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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課程指導成果說明 
 

一、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二、開課期間：民國 107 年 02 月 26 日至民國 107 年 06 月 26 日 

三、授課教師：闕可欣、陳金彌 

四、系所單位：護理系 

五、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於課前請同學們先閱讀老師所提供之英文文章並試著按照老師給的指引完成

初步文獻批判，並且另外蒐集同學們感興趣之護理研究文章，以利增進課堂討論時

的豐富性。於第三週至第六週，老師於課堂上介紹研究文章的結構，以及使用範例

文章示範文獻評讀，並隨機給予。 

六、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文獻評析的自主學習可以使學生知道搜尋文獻的方法，運用資料庫，搜尋到所

需之關鍵重要文獻。接著學習如何找出文章的重點，培養學生閱讀相關領域的關鍵

重要文獻，並對其內文的邏輯性進行批判:從題目看出其重要概念、文章中的假設

是否有依據文獻、統計有無回答問題等。學生從實做中學習綜合分析文獻資料以找

出預設問題的答案。最後學生練習將欲研究主題之相關文獻進行再精緻化，將課程

以及自主學習的部分融會貫通。 

透過課程中教學： 

1. 學生能夠知道搜尋文獻資料的方法。 

2. 學生能夠評析文獻資料。 

3. 學生能夠綜合分析文獻資料。 

4. 學生能夠撰寫精緻綜合分析。 

七、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1. 課程設計為一學分，但是學生希望能更將課程增加至兩學分，希望能夠讓文章

批判、文章整理、精緻文獻等技巧更加純熟。 

2. 學生上課可能會跟不上老師的節奏，自我練習時間與個人資質有關。 

3. 每位學生的英文程度以及 IT能力程度不同，老師教學上會有些困難。 

八、 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透過觀察學生表現和回應及事後與有關老師的檢討過程中，有以下的體驗： 

1. 學生能夠從文章中摘錄自己所需要的內容。 

2. 經過老師的指導，學生能將已有的觀念與新接收到的知識結合，文獻蒐集的能

力更上層樓。 

3. 透過課前文獻統整練習，有助於提升個人的批判思考能力。 

4. 鑽研此靠課程後，學生發現自己在文獻蒐集以及文章閱讀發現比以往進步許

多。 

5. 學生對老師的教學建議： 

由老師帶領學生文獻方面閱讀及重點討論，對於未來撰寫報告以及文獻搜尋方

有有很大的幫助。 

6. 今年文獻評析收到的教學評值，得到 75%同學(修課人數 4 人，有效問卷 3 份)

給予 5 分的評價。並且建議其他同學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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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生反思 

A. 出席率達 100% 

B. 有 33%的同學做好課前預習準備；50%的同學上課認真聽講；33%的同學

積極地參與討論和課堂相關活動；50%的同學有課後複習並且如期完成作

業。 

 

 
 
 

C. 修課學生在知識、技能與態度兩大方面的學習程度平均值(數字由 1~5，數

字越大表示學習程度越高)均為 4.67。 

 

 

修完本課程後，願意將本門課推薦給
其他學生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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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修個學生在知識層面上，醫學指標學習程度平均值為 4.67；在技能與態度

層面上，解決複雜問題與創意力指標學習程度平均值均為 4.67。 

 

 
 

E. 學生對於本課程各項教學評量（教材內容有助於學習、教學方式能增進學

習成效、師生互動與討論有助於學習、評量方式有助於學習成效、對本課

程整體滿意度）均為 5。 

 

 
 

九、 優秀自主學習團隊推薦 

（一）第四組主題：口服輪狀病毒疫苗於預防接種之止痛成效 

成員：陳香徽 

  原因：計畫成果完整度高，語意通暢。 

（二）第一組主題：肺癌化學治療接受步行運動對疲憊、睡眠品質之探討 

成員: 陳之頤 

原因：計畫成果完整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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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自主學習作品照片 

 

  

闕可欣老師教導學生精緻文獻的技巧。 

陳金彌老師介紹研究文章的結構，以及使

用範例文章示範文獻評讀的方法。 

闕可欣老師以及陳金彌老師向學生說明自

主學習的相關內容，如何和文獻評析課程

結合。 

 
 

碩士班的學生認真聽講，並且使用電腦即

時操作，加深印象。 
陳金彌老師與碩士班同學討論課前作業的

內容，以及給予同學們回饋。 

  

