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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
Summary 

(以 500 字為限) 

研究目標:(1)導入跨專業教育(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模式作為

老人護理課程的創新設計；(2)培訓高齡長照跨領域師資之 IPE 知能；

(3)採用多元評量方式測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研究方法:採個案研究法，以高雄某大學之「老人護理」課程改革當個案，

有 23 位二年級以上不同科系的學生參與。本計畫分準備期、執行期及評

值期三階段執行，以師資培訓、課程整合和規劃、導入 IPE 於課程，並

評值學生的學習成效等為執行重點。學生學習成效指標包括:跨專業學習

能力、跨專業態度、科目及作業成績、關懷和溝通合作能力等，以課程

滿意度為課程教學品質指標，以教師成長社群的問卷調查結果作為培訓

教師 IPE 知能之參考。 

研究結果:學生在跨專業學習能力之前後測平均得分達顯著差異(Z=-

2.19, p=.028)。在跨專業態度之前後測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Z=-2.44, 

p=.015)。學生的科目成績介於 84-90，課程滿意度平均得分為 4.63。學

生自評的核心素養平均得分在「溝通與合作」為 4.1 及「關愛」為

4.3。教師對社群活動及培訓知能的滿意度平均得分介於 4.8-4.9。 

結論:研究結果顯示此 IPE 課程設計，有助於學生達到學習目標，且對

核心能力之養成有幫助。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成果分享和水平推展的參

考，有助於高齡跨領域人才能力的培育。 

中文關鍵詞
Keywords 

(以 5 個為限) 
老人護理、跨專業教育、跨團隊整合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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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
Summary 

(以 500 字為限) 

Research objectives: (1)to introducing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 as 

the framework of “Geriatric Nursing” for course reconstruction; (2)to 

cultivate faculty’s competency in IPE; (3)to apply multiple measures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Research method: This is a case study. The case was “Geriatric Nursing” 

course opened in a University at Kaohsiung. Twenty-three students enrolled 

this course, who were sophomore or seni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project consisted three phases of 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target to development of 

faculty’s IPE competency, curriculum revise and plan, introduction of IPE to 

“Geriatric Nursing” course, and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Indicators of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include interprofessional 

competency, interprofessional attitude, course grade, caring,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competency. Satisfaction to course was the indicator of course 

quality. A questionnaire used to evaluate teachers’ cognition about IPE.  

Research results: Inter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interprofessional 

attitude both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between pre-and-post test. 

Students’ course grades were in the range of 84-90. The mean score of 

satisfaction to course was 4.63. Means of caring competency and 

communication teamwork were 4.3 and 4.1. Means of satisfaction toward 

IPE competency and activities of learning community for teachers were 4.8-

4.9. 

Conclusions: Study results showed the IPE course framework is able to 

assist students to achieve learning goals. It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competencies. These study results might be references for 

course re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other courses. It can enhance the 

education for geriatric care area.      

英文關鍵詞

Keywords 

(以 5 個為限) 

geriatric nursing,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teamwork collaborativ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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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跨專業教育模式在大學生高齡整合性照護訓練的效果—以老人護理課程為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我國於 2018 年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14.5%，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衛

