊張，技術操作也很熟練。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需要可再加強的部份? 

1. 不論是自己的學理還是做技術都需要再加強，技術的操作需要再更確實，要訓練自己的應

變能力，在未來面對問題時才能迎刃而解，並以不緊張、從容的解決問題，經過此次情境

教學後更能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也能更印象深刻自己需要在加強的部分，也因為深刻更

能記住自己常犯的錯誤，幫助自己在之後的技術操作不要犯相同的問題。 

2. 這是模擬真實的情況去做，所以不只在技術方面要精確，與病人的互動其實才是模擬教學

的用意。 

3. 一開始有提供一些個案的病史，但忘了關懷個案；沒有叫個案從床上坐起來，比較好操作

技術；忘了叫個案閉眼睛。 

4. 對於情況題內個案的一些症狀並沒有關心，比如:多次燙傷、腳感覺不到熱水的溫度等問

題；還有忘記變更個案做測驗時的姿勢。 

5. 與個案的互動要在更頻繁一點；做每一項測試要與個案說明是否異常；需要多觀察個案多

方面的影響。 

6. 操作技術的順序、測試方式並且要多關懷病人；多觀察個案的反應和姿勢有無不舒服。 

7. 可能模擬學習者在操作技術前有些緊張，有些操作的過程順序有些顛倒，還有技術操作前

的準備測是有一點忽略掉，對於這個是能夠再給予加強。 

8. 最後執行衛教時，可以再多說一點，也可以詢問個案還有沒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替個案解

答。 

9. 操作技術時可以多主動關心個案，並依情況請個案閉眼及睜眼，然後與個案對話時須注意

高度，盡量不要從上望下看個案，避免給個案壓力。 

10.模擬學習者沒有瞭解個案的生活狀況和疼痛的不適，只按照檢查的步驟執行檢查，衛教也

較少。 



 如果你是模擬學習者，會有哪些不同的處置或衛教表現? 

1. 若在執行一次我會更加強關心個案及衛教的部分，先詢問他的需求，關心他的問題所在後

給予幫助，也會給予更貼近個案需求的衛教指導，還有增加一些飲食.運動方面的衛教指

導，讓個案對自己的疾病能更加瞭解。 

2. 會以學理上所教導我們技術的順序，視診後在做觸診，且在面對病人時請他坐起才不會有

壓力，關心他是否還有其他相關問題疑問，還有告知一些飲食的原則。 

3. 我會利用身邊的椅子，請個案坐到椅子上，這樣操作會比較準確，也更方便操作。 

4. 會多關心個案的身體狀況，以及燙傷的原因等。 

5. 會隨時注意個案的反應，再依據當時的情況來做衛教。 

6. 多關心個案，瞭解一些他先前的生活習慣，再給予相對應的衛教。 

7. 從情境教學有看到模擬學習者在幫個案做腳底觀察以及刺痛感測試時，因個案是躺著的，

顯得做測試時空間有點狹窄，對比假如是我，會請個案採半坐臥或坐姿，然後衛教部分會

問個案平時有那些問題，並給予解答。 

8. 我會瞭解個案是否還有其他疾病，還有評估個案的狀況進而做更多元的衛教。 

9. 詢問個案疼痛史；飲食以少油、少吃精緻食物、不可過鹹；建議個案採低醣飲食、多運動。 

10.多給個案一些護理指導和相關衛教，在檢查前和個案聊天詢問近期的狀況和疼痛情形。 

 對於未來護理專業課程若是採取[情境模擬教學] 方式進行，你有什麼建議? 

1. 我覺得實作的情境教學模式非常棒，能讓模擬學習者&台下的同學印象深刻，加深對技術

的操作及學理的知識，透過實際的操作有助於幫助自己(模擬學習者)更知道自己的問題所

在，這樣未來到臨床上，才能更知道該怎麼解決突發狀況。情境教學讓我學到很多，希望

未來有機會可以將臨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藉由情境教學排練一次，這樣實際遇到時會比較

熟練。 

2. 能讓護生更貼近臨床感，希望在之後的”技術大考”也能以這種方式進行。 

3. 希望未來能以這種方式上課，會使我們有更貼近臨床的感覺，這樣到臨床處理事情的能力

就會更佳。 

4. 在平時技術練習時也要採取情境模擬的方式去練，讓大家熟悉這種方式。 

5. 可以採多組的示範，情境也可以多樣化，讓操作者去思考。 

6. 可以有多一點的範例，或平時考試多考一些情境，避免學生到社區.臨床時不知如何處置，

上課時也可多教一些關於情境的相關情況，讓我們未來考OSCE或到臨床時不會那麼緊張，

然後可以再更早實施，像二年級的基護時就開始，且安排一些教學。 

7. 假如未來專業課程當中有情境模擬教學，覺得是挺不錯的，可增加一些不同的經驗及學習，

增加一些臨床的操作感，避免未來遇到時不知如何操作，但對課程教學可提供多一點的說

明，例如:情境教學目的是為了甚麼。 

8. 蠻喜歡情境教學的，因為可以看別人技術操作，然後加深自己的印象，同時也可以看別人

在面對個案時會做出甚麼樣的應對方式。這些都可以讓自己成長，並學到更多東西。 

9. 希望未來能多一些情境模擬教學，這樣能使我們更熟悉臨床。 

10.情境教學只在病床上，對於離病床比較遠的位置會看不清楚，或許可以加上投影機拍攝播

放，這樣大家能看得比較清楚。 

 



二、預演後討論內容 

1.引導觀察員說出，覺得護生與個案之間的溝通互動及護理指導過程中，有那些優點? 有那

些缺點?如何做會更好? 

2.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向個案執行足部疼痛評估過程中，是否正確?是否有其他建議? 如何

做會更好? 

3.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向個案執行視診及觸診評估過程中是否正確?是否有其他建議? 如何

做會更好? 

4. 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執行足部護理的衛教是否正確?是否有其他建議? 如何做會更好? 

5. 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提供護理指導過程中，哪些行為是運用了語言及非語言的關懷技巧?

是否有其他建議? 