碩士班同學相約至圖書館搜尋自主學習計

畫所需要使用的文獻資料。 
同學至圖書館學習如何使用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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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圖書館實際操作使用 EndNote，遇

到問題時請教圖書館員。 

同學向圖書館員請教使用 EndNote 時所遇

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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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學習問卷 

各位同學好，你們目前修的課程是本校推廣的「自主學習」課程，該課程主要特

色是老師減少講課時間，取而代之的是同學規劃自學的主題，再由老師和助教進

行指導，最後進行成果發表。透過這份問卷，我們想要了解，相較於在輔大曾修

讀過的其他課程，您對自主學習課程的想法，以便我們後續的教學創新發展，謝

謝。 

課程名稱 文獻評析 科系 護理系 

學號 
406436025 、 406436130 、

407436072、407436084 
年級別 碩士班一年級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 同

意 

非常 

不同意 

一、相較於在輔大曾修讀過的其他課程，您對本課程的想法： 

1.本課程能讓我更深入地學習到專業知識。 2 2 0 0 0 

2.本課程有助於提升自我的學習規劃能力。 2 2 0 0 0 

3.本課程更能讓我從中獲得問題解決經驗

與能力。 
2 2 0 0 0 

4.本課程更能讓我將所學知識應用於實際

場合。 
1 3 0 0 0 

5.本課程更能讓我學到如何從不同的角度

和層面看事物。 
3 1 0 0 0 

6.本課程更能激發多元想法與視角。 3 1 0 0 0 

7.本課程讓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在學習上。 2 2 0 0 0 

8.本課程能讓我在團體中以協調、溝通與合

作的方法來達成目標。 
1 2 1 0 0 

9.授課老師或助教的指導有助解決我學習

上遇到問題與困難。 
2 2 0 0 0 

10.本課程有助於我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2 2 0 0 0 

二、整體而言，我的想法是… 

1.我喜歡這樣的教學方式，我會推薦別的同

學來修讀這門課。 
1 3 0 0 0 

2.我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再修讀自主學習的

課程。 
1 3 0 0 0 

https://goo.gl/oGzt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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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請簡述即可，您認為本課程最棒的地方，或值得改善的地方。) 

1. 自主學習的過程可以激發思考能力。 

2. 2 學分比較適當。 

3. 授課老師給予大家很多思考跟自學空間，上課以重點式帶領著大家了解每堂課老師

想要大家理解的課程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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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林靜瑄                                 聯絡方式：fjudg1311@gmail.com 

時間 2018.04.07      15:00~15:40 受指導組別 第一組 

地點 DG129 受指導次數 第  1   次 

受指導對象 陳之頤、張妘竹、韓依彣、陳香徽 

指導老師 闕可欣、陳金彌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 評析文獻資料有被作者(文章)牽著走的感覺，看不懂統計表的內容，無法

判斷對錯，可能與對專業的熟悉度有關。 

2. 資料收集沒有問題，但再精緻化需要較長的時間。 

3. 蒐集文獻時，因為英文程度不太好，所以不太會去使用英文的資料。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1. 文章中的統計方法以及統計表需要有統計學的知識，同學若沒有修過統計

學，可以先閱讀過即可，依照文章中其他的內容亦可以了解文章的重點以

及判斷其文章內容是否符合邏輯。 

2. 精緻化文章是需要經過不斷練習的，同學可以先拿簡單的文章做練習，或

是對於文章不熟悉之處可以先和老師或同學一起討論，聽聽看不同的意

見，彼此交流想法。 

3. 平時可以利用英語自學網站加強個人英語能力，老師在課堂中教導同學不

同於以往的觀念以及搜尋文獻的工具，學生們可以與自己原有的觀念知識

作結合，更能找出自己需要的資料，會有不同的收穫。 

後續追蹤 老師將於同學的課後作業練習給予回饋 

備註  

 

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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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肺癌化學治療接受步行運動對疲憊、睡眠品質之探討 

二、組別：第一組 

三、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四、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個人)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陳之頤 

1. 搜尋所需之關鍵重

要文獻 

2. 閱讀並評析文獻 

3. 精緻文獻 

4. 發表 

406436025@mail.fju.edu.tw 

 
六、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105 年台灣十大死因仍是惡性腫瘤位居榜首，惡性腫瘤中又