生福利部，2016)；面對老年人口失能比率和長照服務的多元需求隨之增加，對健康照護服

務的需求量亦增加。在老人、長期照護所需的知識分屬不同領域，現況是以醫療體系、養護

體系及社工體系等區分來提供照護；各專科或體系的各司其職，相對易造成老人照護的片段

化和隔閡，加上教育訓練的專業化，使專業人員在養成過程中，缺乏對其他專業的了解，到

職場上不知如何進行跨領域的合作(林，2011；楊，2018)。由於老人的照護是無法由各專業

人員在各自領域處理就可解決的，通常需要多種專業領域人員組成團隊，提供高齡者的整合

性照護才比較能解決問題(黃，2016；鄭、王、蔡，2012)。因此，具跨領域能力、有團隊合

作和整合照護能力的人才，方能符合現在和未來高齡健康服務產業的需求。配合國家長照

2.0 政策，從產業人才缺口的盤點結果得知，市場需再補充至少護理人員 5678 人、物理治療

師 883 人、職能治療師 1861 人、社工師 648 人(衛生福利部，2016)，顯見長照人才的不

足，跨領域具整合照護能力的人才培育極為迫切。 

本校開設「老人護理」的選修課程，屬於高齡社會健康照顧學程的一門課，修課學生

涵蓋醫社、護理、心理、職能治療及醫療資訊等系，但課程內容強調老人照護的特定知識，

雖採多元的教學活動和評量方式設計，仍以傳統教學如:講授、小組討論、影片欣賞、實務

機構參訪、專題報告等方式為主，未強調不同專業的互動，只是不同專業科系的學生聚在同

一堂課來學習，授課老師也侷限於護理領域，且缺乏跨專業教學的實作經驗，所以出現學生

學習動機差、對老人有刻板印象、學習態度被動、不同系學生對教學內容期望有差異、不熟

悉專業名詞、課程評量滿意度不高及教師教學成就感低落等教學問題。 

培養學生專業素養及人文關懷是本校教育目標之其中兩項，專業素養是醫學大學設計

課程時相當重視的，然而專業課程多以教授各專業所需的就業知識技能為主，在課程學分數

及授課時數限制下，社會關懷的情意教育經常淪為陪襯或被完全忽視。課程內容的設計也偏

重主要服務對象及臨床實習的考量，弱勢族群的健康照護及醫療資源利用不足，極少在專業

課程被探討和重視。弱勢族群如智能障礙(以下簡稱智障)者的老化問題卻鮮少被關注。文獻

指出 40 歲的智障者即可能出現衰老現象(王、林、陳、林，2007)，其提早衰老帶來的功能

退化，加諸於原本的終身障礙會出現二度障礙，但由於這類特殊族群的照護，很少納入課程

作為提供學生或專業人員的訓練教材，期望藉由本計畫的推動，將照護中高齡智障者的訓練

融入課程的技能和情意教育中，以培養學生對弱勢老人的社會關懷。  

  本校為醫學大學肩負培育醫療相關人才的使命，需為因應社會人口結構變遷、醫療環境

高度發展及高齡長照服務需求複雜化，擔負起跨領域人才培育的社會責任。本校在中長程計

畫已設定「整合跨院系所教學資源，發展學用合一課程模組與學程，培植重點領域的人才」

主軸計畫，針對長期照護人才擬定培育計畫；在高教深耕計畫已訂定「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提高學生專業延展彈性」之計畫，執行此計畫得到教學及行政資源的支持。因此，本計畫旨

在探討跨領域團隊教學模式導入老人護理課程，對大學生在高齡整合性照護的學習效果，同

時藉由學生對社區老人或中高齡智障者提供的延緩老化和失能活動，使學生能實踐對弱勢族

群的社會關懷，此計畫以一個課程為例，為改善高齡照護人才在專業養成教育中，對跨領域

整合照護能力不足的問題，以跨專業教育模式導入「老人護理」這門課程，提供健康照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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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生在高齡整合性照護能力及關懷老人情意教育的訓練，展現了不同於過去的教學革新案

例。 

 

二、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跨專業教育(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簡稱 IPE)是指兩個以上跨團隊健康專業人員一起

學習，從了解對方及相互學習，得以促進團隊合作和改善照護品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3)。換言之，此教學模式乃發生在兩個或以上專業領域間的教學活動。教學過程