三、討論回應如下: 

在引導之下，觀察員皆能說明此次情境預演的模擬學習者能夠運用其所具備的護理知識進行

情境之判斷。也能指出模擬學習者給予標準病人的糖尿病足評估與護理指導之處理過程是合

宜的，且提供的護理指導相當具有耐心及親切感，能主動詢問關心個案，考量到個案是否對

衛教內容了解。在示範指導的過程中，面對標準病人解釋時，有一定程度的展現同理心、關

懷，相當值得觀察學習者學習。 

由於平時沒有接觸情境模擬教學，整體上略顯制式化，也較緊張，但是，模擬學習者仍能適

時地展現自己的學理知識、技術能力及溝通能力，讓觀察者更能融入情境，更了解護理知識

的應用，覺得能夠幫助自己在臨床實習時，較快適應實習時的學習情境。在學習過程中，能

彼此給予鼓勵、讚美，並反思，提升學習意願。 

在示範指導的過程中，面對個案解釋時，相當程度展現同理心的關懷與舉動，相當值得觀察

學習者學習。 

因為第一次面對標準病人扮演的個案，相當緊張，但也充分展現自己的溝通能力，面對真實

臨床情境，之前能在學校裡有這樣的模擬學習機會很棒，能夠真正幫助自己在臨床實習時，

能夠較不緊張，也能較快適應實習時的學習情境。同學們也能藉由同學展現的學習過程，給

予鼓勵及讚美，並反思自己可以如何做。 

肆、 總結  
(請包括所有質量性意見討論與建議) 

(一)質性意見: 

1.此種情境教學方式，增加學生執行技術練習時的臨床真實感，學生於認知及情緒面更加投

入，對於課程內容吸收更多，學習成效更佳。「希望對於未來的教學能有更進一步的改變，

不要再只是對著假病人自言自語的講話，可以有標準的病人，這樣可以讓人有臨場的反應…」 

2.情境教學可縮短「課堂實作教學」、「臨床實習課程」之「教」與「用」的落差，降低學

生對於臨床實習課程之焦慮與適應不良。 

3.「運用此方式來授課，可以讓學生較有臨床的真實感，到了臨床也比較不會手足無措，並

且提升個人應變能力。」 

4.「是一個很寫實的情境，平常的技術課很死板，一直背流程然後跟不會講話的假病人講話，

習慣之後到了臨床，突然有什麼不一樣的地方，會突然很緊張不知道怎麼辦，所以希望未來

能有這樣子的上課模式，讓大家平常都可以學習到比較真實的情景。」 



5.提升學生問題解決能力及促進與家屬間的溝通。 

「往後臨床上說話的技巧也是很看重，要注意衛教對象的教育程度要表達的清楚明白，做到

把需要注意的都傳遞給主要照顧者。」 

6「面對病人、家屬的疑問更考驗我們平時累積具備的專業知識，應變能力跟溝通技巧，不單

單的是執行護理技術也要適時的表達同理心跟關懷的態度，希望未來也能夠有更多這樣的情

境教學，相信會降低未來走入臨床面對真病人的不適應感。」 

 

(一)量性意見: 

1.試教時，觀察學習者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提升學習興趣(2)統整所學的知識

與技能(3)課程內容的理解(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

力(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2.  
2.試教時，標準病人均同意「情境模擬教學」可以達成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對課程的理解、

與統整學生所學之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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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 1  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情境模擬教學 

三 活動地點：產科教室 

四 活動內容：糖尿病足評估與護理指導 

五 活動花絮： 

執行單位：護理科 活動日期：108 年 10 月 24 日 

參加人數：13人 活動滿意度： 

活動花絮 

  

拍照日期：108.10.24 

照片說明：教師先說明情境教案的執行目的及試課進行

方式 

拍照日期：108.10.24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標準病人互動  

  

拍照日期：108.10.24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標準病人互動，

解決標準病人的問題 

拍照日期：108.10.24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標準病人互

動，評估與解決標準病人的問題 

  

拍照日期：108.10.24 

照片說明：試課後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情境教案試課中

所發現的問題 

拍照日期：108.10.24 

照片說明：試課後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情境教案試課

中所發現的問題 

六 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回饋意見統計 

1.情境教學模擬回饋意見統計 

●教師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部分 
同意 

5. 
完全 
同意 

1.能使學生達到設定之學習目標    v  

2.能統整學生所學的知識    v  

3.能增加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    v  

4.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v  

5.教案設計的內容確實符合臨床情境    v  

6.有助於學生將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v   

7.教案的難度合宜   v   

8.教案的評核表項目合宜   v   

 

9.整體而言，您對於此份教案內容有什麼建議？ 

 (1)情境內容方面，由於標準病人的非語言呈現較少，加上學習者平時較少接受情境教學的

方式，所以，試課時有些情境呈現不出來，可以增加情境內容劇情，讓學習者更能思考

標準病人的問題並解決問題。 

 (2)本情境教案內容較著重糖尿病足評估與護理指導的學理內容，較缺乏同理心、關懷及互

動的溝通。 

10.整體而言，您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有什麼建議？ 

 (1)增加情境內容劇情。 

 (2)增多關懷、同理心及與病人溝通的互動過程。 

  



●標準病人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非常
不同意 

2.不同
意 

3.普通 4.部分 
同意 

5.完全 
同意 

1. 教師對劇本內容說明清楚合宜 0% 0% 0% 100% 0% 

2. 此劇本內容演出的難度合宜 0% 0% 0% 0% 100% 

3. 此教案演出的時間長短合宜 0% 0% 0% 100% 0% 

4. 此教案演出的環境和場地設置合宜 0% 0% 0% 100% 0% 

5. 過程中對模擬學習者的互動表現滿意 0% 0% 0% 100% 0% 

6. 過程中能了解模擬學習者提供的處置與說明 0% 0% 0% 100% 0% 

7. 對於本情境教案內容之建議?  

(1) 可以和考生能有更多的互動。 

(2) 考生提出的問題能在劇本中呈現。 

8. 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整體意見及建議? 

(1) 可以多使用情境，讓大家能多運用學理和思考。 

●觀察學習者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非常
不同意 

 2.不同
意 

3.普通 4.部分 
同意 

5.完全 
同意 

1.提升學習興趣。 0% 0% 0% 73% 27%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0% 0% 0% 64% 36% 

3.課程內容的理解。 0% 0% 0% 64% 36%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 0% 0% 0% 55% 45%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0% 0% 0% 55% 45%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 0% 0% 0% 73% 27%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0% 0% 0% 45% 55% 

 

 從這個情境中你觀察到什麼? 

1. 技術純熟，可以給予個案正確的衛教。 

2. 很詳細的把技術做到，但有些內容有些制式化，我覺得可以更生活化一些。 

3. 觀察到與病人互動的方式。 

4. 如何在過程中將所學的知識應用在平常。 

5. 觀察到護生和標準病人都有點緊張，和病人互動也可能太像考試的方式呈現。 

6. 太過制式化，不夠了解病人想法。 

7. 技術熟練，有詢問個案是否能自行行走。 

8. 了解如何去做檢查和衛教。 

9. 護生能夠清楚了解技術的步驟，對糖尿病足衛教也有一定的了解。 

10. 可以與病人交流、互動。 

11. 關心今天發生了什麼事，問候他。 

12.少了些生活化衛教。 



13.護理評估的重要性。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值得學習的優點? 