因肺癌死亡的人數最多。癌症的治療方式以化學治療、標靶治療以及放射線治療為

主，而化學治療常常讓病患感到不適，尤其容易感到疲憊。而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

2009 年(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運動指引建議，接受中等強度

的運動訓練在癌症期間可以改善病患的疲憊感以及他們的生活品質。因此，如何藉

由步行運動改善病患的疲憊和睡眠品質(Schmitz et al., 2010)是主要探討的課題，希

望藉由在整理相關重要文獻的過程時，能夠在研究結果中找到方法改善病患的問題，

提升病患生活品質照護的滿意度。 

七、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1. 查詢與肺癌化學治療、步行運動、疲憊以及睡眠品質之相關文獻。 

2. 對文獻進行批判：於課堂中和老師討論文章內容以及個人對於文章內容的想

法。 

3. 統整五篇文章：藉由陳金彌老師的課前作業中，練習與熟悉文獻整理的技巧。 

4. 將文章精緻化：利用課程中老師教導的文獻批判技巧、如何統整文獻、以及文

章精緻化的技巧，完成一篇文獻評析文章。 

八、 進度規劃 

3/12 學習使用圖書館查詢系統 

3/26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批判 

4/9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統合 

4/23 學習如何達成文章精緻 

4/24~6/3 完成 5 篇文獻的精緻 

6/4  進行口頭報告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一）預期效益： 

1. 能夠對肺癌化學治療接受步行運動對疲憊、睡眠品質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2. 搜尋文獻能夠更有方向。 

3. 文章批判能力提升。 

4. 了解重點擷取的技巧並且能力能夠有所提升。 



11 
 

5. 熟悉文章統合技巧。 

6. 熟悉文章精緻化的技巧。 

（二）具體檢核方式：課堂表現、口頭報告。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1. Lee, Y. H., Tsai, Y. F., Lai, Y. H., & Tsai, C. M. (2008). Fatigue experi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aiwanese lung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hemotherapy.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17(7), 876-883. 

2. Henke, C., Cabri, J., Fricke, L., Pankow, W., Kandilakis, G., Feyer, P., & de 

Wit, M. (2014). Strength and endurance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in stages IIIA/IIIB/IV.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22(1), 95-101. 

3. Eickmeyer, S. M., Gamble, G. L., Shahpar, S., & Do, K. D. (2012). The role 

and efficacy of exercise in persons with cancer. PM&R, 4(11), 874-881. 

4. 黃鈺萍, 廖維華, 錢桂玉, & 陳建銘. (2016). 系統性回顧：高強度間歇訓練

對於癌症患者之效益探討. [The Efficacy of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on Cancer Survivors: A Systematic Review]. 台灣復健醫學雜誌, 44(2), 

55-69. doi:10.6315/2016.44(2)01 

5. 邱惠英, 林佑樺, 王金洲, 陳婉宜, 張晃智, & 林孟志. (2016). 肺癌化學治

療後病人照護需求與相關因素之探討. [Exploration of the Care Needs of 

Post-Chemotherapy Lung Cancer Patients and Related Factors]. 護理雜誌, 

63(3), 62-72. doi:10.6224/jn.63.3.62 

6. 周繡玲, 姚鍾太, 楊立華, 朱基銘, & 趙婉青. (2010). 肺癌病人化療期間

疲憊、睡眠障礙及情緒困擾之探討. [Fatigue, Sleep Disturbances, and Mood 

Distress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during Chemotherapy]. 腫瘤護理雜誌, 

10(2),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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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03 月 12 日(一) 20:00~22:00 

紀錄人：陳之頤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3/12 查詢所需之文獻 需多熟悉圖書館查詢系統 

2 3/19 批判文章 批判文章的技巧不足 

3 4/9 統整 5 篇文章 統整文章的技巧不足 

4 4/23 精緻文章至發表的格式 精緻文章至發表格式技巧不足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在 4/9 前完成文章批判。 

在 4/23 前精緻文章至發表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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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 年 06 月 20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肺癌化學治療接受步行運動對疲憊、睡眠品質之探討 

(二)組別：1 

(三)學生姓名：陳之頤 

(四)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五)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整體計畫之各步驟進度皆於當初預期規劃的日期內順利完成，但是因為很多技巧缺

