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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醫師養成的趨勢是因應社會需求，連續性
且完整性的培養核心能力及全球化。過去醫師面對病人
問題，多透過專業醫學知識及專精化的技能來解決病人
的問題，卻忽略與病患互動及合作，而缺乏對病人全盤
的了解。現代醫師除了須具有必備的知識與技能外，也
需兼備人文素養與社會意識，如此才能提供以病人為中
心的醫療照護。「在病人照護中學習」，亦即在照顧
病人的過程中學習與應用各種知識、體驗與領悟各項技
能和態度，進而提昇學習者之六大核心能力。然而病人
照護之教學遠較大堂授課複雜且困難，因為臨床教師須
處理病人之病情，且須兼顧學習者、醫療團隊成員、病
人與家屬之感受及互動。

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提出現代醫師須具備的六大核心能力，分別為：

病人照護：
應提供具憐憫心、合適而有效的治療健康問題以及
促進健康的病人照護，更由跨領域團隊共同照護來
提供更完整的病人照護。

醫學知識：
應具備足夠的生物醫學、臨床醫學、流行病學以及
社會行為科學
等醫學知識，並
能將這些知識貫徹應用於病人的照護上。以開放、
探索及分析的思考模式去探尋新知識，而嚴謹地評
估已尋得知識的科學證據之強度，定進一步能截取
具實用性相關知識，能夠將其充分運用在臨床醫療
上。

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
必需要具備能分析及評估現行臨床照護優缺點的能
力，從事蒐集、評估、理解，並充分瞭解與病人健
康相關的科學研究，並從病人族群或社會族群中獲
取及使用相關的資訊。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
與病人及其家屬在相互尊重下，建立並維持良好的
醫病關係，並能尊重不同文化、種族、信仰、情緒
、各年齡層的病人以及其他醫療團隊成員。共同與
病人建立一個涵蓋治療與倫理皆健全的「醫病關係
」。

專業素養：
的醫師專業素養定義：住院醫師應承諾履
行專業責任、堅守倫理原則，以及對不同病人族群
具有敏感度。包括三個主要面向：
利他及尊重他人
符合醫學倫理原則的醫療行為
對於他人之文化、年齡、性別及殘障等差異能
有一定的敏感度。

制度下之臨床工作
：
必需要瞭解個人執業與其他醫療專業及團體的互動
關係，及其在整個醫療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分
析不同型式醫療執業體系，與健康照護體系間的優
缺點之差異。熟悉健康照護體系的運作及其緣由，
與健康保險制度甚至整個社會的相互影響。並由此
瞭解相關醫療費用的實質利用，以及醫療資源的分
配情況，以達到良好的財務控制。

醫學生涯是終身的學習與成果，無論是態度、知識與
技能都需要逐漸提升與精進。老師所能擔負的責任是教
學熱忱與專業能力、課程設計與充分師資、教學方法與
成果評估。而同學所需擔負的責任則是，無論教學制度
如何改變，都必須不斷自我成長學習成為在態度、知識
、技能及專業素養上稱職的醫者。

參考資料：

劉敏黃裕勝劉克明台灣醫學生畢業時必備之基本臨床能
力–能力導向的醫學教育之研究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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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介紹的教學設計方法與問題導向學習非常相似
，經常被混淆，但不同於問題導向學習，此種教學設計
方法我們稱作「專題導向學習
」。

專題導向學習是根基於
年代教育家杜威的進步主義學派，
以建構主義為基礎理念的一種學習方式，杜威認為教學
應主張做中學，藉由知與行的相
輔相成，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專題導向學習常以活
動、專案、問題解決等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在合作學習
的情境中安排複雜的任務，培養學習者跨領域知識及技
能的運用能力，以及問題分析與解決的知識與技能。

三種以建構主義為基礎，
強調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

康仕仲教授培訓跨領域問題
解決能力人才的工作坊

Project-Based與Doing Project
的差異

專題導向學習主張藉由「從
事某些事物」來取代單純的「
學習某些事物」，其特色
有以下幾點：

由教師引導學生找出真實世界的議題，分
析、解決問題的一種學習模式

以學生為中心的自我學習導向，最終能完
成實質的成品或成果報告

以小組方式進行的合作性學習方式

專題具時效性

教師是促進者與引導者的角色

傳統式學習由教師單向的對學生傳授課程，教師講授、
學生聽講；美國德州大學的學習成果報告顯示：透過文
字、聽講的學習方式，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的吸收不到
，而如果採用「操作」的學習方式，孩子透過觀察
、思考，學習吸收率可達，教學法恰能彌補傳統
式學習的不足之處。

傳統式學習與二類之比較：

專題導向學習與問題導
向學習的比較陳毓凱、
洪振方，科學教育月刊，月，期：

教學模式介紹
──專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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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學習主體性 
被老師 

要求 
學生自主(Edens, 2000) 

學生自主(Gültekin, 

2005) 

議題討論 -- 
與真實世界相關但定

義模糊問題 

各專業領域真實世界

中的問題 

合作性學習 -- 
腦力激盪、分享、回

饋、修正 

合作討論、分享、回

饋、修正 

經驗回饋與

反思 

(reflective 

thinking) 

-- 知識-經驗-知識聯結 知識-經驗-知識聯結 

評量 
總結性 

評量 
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學習內涵 
多元問題與策略思考 

（發散性思考） 

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技巧 

（收斂性思考） 

問題結構 
 

學習成果 解決問題策略 產品、成果 

應用時機 
不能立即解決的問題 

問題分析與解決策略思考 

Mind-Hand 

發現問題、蒐集資料與資

源、解決問題成果與學習 

與真實世界經驗有關的案例
或虛擬場景

真實世界待解決問題

Constructivism
Students construct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hrough experiments, 
experience & reflection. 

Inquiry – Based 
Learning

Students construct 
understanding based on a 

“need or want know.” 

Project-Based 
Learning

Students work in groups 
seeking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creating 
authentic products. 

Problem-Based 
Learning

Students develop 
solutions to specific 

and complex problems. 

CONSTRUCTIVISM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Doing  Projects Project-based Learning 

以教師為中心 以學生為中心 

議題不一定與真實世界有關 真實世界的議題 

教師指引方向，學生依循指引進行 學生設計自己的方向、問題解決、測試、
修正方向 

學生從指引方向的實做中學習 學生學到問題解決的知識與技能 

學生呈現成果給教師 學生呈獻成果給真實世界的需求者 

可以學生個人執行 學生組團隊合作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