1. 會適時觀察個案狀態。 

2. 在技術方面護生都做得很詳細。 

3. 有注意到小細節。 

4. 技術做的很熟練。 

5. 技術執行的非常好，過程很流暢、熟悉。 

6. 親切，技術讓個案放心。 

7. 在與個案互動時能夠顧及個案是否有聽懂衛教內容。 

8. 技術良好，關心病人。 

9. 幫助病人讓病人感到溫暖。 

10.溫暖、仔細、技術純熟。 

11.確實、準確的技術。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需要可再加強的部份? 

1. 可以先了解個案所了解的衛教內容，再去提醒所需注意的地方。 

2. 制式化，可以問個案日常生活方面的狀態。 

3. 可以把生活融入於衛教當中。 

4. 避免個案在聆聽衛教時會不想聽或覺得與自己無關。 

5. 在衛教時能像朋友一樣的聊天方式進行。 

6. 了解個案不明白的部分，提醒病人。 

7. 可以跟病人多一點的互動。 

8. 衛教部分可以在現實點，可以用聊天的方式來執行。 

9. 互動過程可以多一點，能有多一點人情味，老人家通常比較希望大家有關愛他的感覺。 

10.可以多加詢問個案平時的生活日常，再針對不懂的地方衛教。 

11.可以更生活化，不然會太過於制式。 

12.利用個案自己知道的知識帶入自己要傳達給她的東西。 

13.更符合個案之衛教。 

14.詢問個案的感受，給予關懷。 

 如果你是模擬學習者，會有哪些不同的處置或衛教表現? 

1. 會先了解個案的狀態，更貼近個案的感覺。 

2. 更口語化的做解釋。 

3. 在過程中與病人有適當的互動。 



4. 和病人講多一些有關他病情和生活不便方面的衛教。 

5. 跟病人有更多互動。 

6. 把情境當作社區、居家來做，比較不會只照技術來做，心態調整。 

7. 在工具方面可以事先檢查，才能做除了評值表外更多的檢查。 

8. 生活化，像是朋友聊天。 

9. 多一點問候營造好的氣氛。 

10.更多跟個案互動、聊天。 

11.先詢問個案的感受，解釋技術的重要性，再做技術給予個案關懷。 

 對於未來護理專業課程若是採取[情境模擬教學] 方式進行，你有什麼建議? 

1. 能給更多的評估器具，讓模擬學習者可以去聯想出更多評估的技術。 

2. 這種教學可以讓大家一起討論思考。 

3. 可以有更多的用具可以使用。 

4. 不要有時間限制，這樣會導致沒有溝通、聊天的機會。 

5. 可以另找寬裕的時間去進行。 

6. 能增加融會貫通的能力。 

7. 必須更長時間讓每個人都盡量發言，人數可以少些。 

8. 多人參與。 

二、預演後討論內容 

1.引導觀察員說出，覺得護生與個案之間的溝通互動及護理指導過程中，有那些優點? 有那

些缺點?如何做會更好? 

2.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向個案執行足部疼痛評估過程中，是否正確?是否有其他建議? 如何

做會更好? 

3.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向個案執行視診及觸診評估過程中是否正確?是否有其他建議? 如何

做會更好? 

4. 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執行足部護理的衛教是否正確?是否有其他建議? 如何做會更好? 

5. 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提供護理指導過程中，哪些行為是運用了語言及非語言的關懷技巧?

是否有其他建議? 



三、討論回應如下: 

在引導之下，觀察員皆能說明此次情境預演的模擬學習者能夠運用其所具備的護理知識

進行情境之判斷。也能指出模擬學習者給予標準病人的糖尿病足評估與護理指導之處理過程

是合宜的，且提供的護理指導相當具有耐心及親切感，能主動詢問關心個案，考量到個案是

否對衛教內容了解。在示範指導的過程中，面對標準病人解釋時，有一定程度的展現同理心、

關懷，相當值得觀察學習者學習。 

由於平時沒有接觸情境模擬教學，整體上略顯制式化，也較緊張，但是，模擬學習者仍

能適時地展現自己的學理知識、技術能力及溝通能力，讓觀察者更能融入情境，更了解護理

知識的應用，覺得能夠幫助自己在臨床實習時，較快適應實習時的學習情境。在學習過程中，

能彼此給予鼓勵、讚美，並反思，提升學習意願。 

 

肆、 總結  

(請包括所有質量性意見討論與建議) 

(一)質性意見: 

1.此種情境教學方式，增加學生臨床的真實感，讓學生能更加投入，提升學習成效。 

「這次的情境教學，讓我們護生有一個機會可以體驗未來臨床上可能遇到的真實情境，多了真實感，讓

大家有機會運用學理和思考」 

 

「這次的情境教學方式，讓我在做技術時更可以將技術與學理相互結合，在做技術時也可以

更有自信」 

 

「我很喜歡用這樣的教學方式，利用情境讓我們更加進入狀況，不再像是單方面的口頭教學，擁有互動會

讓我們印象深刻」 

 

「希望對於未來的教學能有更進一步的改變，不要再只是對著假病人自言自語的講話，可以有標

準的病人，這樣可以讓人有臨場的反應」 

 

「藉由這次的情境教學，實際與病人互動，讓我覺得更加的貼近臨床，也更加令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 

「今天很幸運能夠參加這個情境擬真教學，我很喜歡這種方式的上課，這個更能讓我印象更深，而且學到

的不只是技術還有往後臨床上的技巧」 

 

2.情境教學可縮短「課堂實作教學」、「臨床實習課程」之的落差，有助於學生臨床上的適

應及運用。 

「運用情境教學方式來授課，可以讓學生較有臨床的真實感，到了臨床也比較不會手足無措，

並且提升個人應變能力」 

 



「我覺得這種方式可以提前讓自己適應職場上的生活，使自己以後在職場上跟個案溝通或衛

教能夠更加的自然，讓他人覺得自己是專業的護生是可以信任的」 

 

「是一個很寫實的情境，讓大家可以學習到比較真實的情景，減少未來初入臨床的緊張及焦

慮，將有助於護生對臨床的適應」 

 

「這次情境教學的經驗，讓我發現離臨床又更近一步，臨床的真實感及臨床反應要夠才能應付的，過程

中,讓我們了解須顧慮到標準病人的情緒反應，因此我們需要學習同理心的部分，在未來真正出去實習時能夠更

了解個案真正要的是什麼」 

 