發練習，所以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必須要花比較多的心力以及專注度。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文獻蒐集整理、進行文獻批判以及文章精緻化後，可以大致歸內出重點： 

1. 運動訓練的介入可以改善病人進行化療時所產生的疲憊感(Schmitz et al., 2010; 

Sloan et al., 2016)。 

2. 運動訓練可以提高病人的肌肉力量、心肺功能，以及生活品質等。 

3. 肺癌病人化學治療期間接受步行運動可以改善病人生活品質，接受中等強度運

動病人在呼吸困難症狀上能得到改善(Henke et al., 2014; Schmitz et al., 2010)。 

4. 步行運動介入對於接受化學治療肺癌病人運動耐力是具有顯著成效，並且能改

善病人呼吸困難，增加病人生活品質(Henke et al., 2014)。 

(三)自主學習歷程：  

一開始要查詢需要用到的文獻資料時，不熟悉圖書館館藏查詢功能，所以花比較多

的時間摸索。再來，進入到閱讀問張並且要對文章內容進行批判的時候，參考老師的課

堂講義以及練習題，才慢慢上手，批判文章的技巧還需要多多練習。接著進行文章整理

時，發現自己對於文章重點的掌握度還不是很熟悉，花了很多時間重複閱讀，統整文章

的技巧還需要多加強。最後要精緻文章並且填寫在發表的格式上，也發現自己文章精緻

化還需要多著墨，需要再多花時間與心力。 

三、學習心得 

其實自主學習是要學生自動自發、自覺並且行動，在這次文獻評析上課過程中，雖

然藉由老師上課教導知識，但返家後仍需要安排學習準備的時間，首先尋找關於與自己

的研究報告內相關文獻，在文獻收集過程中發現自己對於文章批判能力不足，總是覺得

每一份文章都很棒，所以才被刊登，但是與老師上課後討論發現原來自己的認定是錯誤

的，也因為自己事前的學習準備，才能夠在課堂中提出並作討論，從中了解對於文章批

判的重要，藉由課前的準備發現自己對於自己的研究盲點，才能與老師進行討論，我想

這樣老師才能夠提供相關性的協助，並藉由老師的教學指導修正自己的方向，這樣的學

習才能得到快樂，而且我們與同學也會在下課之餘進行討論並且提供建議，我想我們的

學習方式已經和以前不同了，藉由自主學習方案可以讓我的學習更佳有效率，這樣的方

式確實很好。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護理實務方面研究建議病人在化學介入開始前就應該鼓勵病人運動，且中度間歇性

運動有助於降低病人疲憊感，提高生活品質(Faul et al., 2011; Henke et al., 2014)，因為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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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訓練是多數運動中最容易被接受和達成，且經濟效益高學習簡單，臨床上因科別屬性

關係，研究者時常接觸肺癌接受化學治療之病人，在收集文獻資料中，發現肺癌病人接

受化學治療後時常出現疲憊感受，且往往造成病人情緒低落，但臨床上發現病人接受不

同化學治療藥物，不見得會有出現疲憊感或睡眠品質受到影響，加上單位環境寬敞，研

究者發現病人都會在病房走路進行運動，但訪談多位多次入住接受化學治療的肺癌病人

發現，病人對於自己的步行知道是有益處的運動，但不清楚運動需搭配每週至少 2-3次

每次約 30 分鐘且有頻率和強度限制，故本研究以步行訓練介入對肺癌接受化學治療病

人疲憊、睡眠品質進行探討，期望團隊合作模式，將來設計良好步行訓練計畫，推廣步

行運動，提供肺癌病人簡單又經濟的運動模式。 

五、其它附件 

附件一：文獻統整練習與老師回饋-SICU 呼吸器肺炎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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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闕可欣老師作業三指導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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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探討躁症患者睡眠品質與暴力行為之相關性 

二、組別：第二組 

三、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四、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個人)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張妘竹 

1. 搜尋所需之關鍵重

要文獻 

2. 閱讀並評析文獻 

3. 精緻文獻 

4. 發表 

jolin1019222514@gmail.com 

 
六、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睡眠障礙是身心科患者最常見困擾之一，睡眠時間長短是健康狀況及死亡的預測

