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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的改變學習模式的改變學習模式的改變學習模式的改變

從前從前從前從前
� 去學應學習的

� 完成訓練

� 避免不確定

� 師徒相授

� 由經驗得到知識

� 事實及內容導向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
� 學習知道不懂什麼，學習知道不懂什麼，學習知道不懂什麼，學習知道不懂什麼，
如何找到答案如何找到答案如何找到答案如何找到答案

� 終身學習者

� 容許不確定容許不確定容許不確定容許不確定

� 由狀況、問題及步驟
來學習

� 以實證實證實證實證補足經驗

� 問題及程序導向問題及程序導向問題及程序導向問題及程序導向

(Spencer, BMJ,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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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角色的改變教師角色的改變教師角色的改變教師角色的改變

從前從前從前從前
� 提供資訊

� 示範者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
� 解說者

� 引導者引導者引導者引導者

� 督導者

� 支持者支持者支持者支持者

� 教導者

� 典範

� 計劃者

� 評估者評估者評估者評估者

� 醫事人員
(Spencer, BMJ, 1999)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when 
planning a clinical teaching session

(John Spencer, BMJ,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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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業之五大核心能力健康專業之五大核心能力健康專業之五大核心能力健康專業之五大核心能力
（（（（ IOM, 2001  ））））

ACGME六項新評估條件六項新評估條件六項新評估條件六項新評估條件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 病患照顧病患照顧病患照顧病患照顧 Patient Care( 是是是是/否照顧好否照顧好否照顧好否照顧好)

• 醫學知識醫學知識醫學知識醫學知識Medical Knowledge (應該熟知的應該熟知的應該熟知的應該熟知的)

• 臨床導向的學習及改善臨床導向的學習及改善臨床導向的學習及改善臨床導向的學習及改善(應該學習與改進的應該學習與改進的應該學習與改進的應該學習與改進的)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ing

• 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 (應該表達的應該表達的應該表達的應該表達的)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 專業精神專業精神專業精神專業精神 Professionalism(應該做的應該做的應該做的應該做的)

• 制度下的臨床照護制度下的臨床照護制度下的臨床照護制度下的臨床照護 (應該相互支援的應該相互支援的應該相互支援的應該相互支援的)

Systems Base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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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醫醫醫療療療療照護品質目標照護品質目標照護品質目標照護品質目標

Linking Outcomes of Care 
and the ACGME Core 

Competencies: 
A Matrix Solution

如何將醫療照護品質與

醫事人員六大核心能力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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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矩陣（健康照護矩陣（健康照護矩陣（健康照護矩陣（healthcare matrix））））

中榮最後修訂版中榮最後修訂版中榮最後修訂版中榮最後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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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instructional evaluation））））

• 意指有系統地收集有關學員學習行為的資料，
加以分析處理之後，再根據預定之教學目標給
予價值判斷的歷程；

• 評估教學成果就是教師根據所定的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多元化評估多元化評估多元化評估多元化評估學員的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技能技能技能技能、和態度態度態度態度所達到
的程度。

• 可以是量化的量化的量化的量化的（具有信賴信較高的優點），也
可以是質性的質性的質性的質性的（具有資訊豐富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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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的目的教學評量的目的教學評量的目的教學評量的目的

臨床教師

• 檢視自己的努力是否適合學員

• 是否能夠助長學員的學習，達成預期的
學習目標

（張，1996）

臨床能力評量的基本概念臨床能力評量的基本概念臨床能力評量的基本概念臨床能力評量的基本概念

�評估系統與工具:

• 包含廣泛與多向度

• 工具效度與可行性

• 了解工具的優缺點

�教師與學習者共同參與

�了解評估的雙重角色

• 發展性(Formative)與總結性與總結性與總結性與總結性(Sum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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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 （3-1）

教學上教學上教學上教學上：：：：

１．確定起點行為１．確定起點行為１．確定起點行為１．確定起點行為

２．建立教學目標２．建立教學目標２．建立教學目標２．建立教學目標

３．了解教學效果３．了解教學效果３．了解教學效果３．了解教學效果

４．改進教學方法４．改進教學方法４．改進教學方法４．改進教學方法

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 （3-2）

行政上：行政上：行政上：行政上：

１．選定課程與教學計畫參考１．選定課程與教學計畫參考１．選定課程與教學計畫參考１．選定課程與教學計畫參考

２．學生安置的依據２．學生安置的依據２．學生安置的依據２．學生安置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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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評量的功能 （3-3）