「面對病人的問題更考驗我們平時累積具備的專業知識，應變能力跟溝通技巧，不單單的是

執行護理技術也要適時的表達同理心跟關懷的態度，希望未來也能夠有更多這樣的情境教學，

相信會降低未來走入臨床面對真病人的不適應感。」 

 

3.提升學生問題解決能力及促進與家屬間的溝通。 

「觀察操作者做技術時，也可以順便反思自己有哪裡做得不好，大家相互學習，之後也可以藉由這次的教

學來訓練自己的應變能力」 

 

「這次的擬真教學學習到很多東西，真的跟臨床十分相近，所以我覺得這種情境擬真可以讓自己具備未來臨

床的適應以及反應能力，是相當不錯的教學課程」 

 

「學到如何應對臨床上可能會發生的事情，若像我們一如往常背課文做技術，很容易自言自

語以及念技術單上的所有字句，而情境題也是我今天新學到的事情，我們以前都是從頭做到

尾，而給情境題是只需要做他給的事，學會判定問題做技術的護理指導」 

 

「讓我學習到如何將課本所學到的知識，運用到這個情境，當面對病人突如其來的問題時，

應該將所學習到的所綜合，再將正確的知識帶給病人。」 

 

(一)量性意見: 

1.試教時，標準病人均同意「情境模擬教學」可以達成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對課程的理解、

與統整學生所學之知識。 



 

 

2.試教時，觀察學習者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提升學習興趣(2)統整所學的知識

與技能(3)課程內容的理解(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

力(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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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標準病人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部分同意 

5.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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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觀察學習者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部分同意 

5.完全同意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 1  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 活動主題：情境模擬教學 

三 活動地點：產科教室 

四 活動內容：糖尿病足評估與護理指導 

五 活動花絮： 

執行單位：護理科 活動日期：108 年 10 月 25 日 

參加人數：51人 活動滿意度： 

活動花絮 

  
照片說明：學習者執行足部檢查 照片說明：學習者執行足部檢查 

  
照片說明：觀察者分組討論回饋 照片說明：觀察者分組回饋意見 

  
照片說明：參與學生分享情境模擬教學的意見 照片說明：觀察者分組討論 

 



六、 成效分析 (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 學生回饋：  
(一)、觀察學習者（51 人）： 
A 滿意度統計 

項目/次數 3.普通 3.部分同意 4.完全同意 平均分數 

1.提升學習興趣。 5 22 23 84.00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4 22 24 85.00 

3.課程內容的理解。 4 19 27 86.50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 3 18 25 86.96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3 23 25 85.78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 5 25 21 82.84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4 23 24 84.80 

 

 
B. 質性意見： 

一、從這個情境

中你觀察到

什麼? 
 

1. 執行技術者，技術不純熟，有漏技術，解釋不清楚 
2. 從這次的情境中，我觀察到了對於病人觀察的細心度及需要加強改善的缺

點 
3. 護理師的學理知識的重要性及細心度 
4. 護生聲音太小，熟練度不夠，做太快看不清楚 

1.提升

學習興

趣。 

2.統整

所學的

知識與

技能。 

3.課程

內容的

理解。 

4.增加

對臨床

情境的

分析思

考能

力。 

5.增加

對臨床

情境的

處理能

力。 

6.對未

來臨床

情境個

案照護

之信

心。 

7.提高

學理與

臨床應

用之結

合。 

平均分數 84.00 85.00 86.50 86.96 85.78 82.84 84.80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學習者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5. 觀察到同學之間的友情，對於第一次情境中操作的緊張 
6. 觀察到病人震動感測試的部分略低，位在標準值，可以針對這個部分給多

點建議 
7. 觀察到技術中少做到的步驟 
8. 觀察到對技術不熟悉時會使操作者較緊張 
9. 觀察到是否有認真練習 
10. 平時上課有沒有認真練習 
11. 沒有注意到關心病人 
12. 觀察到做技術時容易犯的錯及需要加強的地方 
13.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護生和病人的對答 

 
二、模擬學習者

的哪些行為

表現是你認

為值得學習

的優點? 
 

1. 勇於嘗試不緊張，從錯誤中學習 
2. 對於者自信、從容的態度完成是值得學習的 
3. 執行技術時很自然 
4. 沒有怯場，有細心記得小地方 ex:溫暖雙手 
5. 在測驗前先示範操作方法讓病人了解操作的過程 
6. 模擬學習者在執行技術的時候特別的細心 
7. 會照顧病人的感受、勇敢 
8. 和病人說話聲音清楚，動作溫柔，非常在意病人感受 
9. 有讓我們對技術更加熟悉 
10. 技術流程大致上還算完整 
11. 對待病人態度良好 
12. 技術熟練一些 
13. 大部分技術做到，但不完整 
14. 態度親切、從容不迫 
15. 每個動作都值得學習 

 
三、 模擬學習者

的哪些行為

表現是你認

為需要可再

加強的部

份? 

1. 衛教及操作部分不太熟悉，操作前解釋不太清楚 
2. 做技術的認真積極度不夠 
3. 對於技術部分還要再熟悉 
4. 聲音可以大聲一點 
5. 對於這次足部評估操作不夠熟悉，解釋不完全 
6. 碰觸病人前洗手，解釋結果可以詳細一點，給予適當衛教 
7. 講話音量需大清楚點，衛教太少 
8. 我覺得他在核對病人方面不夠詳細，對於病人資料不夠了解，也沒有詢問 
9. 沒有完整衛教，講的不夠多 
10. 衛教不夠詳細，步驟做的不夠確實 
11. 施壓測試時的假動作應做足 2 次，學理部分衛教的不足 
12. 感覺有點太快了，很多都只有做單腳 
13. 衛教 
14. 在說話背熟一些細節 
15. 學理以及技術的操作確實核對病人 

四、 如果你是

模擬學習

者，會有

哪些不同

的處置或

1. 給予清楚解釋，衛教再清楚些 
2. 聲音可以再大聲一點，我相信之後會更好 
3. 適時關心病人確實說明 
4. 如果病人感覺冷的話，幫她蓋上被子，讓病人的姿勢舒適一點 
5. 會適當的衛教，適當的關心 p’t 可以給予飲食的衛教 
6. 根據評值表給予更多的衛教 



衛教表現? 
 