中，各專業人員與其他專業人員一起學習，從其他專業人員處學習，並了解其他專業的相關

事項(鄭等，2012)。透過教師訓練、主管支持、課程設計(內容、時間、出席規定、目標設定)、

成人學習理論和學習成果的妥善應用，配合學校及實務場所間的連結，將有助於成功地推動

IPE (Gilbert, Yan & Hoffman, 2010)。實施 IPE 的目的，即是讓專業人員能執行跨領域團隊合作

照護(黃、陳、游、吳、許，2017)。IPE 的優點是增加學員的專業自信、肯定其他專業人員的

角色、改善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WHO, 2013)。 

 發展 IPE 課程是個複雜的過程，實施 IPE 遭遇的問題有教師、學生和運作三方面。在教

師方面，許多老師在過去未曾接受過 IPE 的訓練，因此，在如何教導 IPE 概念、帶領 IPE 之

準備和經驗不足；另外，IPE 需耗費較多時間、增加教師工作負擔和對 IPE 缺乏熱誠亦可能是

推動的困難(王、羅，2014；蔡，2016)。在學生方面，學生在 IPE 的經驗亦是有限，不同專業

領域的學生在上課時，可能出現互動冷漠、抗拒和不同專業間的認知衝突等，學生的背景多

元，有不同學習需求，亦可能造成學生在上課時產生困惑和壓力(王、羅，2014；蔡，2016)。

在運作方面，教師、學生和二者間可能對彼此的責任認知不足、缺乏互信、存有刻板印象、

評估標準不一致、缺乏行政資源支持等情形，而造成推動 IPE 的困難和挑戰(蔡，2016；Lavin 

et al., 2001)。 

 選擇互動式學習方式來執行 IPE 是建議的，這些學習策略包括：專題討論會(seminar)、

問題導向學習(PBL)、團隊導向學習(TBL)、擬真訓練(simulation)、角色扮演、線上討論和 e-

learning 等(牛、何、霍，2017；蔡，2016；Lavin et al., 2001；WHO, 2013)。以 IPE 概念應用

於教學的成功案例，包括：兩系大學生共同設計體感互動繪本(陳，2016)、醫學生拍攝產科教

學影片(鄭、黃，2013)、跨領域通識課程(王、羅，2014；牛等，2017；辛，2010；康、林，

2009)、臨床案例討論會(黃等，2016)、老人學、醫學倫理和臨床技術課程等(Lavin et al., 2001)。 

 IPE 學習成效評量可採用知識測驗、態度測驗、技術測驗、溝通技巧測驗、互動及行為觀

察、學生滿意度、學生質性意見、作業及報告、課程評量表、教學意見表、學習單、媒材及作

品發表等(王、張、蔡，2014；黃等，2017；湯、徐、蘇，2016；康、林，2009；Lavin et al., 

2001；WHO, 2013)。學者進一步歸納 IPE 介入的教學成果，可由團隊合作能力、角色責任認

知、溝通能力、反思能力、病人照護成果、情意評量如:態度和倫理等來測量(Thistlethwaite & 

Moran，2010)。 

 應用 IPE 於教學案例的成效結果顯示:學生對該主題領域知識、技能明顯增加(王、羅，

2014；陳，2016；黃等，2016)；對課程滿意度高(王、羅，2014；辛，2010；牛等，2017)；對

教師滿意度高(牛等，2017)；學員對團隊合作持正面態度(鄭、黃，2013；黃等，2016)；肯定

對課程軟實力的培養，如公民素養、環境素養等(王等，2014；康、林，2009)。由已發表的文

獻得知，應用跨領域教學或跨專業教育在大學生或健康專業人員的認知、技能和情意學習有

正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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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標 

    本計畫定位在導入跨專業教育(IPE)模式於「老人護理」課程，研究完成可做為了解下列

目標成效的參考。 

1. 從教學過程與成果來檢視老人護理課程導入 IPE 模式的適當性。 

2. 從教師教學反思來了解高齡長照跨領域師資的培訓成效。 

3. 採用多元評量來分析學生的學習回饋與成效。 

  

三、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研究設計與場域 

採個案研究法，以「老人護理」課程當個案，分析 IPE 導入課程對健康照護科系學生在培

養高齡整合性照護能力及關懷老人態度的影響；同時從教學過程與成果來檢視老人護理課

程導入 IPE 模式的適當性，從教師教學反思來了解高齡長照跨領域師資的培訓成效。本計

畫在高雄市某大學進行，為期一學年；第一學期以師資培訓、課程設計和教材製作等前置

準備為執行重點，第二學期導入 IPE 於「老人護理」課程，評值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課程設

