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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訓練計畫的要件

學員

學什麼?

怎麼學?

如何評估?

學習環境

學習成效

Dent JA & Harden RM  A pratical guide for Medical Teachers, 2nd ed, p10



PGY學員:成人學習者Adult learner

通常有較強的學習動機，喜歡課
程有系統且目標明確

想要知道課程內容的實際好處(用
處)
學習態度自我導向且獨立

希望教學者是學習協助者而非權威
領導者

想要參與教學設計過程

喜歡團隊合作式學習
Morrison 2004;Knowles1998



職場成人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根據學習需求設計教學方式

Need assessment is a central part of a 
systemic approach to developing educational 
projects

Levine et al. 1984



哪種教學方法好?



Learning Styles and Educational Planning



由有效學習之過程看如何設計教學內容
(curriculum design)



哪種教學方法好?



小組討論

http://www.fao.org/docrep/x0213e/p088.gif


醫院中可以做小組討論的場合

晨會

查房時

M&M 討論會



如何帶領一個成功的小組討論

建立關係

名字

自我介紹

在桌上放姓名卡或配識別證



如何帶領一個成功的小組討論
座位

學員要能互相看到對方

學員間距離不要太遠



如何帶領一個成功的小組討論

開場白Beginning the class
歡迎詞

感謝大家來參加今天的晨會..
簡述這場討論之主題

我們今天要討論105病房32床李先生病況與用藥..
我們今天要討論顯影劑過敏的處理…

發資料然後問學員有沒有什麼問題要先問

熱場

…….



老師引導小組討論時

避免習慣性地回答學員的問題

發問後至少要等10秒給學員反應

學員發言時,要仔細聽,不要只想導入你要說的
東西

小組的引導老師是幫助者(facilitator/mediator)
在白板寫下討論事項及學生的意見使討論順利進行

Welcome disagreement
Challenge students 



釐清學員意見的技巧
你會這樣想的理由是麼?(Ask the student why she has made a 
certain response)
你提出這個意見的理論基礎或證據是什麼?(Ask the student to 
provide evidence, or can the student provide an example?)
你剛剛提的看法,可否再說得更明確一點? (If necessary, ask the 
student to clarify his response)
你的意思是說……..(when in doubt about what the student has 
said, paraphrase, or get another student to do so)
我以前也曾這麼認為, 但是…(Try referring to your own 
experience to help draw out students and make them 
comfortable)
小瑞, 可否幫我們再說一次小紋 的意見給大家聽?( Teach other 
students to provide the above kinds of follow-up)



如何帶領一個成功的小組討論

鼓勵學員參與討論及互動

不要讓一兩個學生主導所有討論

點名發言(小瑞, 剛剛小紋說的你有麼意見?)
plan questions that automatically include everyone:即
使只是大家回答yes, no 或舉手表決也可以

請學員唸一段資料/教材內容



如何帶領一個成功的小組討論

結束討論close class
好老師要能控制時間

準時結束

時間快到時要做討論的收尾並拉到預定之主題

結論時給學生一個take home massage
幫助學習效果



Activists行動主義者 (Doer) 

Prefer a hands-on, trial-and-error approach
Ask: “What would happen if I do this?＂
Are good at learning from specific examples 
where they are directly involved, and at 
seeing relationships among concepts
Enjoy being involved in new and challenging 
experiences ◎



Pragmatists實用主義者(Feeler)
Prefer technical tasks to interpersonal ones

Ask: “How?＂

Are good at using learning for problem-
solving ◎



Reflectors 反省家(watcher)
Prefer to observe rather than to do

Ask: “Why?＂

Good at looking at th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ik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to reason from 
concrete specific information 

Like to explore what a system has to offer ◎



Theorists 理論家(thinker)
Prefer knowing the right answers to random 
exploration

Ask: “What is there to know?＂

Good at understanding and consolidating 
vast amounts of information

Like accurate, organised delivery of 
information

Trust knowledge of the expert ◎



不同學員有不同之最適學習方式

images, pictures, 
colors, and maps to 
organize information

sound and music 
written and 
spoken word 

brain for logical 
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 

body and sense of 
touch to learn 



教學者的評估

個人特質

教學風格

教學者專長



學習需求評估的方法

會談

問卷

考試

前測Pretest
觀察

學員自評



Learning cycle



擬定臨床教學計畫

確立學習目標

教學進度

教學方法及活動

評量方法



學習目標設定: 以一般醫學內科為例

共同目標

訓練目的在於培養受訓學員具備「以病人為中心」的
全人照護能力及學習團隊醫療之態度。藉由一般醫學
內科訓練，啟發受訓學員人性化及整體性之全人醫療
照顧的觀念，並增進一般醫學內科疾病評估及初步處
理的知識與技能。