 

7. 語氣會更溫柔，衛教內容會更多，將步驟更熟練地做出 
8. 多補充一些資訊給病人 
9. 將學理背熟，技術操作多加練習 
10. 清楚地做自我介紹、解釋目的、衛教 
11. 分不同方面進行衛教，以一個種類進行延伸 EX:關於鞋子可以~關於

清潔可以~ 
12. 步驟更熟悉一點，檢查也會更加確實，衛教項目也會多增加一些內容 

五、 對於未來護

理專業課程

若是採取

[情境模擬

教學] 方式

進行，你有

什麼建議 
 
 

1. 可以藉由他人發現問題 
2. 還有進步空間 
3. 可以多開這類的教學方式 
4. 模擬學習者不夠大聲 
5. 可以熟讀後，請自願者來 
6. 我覺得可以多做幾次，才不會太緊張 
7. 蠻喜歡的，希望老師能夠讓我們這種的課程持續下去 
8. 我覺得不錯，更有幫助 
9. 多讓學生準備 
10. 操作錯誤時，即時反應 
11. 都很完美，可以對技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模擬學習者回饋(1 人) 
1.提升學習興趣：100% 
2.統整所學知識與技能：100% 
3.課程內容的理解：100%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能力：100%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100%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100%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100% 

(三)標準病人回饋(1 人) 
        A 量性滿意度如下： 

1. 教師對劇本的說明：100% 
2. 劇本的難易度：100% 
3. 教案演出時間：100% 
4. 教案演出環境：100% 
5. 對模擬學習者的滿意度：100% 
6. 能了解模擬學習者提供的處置及說明：100% 

B 質性意見： 
1. 非常好，可以讓同學實際操作技術內容，老師在技術操作完之後，也有一樣一樣的

告訴學哪邊需要改進，讓同學更清楚自己的錯誤並改善。 
2. 今天老師非常有耐心的教導我和操作技術的同學，我們當示範者，實際操作技術並

模擬情境，全部做完之後，老師也有跟全班同學討論，我們哪裡需要改進，讓我們印

象深刻，比起無趣的上課，更喜歡老師用這個方法帶我們做技術。 

二、教師回饋 (1 人) 
1.能使學生達到設定之學習目標：100% 
2.能統整學生所學的知識：100% 
3.能增加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100% 
4.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100% 



5.教案設計的內容確實符合臨床情境：100% 
6.有助於學生將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100% 
7.教案的難度合宜：100% 
8.教案的評核表項目合宜：100% 

三、討論： 
(一)、模擬學習者的優點：對待病患態度良好、技術操作過程不會緊張 

(二)、模擬學習者表現不適當之處：聲音太小、技術操作過程過於簡略、忘記部分細

節，例如自我介紹、足部評估動作不夠確實、操作單股尼龍纖維的評估和衛教

內容有些遺漏。 

(三)、模擬學習者可再加強之處：與家屬溝通時，可以更有自信、說話音量再大聲些。

護理指導後，可以請病患回答問題，以確認病患是否已經了解指導內容。 

(四)、老師表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過程中，模擬學習者急於將技術完成，與 SP的溝

通互動較生疏，應該再多詢問病患有關疾病相關資料。在課後，觀察學習者需

嘗試表達出模擬學習者的優點，對學生而言，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因為批評容

易讚美難。透過情境模擬教學的實際運作，讓教學者了解到平日教學的成效。  

四、總結 

過去研究的結果支持擬真情境教學可以有效提昇學生知識。雖然文獻指出使用情境

教學協助學生取得專業知識的成效其實與一般課室教學沒有不一樣；但是，學生普遍認

為擬真情境教學能帶來比較強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樂趣，可以加深學習的印象。 
本次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執行 407 班「長期照護課程」的情境模擬教學，應用情

境模擬教案(糖尿病足部評估與指導)，讓學生應用所學、模擬臨床的糖尿病患者的病史及

情境，執行糖尿病患者完整的足部檢查，包括使用單纖維尼龍、半定量音叉等工具，糖

尿病足的照護指導，藉以找出潰瘍與截肢的危險因子；確認糖尿病個案的健康照護問題

及照護需求。 
授課教師以環境介紹、情境演練、de briefing 反思、課後檢視情境模擬教學討論會

議等步驟，帶領學生透過體驗、反思、抽象概念具體化等過程，學習將 「糖尿病足部評

估與指導」學理知識、技能與情意應用於教案情境。觀察學習者、模擬學習者及標準病

人皆能提供不同的意見討論與建議，班級整體回饋分析平均得分為 85.13 分，顯見授課

學生對護理情境模擬教學整體滿意度是肯定的。 
目前護理科的專業技術教室已經設有即時錄影顯示設備，教室內裝置兩個 55 吋大電

視以及 2 個大型布幕，可以讓觀察學者不論在教室各個位置，都能清楚看到技術操作過

程，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學生人數太多、上課時間限制，因此無法進行深入的小組討論

及個人意見回饋分享，只能透過個人書面的意見再由授課老師進行統計分析，做為未來

課程內容規劃與教學方式的參考。 
在執行過程中學生的回饋大多認為情境模擬教學的過程中，可以與標準病人互動，

比一般操作在假病人的技術考試更具有臨場感。情學習統整所學知識與技能、增加對臨

床情境的分析能力、實際和病人溝通互動，即時反應及解決問題能力都有極高的滿意度，

提昇學生信心以及批判性思考。 
 

  



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 1 學期 
一、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活動主題：情境模擬教學 

三、活動地點：基護 B教室 

四、活動內容：認知功能評估 

五、活動照片： 
執行單位：護理科 活動日期：108 年 11 月 18 日 
參加人數：11 人 活動滿意度： 

活動花絮 

  
拍照日期：108.11.18 
照片說明：老師先說明情境教案的執行目的及

試課進行方式 

拍照日期：108.11.18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

動  

  
拍照日期：108.11.18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

動，解決 SP 的問題 

拍照日期：108.11.18 
照片說明：試課後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情境

教案試課中所發現的問題 

 

 



六、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回饋意見統計 

1.情境教學模擬回饋意見統計 

(1)教師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非常 

不同意 

同意 普通 部分 

同意 

完全 

同意 

1.能使學生達到設定之學習目標    v  

2.能統整學生所學的知識    v  

3.能增加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    v  

4.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v  

5.教案設計的內容確實符合臨床情境    v  

6.有助於學生將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v 

7.教案的難度合宜      v 

8.教案的評核表項目合宜     v  
 
9.整體而言，您對於此份教案內容有什麼建議？ 
   結構完整，目標尚清楚。 
10.整體而言，您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有什麼建議？ 
 (1)「認知功能評估」於情境教學上之使用教易淪為「你問我答」的方式。 
 (2)病人及護生角色扮演常出現「笑場」。 
 (3)藉由情境教學可使學生於執行此評估時，多點同理心及關懷。 

(2) 標準病人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 
非常不

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部分 
同意 

5. 
完全 
同意 

1. 教師對劇本內容說明清楚合宜     100% 
2. 此劇本內容演出的難度合宜     100% 
3. 此教案演出的時間長短合宜    100%   
4. 此教案演出的環境和場地設置合宜    100%   
5. 過程中對模擬學習者的互動表現滿意     100% 
6. 過程中能了解模擬學習者提供的處置與說明     100% 
 



7. 對於本情境教案內容之建議?  