計改革的適當性。 

(2)研究對象 

本課程有 23 位學生選修，涵蓋護理、醫學社會工作、醫藥化學及公衛等學系二年級以上學

生，修課學生至少已完成一年級的通識及一般專業入門課程，以主要修課的護理系二年級

學生為例，選修「老人護理」課程時，已修習過護理學導論、基本護理學，且同步修習「內

外科護理學」，所以對護理專業已具備基礎能力。 

(3)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一 研究架構圖 

(4)資料蒐集方法及工具 

  

1.學生學習成效:依據研究目標，配合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及評量，本研究採用多元測量

方式及資料收集方法，來獲得學生學習回饋及成效指標的資料，分述如下: 

跨專業學習能力量表:由研究團隊參考國內外問卷、文獻及經驗自擬，共 19 題，

Likert 五級計分，1 分為非常不同意，3 分為中立，5 分為非常同意，例如:題目詢問

「與其他專業科系學生一起學習，將能提升我和團隊成員的溝通技巧」，總分範圍介於

跨專業
教育

執行革新
課程

跨領域
團隊學習

學習成效
評量

規劃/調整
革新課程

計畫(DO) 推動(APPLY) 

整合(COLLABORATE) 
檢討(REF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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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邀請 5 位具有跨專業教育實務及專長的專家，包含:一位臨床醫師、兩位臨床護

理主管及兩位高齡長照學者，進行問卷之專家內容效度檢定，根據所有專家評為 3 分

(相關)和 4 分(非常相關)的題目比例，計算內容效度指數(scale content validity index, S-

CVI)，本研究計算跨專業學習能力量表之 S-CVI 為 0.86，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4。 

跨專業態度量表: 由研究團隊參考國內外問卷、文獻及經驗自擬，共 14 題，Likert 

五級計分，1 分為非常不同意，3 分為中立，5 分為非常同意，例如:題目詢問「當其他

人給我建議時，我是自在的」，總分範圍介於 14-70。同上述進行問卷之專家內容效

度檢定，本研究計算跨專業態度量表之 S-CVI 為 0.88，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77。 

科目成績及作業成績:由科目成績來評量學生的整體學習表現，技能的學習成效指標

則由 PBL 案例之 Rubricsrics 評估表(含同儕評分)得分，以及周全性評估之得分來測

量。 

關懷及溝通的學習成效:利用學生完成並上傳至本校開設的數位學習平台的作業，如: 

實務見習學習單、高齡模擬體驗心得報告，進行內容分析，藉以評量學生展現的關懷

及溝通技能。   

2.課程、學生及教師學習成效: 

課程滿意度評量(附件三):配合學校政策，於期末時請學生上本校資訊系統完成課程

滿意度評量。課程滿意度評量有 5 題，內容涵蓋課程規劃能達到教學目標、教材有助

學習、作業難易適中、評量方式能測出學習成果、這門課使我獲益良多，採六級計

分，越高分代表越滿意。 

配合學系政策，於期末時請學生完成課程核心素養的評量，本課程根據學習目標設

定評量「基礎生物醫學」、「一般臨床技能」、「批判性思考」「溝通與合作」及「關愛」

五項核心素養，採五級計分，4 分表示達成目標 80%的程度，5 分表示達成目標 100%

的程度，各題滿分為 5 分。 

利用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方式，由計畫主持人當社群召集人，邀請校內教師及業師

參與，以培訓老師在 IPE 的課程設計及 3D 教材發展的知能，社群結束時請參與教師在

研究團隊自擬的問卷做評量，以了解老師對社群活動的評價。  

   (5)分析方法 

本計畫所得之量性資料，如:跨專業學習能力量表得分、跨專業態度量表得分、科目成績、

作業成績、課程滿意度評量及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問卷得分，將輸入 EXCEL 建檔，並在