輔導上：輔導上：輔導上：輔導上：

１．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發展自己１．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發展自己１．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發展自己１．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發展自己

２．診斷學習困難２．診斷學習困難２．診斷學習困難２．診斷學習困難

３．輔導學生的依據３．輔導學生的依據３．輔導學生的依據３．輔導學生的依據

評量一般包含評量一般包含評量一般包含評量一般包含

• 1.教師的教學效率的評量

• 2.學員的學習成就的評量學員的學習成就的評量學員的學習成就的評量學員的學習成就的評量

• 3.課程的設計與實施的評量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教材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0

依評量的時機依評量的時機依評量的時機依評量的時機

• 形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教學過程中評量教學過程中評量教學過程中評量教學過程中評量，
提供教師與學生在學習特
定教學內容上的錯誤，作
為補救與修正之依據
隨堂考

• 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單元結束時，確定學生學
習該單元之精熟度
期考段考

• 以工作場所為基點的評估以工作場所為基點的評估以工作場所為基點的評估以工作場所為基點的評估

Workplace based assessment

• 以學習成果為依據的評估以學習成果為依據的評估以學習成果為依據的評估以學習成果為依據的評估

Outcomes-based assessment

評估教學成果常引起不舒服？評估教學成果常引起不舒服？評估教學成果常引起不舒服？評估教學成果常引起不舒服？

因未能區分是在評估這個人，
或評估這個人當時的狀況。

Performance

Competency

Contextual Factors Perso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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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的重點評量的重點評量的重點評量的重點

多元肯定 激發潛能

適性發展 接近真實

方式多元方式多元方式多元方式多元 情境多元

多元化評量工具多元化評量工具多元化評量工具多元化評量工具

CbD

DOPS
OSCE 

Mini-CEX

MSF
Learning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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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clinical assessment

Does

Shows how

Knows how

Kn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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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Mini-CEX
DOPS
OSCE

Knowledge
申論題申論題申論題申論題

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

Miller, GE.(1990). The assessment of clinical skills/competence/performance. Academic 
Medicine, 65 (Supplement) , S63-S67.

Competence
CbD
口試口試口試口試

Actions
學員護照學員護照學員護照學員護照
病歷紀錄審查病歷紀錄審查病歷紀錄審查病歷紀錄審查
360度評量度評量度評量度評量

Case-based Discussion (CbD)

• 將學員曾參與照護參與照護參與照護參與照護的臨床真實
病例病例病例病例作結構式結構式結構式結構式的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 要使學員之clinical reasoning 及
decision-making詳細地呈現出來

• Estimated time required: 20 
minutes (15 min for assessment, 
5 min for feedback)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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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技術直擊臨床技術直擊臨床技術直擊臨床技術直擊
（（（（Directly Observed Procedural skills, DOPS ））））

• 有結構式的check list用作評
量

• 可取代或與與與與mini-CEX併行併行併行併行
• 每次觀察一至二種procedures
• 每次儘量安排不同的觀察者
• 觀察者觀察者觀察者觀察者應為有經驗之相關顧
問或行政主管、護理及其他
醫療人員

• 考題為各種急性照護所需之
處置技巧

• 由學員學員學員學員選擇時間、考題和觀
察者

DOPS

DOPS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 01: Venepuncture                         09: ID Injection

• 02: Cannulation                            10: IM Injection

• 03: Blood Culture(Peripheral)      11: IV Injection

• 04: Blood Culture (Central)          12: Urethral Catheterization

• 05: IV Infusions                            13: Airway Care

• 06: ECG                                        14: NG Tube Insertion

• 07: Arterial Blood Sampling         15: Intubation

(Radial/Femoral “stab”)

• 08: SC Injection                             16: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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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E的起源與概念的起源與概念的起源與概念的起源與概念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 概念始於1975年，由位於蘇格蘭東部的丹地大學
（University of Dundee）Harden及Gleeson 所提出（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設計模擬模擬模擬模擬臨床真實真實真實真實狀況之情境，評估此狀況之下應具備的能力。
• 是一種評估臨床能力的方法。

（林，2008）

• 執行時考生須逐站
測驗（（（（16~20站站站站)

• 在每ㄧ站中，考生
會被要求做出一些
清楚的任務

(Harden, 1975 ; Alini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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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的表現由考官按著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化化化化『『『『標準化查檢表標準化查檢表標準化查檢表標準化查檢表』』』』評分