 護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及互動可以多一些，或許增加一些道具或演員。 

 

8. 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整體意見及建議? 

 (1)可以有一些道具，讓護生及個案更多互動。 

 (2)可以多些專業學理。 

 (3)應該更生動活潑一些。 

 

(3) 觀察學習者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非常不

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3.部分 

同意 
4.完全 
同意 

1.提升學習興趣。 0 0 0 12.5% 87.5%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0 0 0 25% 75% 
3.課程內容的理解。 0 0 0 37.5% 62.5%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 0 0 0 12.5% 87.5%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0 0 0 12.5% 87.5%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 0 0 0 37.5% 62.5%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0 0 0 12.5% 87.5% 

 

 從這個情境中你觀察到什麼? 

1.護理人員必須有很大的耐心向病患說明，病患也須能夠配合。 

2.護理人員說話速度也需放慢些，等待病人回應。 

3.當角色成為護理師時，代表著必須負擔更多責任，也必須更加細心。 

4.面對病患問題時，必須具備更多相關知識，協助病患解決問題。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值得學習的優點? 

1.過程流暢及熟悉。 

2.勇敢出來演戲，很佩服，過程也很通暢。 

3.與個案對話多用口語，少用專業術語。 

4.禮貌對待個案，不要催促他們。 

5.扮演護理人員者，必須準備更充足。 

6.護理人員善用同理心，不會不耐煩。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需要可再加強的部份? 

1.再穩重一些，不要笑場。 

2.說話速度可以再慢一些，等待病人回應。 

3.演員有點緊張。 

4.護理人員可以多關心病人感受。 

 



 如果你是模擬學習者，會有哪些不同的處置或衛教表現? 

1.說話速度再放慢一些。 

2.可以與病人建立信任感。 

3.真誠對待個案，不催促，等待病人回答。 

4.多一點耐心對待個案。 

5.時常關心病人心情及感受。 

 

 對於未來護理專業課程若是採取[情境模擬教學] 方式進行，你有什麼建議? 

1.內容應該更生動活潑，使病人可以更放鬆。 

2.如果時間充足，可以每個人皆上台演出。 

3.盡量於實驗課上操作，以免耽誤課程進行。 

4.應可以激發大家的學習興趣，可是課程會上的很趕。 

5.可能導致課程上不完，而需另外找時間進行情境教學。 

 

二、預演後討論內容 

1.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是否能運用「認知功能評估」的學理以判斷情境問題? 

2.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給予個案的處理過程是否合宜?優點及缺點為何？如何因應更

好? 

3.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提供個案個別的衛教及護理指導是否合宜? 

4.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是否能評估個案的認知能力?  

5.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處理個案問題的過程，哪些行為是運用同理心，並展現關懷

的態度? 是否有其他建議? 

 

三、討論回應如下: 

    經引導之下，觀察員能運用認知障礙疾患相關學理知識進行情境判斷，也能說出

模擬學習者大致上能提供正確的評估方式，且須具備耐心及同理心並親切的進行評

估。 

    模擬學習者因為第一次在觀察者面對操作此技術，難免會緊張，說話速度太快，

會讓病人覺得很趕，但尚能展現自己的溝通能力及學理知識。面對標準病人時，模擬

學習者雖不禁出現笑場，但是會自己調整情緒後重新再評估。 

    模擬學習者及標準病人皆表示能有機會進行實際模擬，持正向看法，利用實際模

擬演出，較能貼近臨床情境，相信對自己未來的實習，甚至進入臨床工作，是有幫助

的。 

 

肆、 總結  

(請包括所有質量性意見討論與建議) 

(一)質性意見: 

1.此種教學方式，能貼近臨床情境，真實面對個案能更從容不迫，也較能體會身為護

理人員的責任。 

「當角色成為護理師時，代表著必須負擔更多責任，也必須更加細心。…」 



 

「這次情境教學，讓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體驗未來臨床上可能遇到的真實情境，不再

是面對假病人，多了真實感…」 

  

「運用此方式來授課，可以讓學生較有臨床的真實感，到了臨床也比較不會緊張，並

且提升個人應變能力。…」 

 

「希望對於未來的教學能有所改變，不要再只是對著假病人自言自語，如果有標準的

病人，這樣可以讓人有臨場的反應…」 

 

2.情境教學可縮短「課堂實作教學」、「臨床實習課程」之「教」與「用」的落差，

降低學生對於臨床實習課程之焦慮與適應不良。 

「面對標準病人，他會真實回答問題，甚至出現實際表情，這樣與臨床比較接近。…」 

 

「是一個很寫實的情境，不是只背著評估流程，然後跟假病人講話，這樣如果到臨床，

可能會不知所措，很緊張不知道怎麼辦，有這機會，讓大家可以學習到比較真實的情

景。…」 

 

3.提升學生同理個案感受的能力。 

「護理人員必須有很大的耐心向病患說明，病患也須能夠配合。…」 

 

「護理人員說話速度也需放慢些，等待病人回應。…」 

 

「當解色成為護理師時，代表著必須負擔更多責任，也必須更加細心。…」 

 

「面對病患問題時，必須具備更多相關知識，協助病患解決問題。…」 

 

「真誠對待個案，不催促，等待病人回答。…」 

 

 

(二)量性意見: 

1.試教時，觀察學習者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提升學習興趣(2)統整所學

的知識與技能(3)課程內容的理解(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5)增加對臨床

情境的處理能力(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2.試教時，標準病人均對「情境模擬教學」此教案時間長短合宜、難度合宜、演出環

境及場地布置、與模擬學習者互動及所提供的處置及說明均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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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 1 學期 
一、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活動主題：情境模擬教學 

三、活動地點：示教室 

四、活動內容：認知功能評估 

五、活動照片： 
執行單位：護理科 活動日期：108 年 11 月 13 日 
參加人數：10 人 活動滿意度： 

活動花絮 

  
拍照日期：108.11.13 
照片說明：教師先說明情境教案的執行目的及試課

進行方式 

拍照日期：108.11.13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動  

  
拍照日期：108.11.13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

動，解決 SP 的問題 

拍照日期：108.11.13 
照片說明：試課後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情境

教案試課中所發現的問題 

六、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回饋意見統計 



1.情境教學模擬回饋意見統計 

(1)教師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非常 

不同

意 

同意 普通 部分 

同意 

完全 

同意 

1.能使學生達到設定之學習目標    v  

2.能統整學生所學的知識     v 

3.能增加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    v  

4.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v 

5.教案設計的內容確實符合臨床情境    v  

6.有助於學生將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v 

7.教案的難度合宜      v 

8.教案的評核表項目合宜      v 
 
9.整體而言，您對於此份教案內容有什麼建議？ 
   結構完整，目標尚清楚。 
10.整體而言，您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有什麼建議？ 
 (1)「認知功能評估」於情境教學透過情境演練，讓學習者實際執行相關評估。 
 (2)藉由情境教學可使學生於執行此評估時，多點同理心及關懷。 