SPSS 20.0 中文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及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等推論性統計分析。

實務見習學習單及高齡模擬體驗心得報告等文字資料，將以內容分析之主題分析法，逐

步萃取與主題相關的概念(潘，2003)。   

一、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分準備期、執行期及評值期三階段執行，除準備期在上學期進行外，其他兩期

在下學期完成。各期工作範圍及主要執行重點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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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研究步驟及執行重點 

準備期 

1.課程師資培訓：利用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方式，由計畫主持人當社群召集人，成立

「跨領域教學護老團」社群，邀請社工系、職能治療系、物理治療系、護理系、醫學系

等校內教師，及心路基金會及社區老人關懷服務據點的業師參與，在第一學期透過三

次的社群活動，針對 IPE 的概念、課程設計與教材發展等議題進行對話與學習，主題

包括: 跨領域照護與跨領域教育(2 小時)、跨領域團隊教學教案設計(2 小時)及 3D 教材

介紹(1 小時)，在第二學期透過三次的社群活動，主題包括: 3D 列印體驗、3D 繪圖體

驗、如何運用 3D 列印與物聯網技術開發記憶訓練遊戲系統，藉此凝聚教師對 3D 教材

發展與應用的共識，並培訓老師設計 3D 教材的知能。透過社群活動，邀請課程協同授

課的教師開會，展開課程設計的對話。  

執行期 

1.課程目標(圖三)：1.熟練高齡者健康評估和溝通的技巧；2.評鑑老化對高齡者身體、

心理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3.設計及執行延緩高齡者老化及失能的方案；4.探索高齡

者跨團隊照護之相關議題；5.表現對老人及弱勢高齡者之關懷態度及行為。 

     

 

 

 

                          圖三 課程目標 

    2.課程單元:將 18 週的課程排定 18 個課程單元，分為三個單元模組，每個單元兩小

時，邀請不同專業領域師資來協同教學；分別是基礎知識模組—例如:老人生理、心

理及社會等層面的變化，功能改變及照護模組—例如:老人溝通與關係建立、老人口

腔及吞嚥功能照護、老人活動功能及輔具使用、老人用藥及環境安全等主題；實務

•師資培訓

•課程連結
準備期

•課程目標
•課程單元
•教學活動
•教材製作

執行期

•學習成效
•成果分享
•水平推展
•資料分析

評值期

◎評鑑老化對高齡者身體、心理及  
社會等層面之影響 

◎探索高齡者跨團隊照護之議題 
 

認知

技能

◎熟練高齡者健康評估和溝通的技巧 
◎設計及執行延緩老化及失能的方案 

 

◎表現對老人及弱勢高齡者之關懷

態度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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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模組—例如:老人體適能與運動、老人周全性評估、實務技能學習等。 

3.教學活動: 採用講授、PBL 案例討論、高齡模擬體驗、老人周全性評估實作及實

務見習等教學策略來進行課程單元及活動。學生:依課程要求出席上課及完成作

業；以小組方式進行 PBL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案的研討；安排學生在校內進行高齡

模擬體驗及完成指定任務；另與心路基金會高雄分會及社區老人關懷服務據點作社區

夥伴的學習資源連結，先安排學生到該場域見習，熟悉服務對象、學習如何進行跨團

隊溝通；在該機構業師的指導下，規劃並執行老人及中高齡智障者有關延緩老化和失

能的活動方案，由學生對邀請的個案執行「老人周全性健康評估」；以培養跨領域團

隊合作之整合照護能力，並展現對老人及中高齡智障者的關懷服務。所有分組活

動，將採不同科系學生混合分組原則，教師也盡量採跨領域指導。利用本校開設的數

位學習平台，完成作業繳交及線上學習。學生之實務技能見習成果於課堂做分組口頭

分享，並製作見習活動成果海報。 

4.教材製作—學生利用自製道具、音樂影片及遊戲媒材來發展延緩老化和失能的活動

方案，教師們合作發展出一個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的 PBL 教案，並經三位專家審查後