• 考官與考生間的互動，通常
僅限於提供指引或回答疑問
（測驗型）

• 每ㄧ站通常耗時5-1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Harden, 1975 ; Alinier, 2003)

選擇各站內容的考量選擇各站內容的考量選擇各站內容的考量選擇各站內容的考量

• 這個程度的學生應該要會什麼？

• 內容與深度適當嗎？

• 考生被敎過沒有？

• ㄧ定要用OSCE來考嗎？

（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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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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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方
式

執
行
方
式

執
行
方
式

執
行
方
式

時間

人員

事情

物件

地點

每月一次，每次每月一次，每次每月一次，每次每月一次，每次2020202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一位臨床教師一位臨床教師一位臨床教師一位臨床教師

一位學員一位學員一位學員一位學員

一位病患一位病患一位病患一位病患

觀察學員臨床技能觀察學員臨床技能觀察學員臨床技能觀察學員臨床技能

病房、門診、急診、病房、門診、急診、病房、門診、急診、病房、門診、急診、ICUICUICUICU、、、、、、、、、、、、

評量表單評量表單評量表單評量表單

Mini-CEX評量表單評量表單評量表單評量表單

• 基本資料

• 七項評量

• 評語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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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教師須予適當回饋之處臨床教師須予適當回饋之處臨床教師須予適當回饋之處臨床教師須予適當回饋之處
各項臨床能力教學與訓練各項臨床能力教學與訓練各項臨床能力教學與訓練各項臨床能力教學與訓練(Mini(Mini(Mini(Mini----CEX)CEX)CEX)CEX)

� 1.醫療面談技巧 Medical Interviewing Skills

� 2.理學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 Skills

� 3.人道品質專業 Humanistic Professionalism

� 4.臨床判斷 Clinical Judgment

� 5.諮商衛教 Counseling Skills

� 6.組織效能 Organization/ Efficiency

� 7.整體臨床能力 Overall Clinical Competence

Mini-CEX與與與與OSCE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
• Mini-CEX

• 真病人

• 主治醫師

• 醫院

• 真實環境

• 醫病互動

• 即時回饋

• OSCE
標準化病人或模擬設備

考官/評分員

模擬環境

互動+ 非互動

不一定回饋

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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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CEX與與與與OSCE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的區別

• Mini-CEX

• 真實情境

• 循序漸進

• 教學合併

• 全體參與

• 耗費隱藏

• OSCE

• 階段考評

• 千變萬化*

• 包羅萬象†

Mini-CEX是床邊帶教是床邊帶教是床邊帶教是床邊帶教

OSCE是模擬臨床情境教學是模擬臨床情境教學是模擬臨床情境教學是模擬臨床情境教學

多種來源的回饋多種來源的回饋多種來源的回饋多種來源的回饋
（（（（ multi-source feedback, MSF））））

• Mini-PAT (peer assessment tool) 或

TAB (team assessment of behavior)

• 亦稱360°assessment

• 由學員提名12（mini-PAT）或10（TAB）
位評分者

• 包括：導師、教師、護理及其他醫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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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評估度評估度評估度評估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

實習老師實習老師實習老師實習老師/護生護生護生護生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其他工作夥伴其他工作夥伴其他工作夥伴其他工作夥伴

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

其他團隊成員其他團隊成員其他團隊成員其他團隊成員

主管主管主管主管 臨床教師臨床教師臨床教師臨床教師

學習護照（學習護照（學習護照（學習護照（Learning Passport））））

成人教育：

• Learning passport is a self-maintained 
record of  learning achieve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 Which may serve as a goal-setter, guide, 
and motivation sustainer for learning

• Traditional vs. Digital (Web, PD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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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護理人員訓練評估表』依『護理人員訓練評估表』依『護理人員訓練評估表』依『護理人員訓練評估表』（護理長評估填寫）（護理長評估填寫）（護理長評估填寫）（護理長評估填寫）之之之之
訓練期程訓練期程訓練期程訓練期程指導學員指導學員指導學員指導學員，，，，及及及及安排照護病人數安排照護病人數安排照護病人數安排照護病人數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英文能力英文能力英文能力英文能力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工作經驗

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專業訓練專業訓練

訓練期程訓練期程訓練期程訓練期程

照顧病人數照顧病人數照顧病人數照顧病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