(2) 標準病人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 
非常不

同意 

2. 
不同

意 
 

3. 
普通 

4. 
部分 
同意 

5. 
完全 
同意 

1. 教師對劇本內容說明清楚合宜 0% 0% 0% 0% 100% 
2. 此劇本內容演出的難度合宜 0% 0% 0% 0% 100% 
3. 此教案演出的時間長短合宜 0% 0% 0% 100%  0% 
4. 此教案演出的環境和場地設置合宜 0% 0% 0% 100%  0% 
5. 過程中對模擬學習者的互動表現滿意 0% 0% 0% 0% 100% 
6. 過程中能了解模擬學習者提供的處置與

說明 
0% 0% 0% 0% 100% 

7. 對於本情境教案內容之建議?  

 可多增加一些道具或演員，營造情境評估氛圍。 

8. 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整體意見及建議? 

 (1)可以有一些道具，讓護生及個案更多互動。 

 (2)可以多些專業學理。 



 (3)應該更生動活潑一些。 

 

(3) 觀察學習者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非常不

同意 
 2.不同

意 
 

3.普通 3.部分 
同意 

4.完全 
同意 

1.提升學習興趣。    10% 90%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10% 90% 
3.課程內容的理解。    12% 88%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    12.5% 87.5%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12.5% 87.5%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    10% 90%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10% 90% 

 

 從這個情境中你觀察到什麼? 

    1.模擬學習者太緊張，在面對護理人員的提問，會不知道怎麼回答。 

    2.模擬學習者說話速度需放慢些，等待標準病人病人回應。 

    3.能夠較接近臨床的情境，也能夠從中學習技術及與人溝通的技巧，能更使 

     自己靈活的使用在課本上學習到的知識，也考驗著自己的臨場反應。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值得學習的優點? 

1. 很細心、技巧很熟練。。 

2. 詳細的評估，親切的態度。 

3.與個案對話多用口語，少用專業術語。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需要可再加強的部份? 

1. 口語表達及臨場反應。 

2. 太緊張了，知道學習者其實很想做好，但太緊張了，所以一直結巴，或者是說話一直說「然

後」。 

 

 如果你是模擬學習者，會有哪些不同的處置或衛教表現? 

1.說話速度再放慢一些不催促，等待病人回答。。 

2.多一點耐心對待個案。 

3.時常關心病人心情及感受。 

 

 對於未來護理專業課程若是採取[情境模擬教學] 方式進行，你有什麼建議? 
1.這種課程讓我非常喜歡，而且能夠訓練自己的應變能力，希望在未來能有 

  這樣子的課程。 

2.如果時間充足，可以每個人皆上台演出。 

3.有助於更加適應臨床的真實感。 



4.應可以激發大家的學習興趣，可是課程會上的很趕。 

 

二、預演後討論內容 

1.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是否能運用「認知功能評估」的學理以判斷情境問題? 

2.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給予個案的處理過程是否合宜?優點及缺點為何？如何因應更

好? 

3.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提供個案個別的衛教及護理指導是否合宜? 

4.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是否能評估個案的認知能力?  

5.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處理個案問題的過程，哪些行為是運用同理心，並展現關懷

的態度? 是否有其他建議? 

 

三、討論回應如下: 

    經引導之下，觀察員能運用認知障礙疾患相關學理知識進行情境判斷，也能說出

模擬學習者大致上能提供正確的評估方式，且須具備耐心及同理心並親切的進行評

估。 

    而模擬學習者難免會緊張，說話速度太快，但尚能展現自己的溝通能力及學理知

識。面對標準病人時，模擬學習者能依評估項目依序評估。 

會後討論一致認為利用實際模擬演出，較能貼近臨床情境，相信對自己未來的實習，

甚至進入臨床工作，是有幫助的。 

 

肆、 總結  

(請包括所有質量性意見討論與建議) 

(一)質性意見: 

    1.此種情境教學方式，增加學生執行技術練習時的臨床真實感，學生於認知及情緒面更加

投入，對於課程內容吸收更多，學習成效更佳。 

 

    2.「我覺得用這樣的教學方式很特別也很喜歡，利用情境讓我們更加進入狀況，不僅情緒投入、

思維，整個人感覺都活起來了，不再像是單方面的口頭教學，能夠真正學習吸收到的比一般平日上課

來的多，擁有互動會讓我們印象深刻，而不是平常看完老師教的腦海仍然一片空白、總是忘記…」 

 

3.情境教學可縮短「課堂實作教學」、「臨床實習課程」之「教」與「用」的落差，降低學

生對於臨床實習課程之焦慮與適應不良。 

「面對標準病人，他會真實回答問題，甚至出現實際表情，這樣與臨床比較接近。…」 

 

4.我覺得這種方式可以提前讓自己適應職場上的生活，多多使用此種方式上課能夠使自己以後在職場

上跟病患及家屬溝通或衛教能夠更加的自然讓他人覺得自己是專業的護生是可以信任的。 

 

5..提升學生同理個案感受的能力。 

「面對病人、家屬的疑問更考驗我們平時累積具備的專業知識，應變能力跟溝通技巧，不單

單的是執行護理技術也要適時的表達同理心跟關懷的態度，希望未來也能夠有更多這樣的情



境教學，相信會降低未來走入臨床面對真病人的不適應感。」 

 

 

(二)量性意見: 

1.試教時，觀察學習者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提升學習興趣(2)統整所學

的知識與技能(3)課程內容的理解(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5)增加對臨床

情境的處理能力(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2.試教時，標準病人均對「情境模擬教學」此教案時間長短合宜、難度合宜、演出環

境及場地布置、與模擬學習者互動及所提供的處置及說明均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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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1 0 8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08 學年度 1 學期 
一、分項計畫：分項 4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二、活動主題：情境模擬教學 

三、活動地點：示教室 

四、活動內容：認知功能評估 

五、活動照片： 
執行單位：護理科 活動日期：108 年 11 月 25 日 
參加人數：9 人 活動滿意度： 

活動花絮 

  
拍照日期：108.11.25 
照片說明：教師先說明情境教案的執行目的

及試課進行方式 

拍照日期：108.11.25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動  

  
拍照日期：108.11.25 
照片說明：模擬學習者執行情境教案與 SP
互動，解決 SP 的問題 

拍照日期：108.11.25 
照片說明：試課後教師引導學習者討論情境教

案試課中所發現的問題 

 