修正定稿為五幕的案例(附件)，另外，與跨領域師生團隊討論其研發 3D 記憶訓練遊

戲系統原型 (prototype) 的教學應用。計畫主持人也針對「老人周全性健康評估」，製

作評估影片及輔助學習工具。 

  評值期 

1.學習成效: 依前述資料蒐集方法及工具，進行資料收集及分析。 

2.成果分享:本研究結果可跟校內、外的師生做分享，並參加教育部主辦的成果發表會 

做分享與交流，研究結果亦可以發表在學術期刊。 

3.水平推展: 本研究結果及執行經驗，可以提供本學系開設的「失智症照護」和「長

期照顧」二門課做參考，也可以提供其他院系有意願開設 IPE 相關課程者作參考。 

(2)教師教學反思 

1.師資培訓：老師們藉由成長社群活動得以釐清「專業」以及「領域」的差別；學習 

WHO 的跨專業教育架構，教師們用多方角度探討 IPE 及 IPP，以過往實行之案例或經

驗進行討論，交流跨領域教學施行的困難，嘗試將老師們的建議如:學生人數及科系分

組原則、授課教師的混合考量、教案設計的考量應用於課程設計當中。深入討論跨領

域整合照護案例的設計細節，由於此教案使用於初學者，建議採簡單案例，以認識其

他專業人員的角度來設計學習目標。老師們很有興趣認識 3D 列印的技術與應用，本

系列課程從認識 3D 發展史、3D 印表機、繪圖軟體實作，再延伸到 3D 列印技術如何

能結合物聯網來發展記憶訓練遊戲系統，培訓課程讓老師們走出自己的專業領域，經

由彼此熱烈交流，多位老師有意願做跨專業合作的研發，藉由腦力激盪出將 3D 技術用

於教材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及高齡照護的臨床用途。有老師反應:「跨專業的課程需要教

師花費很多時間整合，應該要有較鼓勵的授課時數給教師」、「跨專業的課程包含很多

學生實作、服務課程，教師評量應有不同的指標與標準」、「增加 3D 列印的軟、硬體設

備購置」、「增加校方提供給跨領域社群的相關經費」。教師在社群問卷的評量結果，

對社群活動及知能培訓之滿意度平均得分介於 4.8-4.9(滿分 5.0)，顯示老師對社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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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行和安排的主題感到滿意。  

2.課程單元: 課程單元分為三個單元模組是適當的，不過多數實作課程排在後面的單元，

形成學生的負擔集中在期末，交作業的壓力也變得沉重。三堂業師的課程評價在非常

滿意及滿意的程度，所以業師授課是可以繼續施行的。跨專業的教師協同上課，也能

讓學生接觸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和其工作範圍，對正向地了解職場其他專業人員是有