學習目標設定:以一般醫學內科為例

一 般 醫 學 內 科（1個月）實 務 訓 練 內 容

症狀或
徵候

貧血、胸痛、腹痛、水腫、心悸、呼吸困難、
發燒、寡尿。

病態或
疾病

休克、意識障礙、消化道出血、腦血管疾病、
尿路感染、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塞性肺疾/
氣喘、糖尿病、高血壓、蜂窩組織炎或丹
毒。

執行或
判讀

執行血液培養、心電圖判讀、簡易實驗室檢查
結果判讀、胸部X光判讀。



一 般 醫 學 內 科（3個月）專 科 相 關 選 修 訓 練 內 容

訓
練
內
容
訓
練
內
容

1.加強一般醫學訓練
(1) 熟習病史詢問、理學檢查、鑑別診斷之技巧
病史詢問：
不但能針對疾病（disease）詢問主訴、現在病史、過去病史、個人史、過敏史、家族史及系統回顧，還要針對病痛（illness）了解病人的苦楚和

困擾，包括對心理和社會層面的影響。
理學檢查技巧應包括：
全身觀察、生命徵象（含血壓、體溫、脈搏、呼吸速率）、身高及體重的測量、意識狀態的評量、皮膚檢查、頭部及顏面檢查、眼睛檢查（含眼底

鏡）、耳朵、鼻、口、咽喉檢查、頸部檢查（含甲狀腺）、淋巴結檢查、胸肺檢查、心臟血管及周邊脈搏檢查、腹部檢查、背部檢查、男性
泌尿生殖器檢查、直腸指診、四肢檢查、骨骼關節檢查、神經學檢查、精神狀態檢查、認知評量等。

鑑別診斷是指應能對下列症狀或徵候進行鑑別診斷：
意識障礙、行動障礙、感覺異常、發燒、焦慮/憂慮、全身倦怠、頭痛/頭暈、貧血、心悸、胸痛、咳嗽/呼吸困難、腹痛、腹脹、體重減輕、食慾

不振、噁心/嘔吐、黃疸、排便異常、水腫、寡尿、下背痛、關節痛、皮疹等。
(1) 熟習與病患、家屬及醫療團對成員之溝通技巧及人際關係，特別著重應用「同理

心」的訓練
(2) 落實醫學倫理訓練於臨床照護，課程須包括常見之臨床倫理問題，學習方式必須

包括小組案例討論及病房廻診教學。
(3) 落實實証醫學訓練於臨床照護，學習方式必須包括小組案例討論及病房廻診教學。
(4) 瞭解醫療法規，學習方式必須包括小組案例討論。
(5) 學習分析醫療品質之良窳及改進之道，安排專家介紹醫療品質之相關內容，必須

包括如何達成各項「病人安全」及「工作安全」目標。
2.病人照顧
於訓練完畢時應熟悉下列病態或疾病的處理：
休克、意識障礙、腦血管疾病、敗血症、糖尿病、高血壓、冠狀動脈心臟病、瓣膜性心臟病、心臟衰竭、上/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塞性肺病/氣喘

、呼吸衰竭、消化道潰瘍/出血、肝炎/肝硬化、腎衰竭、尿路感染、蜂窩組織炎/丹毒、貧血等。
3.臨床技能
(1)熟習上述疾病之臨床症狀、表徵、診斷、治療。
(2)熟習上述疾病之飲食指導及衛教。
(3)醫學知識
a.上述疾病之致病機轉及治療原則。
b.了解常用藥物之藥理、副作用、使用及藥物對腎功能之影響及腎功能不全時之使用方法。
c.熟悉感染症及傳染病之基本概念及學識。
(4)實驗室檢查或判讀
a.檢查：血液抹片、痰液、胸腔積液、腹水、體液、分泌物抹片染色及鏡檢。
b.判讀：全血球計數、血尿糞常規檢查、酸鹼及電解質異常、生化檢查、動脈血血液氣體分析、心臟酶檢查、肝炎標記、腦脊髓液檢查。
(5)心電圖及影像檢查判讀
靜態心電圖、心電圖監測、胸部X-光、腹部X-光、骨骼關節X-光、腦部電腦斷層
(6)特殊檢查及技能
a.輸血反應之判讀與處置
b.呼吸道照護（含氣管內管插入及照護）
c.各類感染標本採集、運送及檢查方法
d.無菌技術養成（含無菌衣穿戴）
e.其他技能：高級心肺復甦術、腰椎穿刺、中央靜脈導管置入與照護等、腹水抽吸。



評估標準: 以一般醫學內科為例

評
估
標
準

1. 每月5例完整出院病摘詳述病史，理學檢查、實
驗室檢查、特別檢查、鑑別診斷、疾病經過，其
中最少二例須列出相關醫學倫理討論及二例相關
實証醫學應用或醫療品質討論事項。

2. 病人照顧以每日平均照顧9～12例為原則。





Learning cycle



根據有效學習之過程與學習目標來設計
教學內容(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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