六、成效分析(含質化成果及量化成果)： 

(一)回饋意見統計 

1.情境教學模擬回饋意見統計 

(1)教師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非常 

不同意 

同意 普通 部分 

同意 

完全 

同意 

1.能使學生達到設定之學習目標     v 

2.能統整學生所學的知識     v 

3.能增加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    v  

4.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v 

5.教案設計的內容確實符合臨床情境    v  

6.有助於學生將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v  

7.教案的難度合宜      v 

8.教案的評核表項目合宜      v 
 
9.整體而言，您對於此份教案內容有什麼建議？ 
   結構完整，目標尚清楚。若能多融入臨床情節為佳。 

 
10.整體而言，您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有什麼建議？ 
 (1)「認知功能評估」於情境教學透過情境演練，讓學習者實際執行相關評估。 
 (2)藉由情境教學可使學生於執行此評估時，多點同理心及關懷。 
 

(2) 標準病人 
 

您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 
非常不

同意 

2. 
不同意 

 

3. 
普通 

4. 
部分 
同意 

5. 
完全 
同意 

1. 教師對劇本內容說明清楚合宜     100% 
2. 此劇本內容演出的難度合宜     100% 
3. 此教案演出的時間長短合宜     100% 
4. 此教案演出的環境和場地設置合宜     100% 
5. 過程中對模擬學習者的互動表現滿意     100% 
6. 過程中能了解模擬學習者提供的處置與說明     100% 
7. 對於本情境教案內容之建議?  

 可多增加一些道具或演員，營造情境評估氛圍。 

 



8. 對於情境模擬教學整體意見及建議? 

 (1)可以有一些道具，讓護生及個案更多互動。 

 (2)可以多些專業學理。 

 (3)應該更生動活潑一些。 

 

(3) 觀察學習者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非常不

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3.部分 

同意 
4.完全 
同意 

1.提升學習興趣。    10% 90%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10% 90% 
3.課程內容的理解。    10% 90%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    10% 90%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10% 90%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    10% 90%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10% 90% 

 

 從這個情境中你觀察到什麼? 

1.模擬學習者太緊張，在面對護理人員的提問，會不知道怎麼回答。 

    2.模擬學習者說話速度需放慢些，等待標準病人病人回應。 

   3.能夠較接近臨床的情境，也能夠從中學習技術及與人溝通的技巧，能更使 

自己靈活的使用在課本上學習到的知識，也考驗著自己的臨場反應。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值得學習的優點? 

1. 很細心、技巧很熟練。。 

2. 詳細的評估，親切的態度。 

3.與個案對話多用口語，少用專業術語。 

4. 雖然回答慢了一點，但回答的都很正確，代表有準備的很好。 

 

 模擬學習者的哪些行為表現是你認為需要可再加強的部份? 

3. 口語表達及臨場反應。 

4. 太緊張了，知道學習者其實很想做好，但太緊張了，所以一直結巴，或者是說話一

直說「然後」。 

 

 如果你是模擬學習者，會有哪些不同的處置或衛教表現? 

1.說話速度再放慢一些不催促，等待病人回答。。 

2.多一點耐心對待個案。 

3.時常關心病人心情及感受。 

 

 對於未來護理專業課程若是採取[情境模擬教學] 方式進行，你有什麼建議? 
1.這種課程讓我非常喜歡，而且能夠訓練自己的應變能力，希望在未來能有 



  這樣子的課程。 

2.如果時間充足，可以每個人皆上台演出。 

3.有助於更加適應臨床的真實感。 

4.應可以激發大家的學習興趣，可是課程會上的很趕。 

 

二、預演後討論內容 

1.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是否能運用「認知功能評估」的學理以判斷情境問題? 

2.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給予個案的處理過程是否合宜?優點及缺點為何？如何因應更

好? 

3.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提供個案個別的衛教及護理指導是否合宜? 

4.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是否能評估個案的認知能力?  

5.引導觀察員說出，護生處理個案問題的過程，哪些行為是運用同理心，並展現關懷

的態度? 是否有其他建議? 

 

三、討論回應如下: 

    經引導之下，觀察員能運用認知障礙疾患相關學理知識進行情境判斷，也能說出

模擬學習者大致上能提供正確的評估方式，且須具備耐心及同理心並親切的進行評

估。 

    而模擬學習者難免會緊張，說話速度太快，但尚能展現自己的溝通能力及學理知

識。面對標準病人時，模擬學習者能依評估項目依序評估。 

會後討論，大家一致持正向看法，利用實際模擬演出，較能貼近臨床情境，相信對自

己未來的實習，甚至進入臨床工作，是有幫助的。 

 

肆、 總結  

(請包括所有質量性意見討論與建議) 

(一)質性意見: 

1.此種情境教學方式，增加學生執行技術練習時的臨床真實感，學生於認知及情緒面更加入，對

於課程內容吸收更多，學習成效更佳，可縮短「課堂實作教學」、「臨床實習課程」之「教」

與「用」的落差，降低學生對於臨床實習課程之焦慮與適應不良。 

 

    2.「我覺得用這樣的教學方式很特別也很喜歡，利用情境讓我們更加進入狀況，不僅情緒投入、

思維，整個人感覺都活起來了，不再像是單方面的口頭教學，能夠真正學習吸收到的比一般平日上課

來的多。 

 

3.情境教學「面對標準病人，他會真實回答問題，甚至出現實際表情，這樣與臨床比較接近。…」 

 

4.提前讓自己適應實習上的生活，多多使用此種方式上課能夠使自己以後在實習上跟病患及家屬溝通

或衛教能夠更加的自然讓他人覺得自己是專業的護生是可以信任的。 

 

5..提升學生同理個案感受的能力，累積具備的專業知識，應變能力跟溝通技巧，不單



單的是執行護理技術也要適時的表達同理心跟關懷的態度，希望未來也能夠有更多這樣的情

境教學，相信會降低未來走入臨床面對真病人的不適應感。」 

 

(二)量性意見: 

1.試教時，觀察學習者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提升學習興趣(2)統整所學

的知識與技能(3)課程內容的理解(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力(5)增加對臨床

情境的處理能力(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心(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2.試教時，標準病人均對「情境模擬教學」此教案時間長短合宜、難度合宜、演出環

境及場地布置、與模擬學習者互動及所提供的處置及說明均表示同意。 

 

 
 


	教資_4_4.1
	通識_4.1推動學習共同體教師社群
	護理_4.1
	四、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