幫助的。整體而言，以 IPE 設計的課程架構及學習活動，可能鼓勵有初步實務經驗的

三年級學生來選修更為適當。 

3.教學活動:學生對 PBL 教案的參與情形不錯，能依課程要求分工合作、搜尋相關資

料和討論，五幕分三次的討論是適當的，三位帶領 PBL 教案的老師在事前有開會凝聚

共識，並針對案例內容做修正，使其程度適合初學者，故師生對此活動的評價趨於正

向。高齡模擬體驗:以三人為一組執行教師給予的任務，如到超商購買飲料、到操場

撿拾物品、爬樓梯等，多數學生對此活動之反應為正向。實務技能學習的場所有二

處，社區老人關懷服務據點的學習資源明顯較心路基金會高雄分會充足的，學生在前

者的見習反應亦較佳。學生對實務技能見習成果要製作海報評價較差，多數學生覺得

此作業負擔較大，且過去沒有製作海報的經驗，建議未來若要保留需預留更多時間，

且作業要求需說明更加明確。學生對個案執行「老人周全性健康評估」，對已有學

過身體評估的護理系學生而言並不困難，但對未學習過此門課的其他科系學生或許較

困難些，雖然已製作評估影片及輔助學習工具，及採不同科系學生混合編組來合作，

但建議安排的個案要比較能溝通與配合，且多提供給學生一些練習時間。學生為高

齡者設計延緩老化和失能的活動方案，包括:桌遊、益智遊戲及輕度體能活動，此部分

對學生而言並不困難，高齡者亦對此類活動有正向反應，但教師須於正式執行活動

前，全盤了解學生的方案內容及執行程序，以免設計的活動太多、太少或不適當，並

提供明確的經費使用規範。 

4.教材製作:為讓學生發展延緩老化和失能活動方案的選擇可以再多元些，可以再多購

置一些桌遊和高齡體適能的衛教材料，此次發展出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的 PBL 教案

內容和進度運作起來適當，未來可以再稍微修一下五幕的學習目標，學生會使用「老

人周全性健康評估」的評估影片及輔助學習工具，對多數同學來說是有幫助的。 

(3)學生學習回饋 

跨專業學習能力量表:前測平均得分為 71.7，後測平均得分為 75.5，前、後測得分達

顯著差異(Z=-2.19, p=.028)。 

跨專業態度量表:前測平均得分為 50.5，後測平均得分為 55.0， 前、後測有顯著差異

(Z=-2.44, p=.015)。 

科目成績及作業成績: 學生的科目成績介於 84-90，整體學習表現良好。技能的學習

成效指標，由 PBL 案例之得分來看，成績介於 77-90，除一位學生因病而有學習落後

的情形，其他學生整體學習表現良好。另外，由周全性評估之得分來看，學生成績介

於 84-89，可知學生有達到學習目標。 

課程滿意度評量: 根據本校資訊系統之資料顯示本課程填卷率為 87%，滿意度平均得  

分為 4.63。有少數學生建議可以再強化師生間的溝通，以利作業及課程進行；實務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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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學習的地點也可考慮至其他老人服務據點。半數學生們認為 PBL可以激發思考，安

排各種不同的課程活動可以有助於提升知識技能，獲益良多。 

根據學習目標，期末學生自評的核心素養達到程度，平均得分在「基礎生物醫學」

為 4.1、「一般臨床技能」為 4.0、「批判性思考」為 4.2「溝通與合作」為 4.1 及「關

愛」為 4.3，結果顯示多數學生達成核心素養培養目標的 80%以上，此課程對五項核心

能力之養成有幫助。 

關懷及溝通的學習成效:以學生完成的實務見習學習單、高齡模擬體驗心得報告作

業，進行內容分析，得知有「激發同理心」、「體驗老化的身體改變」、「感受老化帶來

的生活不便」、「加強溝通技巧」、「加強評估技巧」、「看到自己的價值」、「以全人觀來

了解老化的改變」及「改變刻版印象」等幾個主題，由此得知多數學生都能在課程安

排的活動中，學習到關懷及溝通技能。   

結語 

本計畫旨在探討跨領域團隊教學模式導入老人護理課程，對大學生在高齡整合性照護的

學習效果，同時藉由學生對社區老人或中高齡智障者提供的延緩老化和失能活動，使學生能

實踐對弱勢族群的社會關懷，此計畫以一個課程為例，為改善高齡照護人才在專業養成教育

中，對跨領域整合照護能力不足的問題，以跨專業教育模式導入「老人護理」這門課程，提

供健康照護科系學生在高齡整合性照護能力及關懷老人情意教育的訓練，展現了不同於過去

的教學革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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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

具、訪談問題等等。 

附件一 活動照片 

   

桌遊體驗 模擬體驗 模擬體驗 

   

PBL 教師共識會議 業師授課 業師授課 

   

PBL 分組報告 實務見習成果海報 實務見習口頭報告 

   

老人周全性評估 老人周全性評估 周全性評估教學影片 



ii 

 

 

  

   

實務見習 實務見習 實務見習 

   

教師成長社群 教師成長社群 教師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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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PBL 教案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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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量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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