因子，尤其當躁症患者在躁期發作時常常伴隨著難以控制的高昂情緒、睡眠時數減

少、品質差，導致暴力危機攀升。 

希望透過文獻蒐集以及精緻化後，探討躁症患者的睡眠品質與暴力之間相關性。 

七、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1. 查詢與躁症、睡眠品質以及暴力行為之相關文獻。 

2. 對文獻進行批判：在閱讀文章後提出自己對於文章內容的看法並和老師討論。 

3. 統整五篇文章：藉由陳金彌老師的課前作業中，練習文獻整理的技巧。 

4. 將文章精緻化：將統整過後的五篇文章，利用課堂上所學的技巧，完成一篇文

獻評析文章。 

八、 進度規劃 

3/12 學習使用圖書館查詢系統 

3/26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批判 

4/9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統合 

4/23 學習如何達成文章精緻 

4/24~6/3 完成 5 篇文獻的精緻 

6/4  進行口頭報告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一）預期效益： 

1. 能夠對躁症患者睡眠品質與暴力行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2. 了解搜尋文獻的技巧以及可以運用的資源。 

3. 提升個人批判思考能力。 

4. 能夠更快地掌握文章內容。 

5. 熟悉文章統合技巧。 

6. 熟悉文章精緻化的技巧。 

（二）具體檢核方式：課堂表現、口頭報告。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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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附件 

1. 劉樹斐（民 90）。自尊的多面向對大學生憂鬱與攻擊行為的影響。國立政

治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北市。 

2. 藍湘勻、李雅玲(2016)。癌症兒童治療期間睡眠品質及影響因素。源遠護

理，10(2)，5-11。 

3. 鄭茵綺、黃金洲、陳瑋昇、黃德豐、孫秀卿、蔡劭瑜(2018)。全身性紅斑

性狼瘡女性睡眠與晝夜血壓相關性及預測因子之初探。護理雜誌，65(2)，

43-53。 

4. 趙栩綺、蔡欣玲(2018)。一位躁鬱症個案躁期發作反覆住院之護理經驗。

榮護理，35(1)，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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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03 月 12 日(一) 18:30~20:00 

紀錄人：張妘竹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3/12 利用老師提供的自學英文

網站進行學習 
英文基本能力還需要多加強 

2 3/15 查詢所需要的文獻 
還需要多熟悉資料查詢系統以及正確搜尋到資料

的方式 

3 3/19 學習如何批判他人文章 批判文章的技巧以及重點掌握不到 

4 
4/09至圖書館詢問EndNote不足

處 
EndNote 操作仍顯生疏，必需多加練習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在 4/9 前完成文章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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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 年 06 月 21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探討躁症患者睡眠品質與暴力行為之相關性 

(二)組別：2 

(三)學生姓名：張妘竹 

(四)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五)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這次的計畫都有按照進度完成，但是英文能力比其他人差一些，所以額外花了很多

時間增進自己的語言能力。文獻評析的技巧都是第一次接觸，需要反覆的練習並且遇到

問題請教老師。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以蒐集相關文件後，設計出研究假設以及研究進行方法。 

1. 利用個人屬性基本問卷、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以及波氏攻擊量表（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1992）作為研究工具。 

2. 本研究採取橫斷面研究設計，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以結構式問

卷進行資料收集。 

3. 使用統計軟體 SPSS 17.0 for window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與建檔分

析，量表的內在一致性信度以 Cronbach’s α 值測量。 

(三)自主學習歷程： 

上課之前有先拿老師提供的英文學習網站自學英文，提升自己的英語能力，過程中

發現自己的英語能力還需要多加強，才不會往後在看英文文獻的時候很吃力，於是有空

時，我都會上英文自學網站學習，補強自己不足的地方。在查詢需要使用到的文獻資料

時，還需要多熟悉資料查詢系統以及正確搜尋到資料的方式。在學習如何批判文章時，

因為第一次接觸，無法很快地掌握到訣竅。在執行計畫時，EndNote 使用上出現的問題

也浮現，發現自己對此軟體的熟悉度還不夠，需要多加練習應用。 

三、學習心得 

這學期選修了「文獻評析」課程，老師在第一堂上課就告訴大家許多可以自主學習

的網站以及相關資源（包含校內、校外），以及 EndNote 使用方法，讓大家在課堂學習

後，立即做練習並繳交相關作業，老師也可以立即在旁給予指導以及糾正錯誤想法，這

對我來說，跟以往的上課經驗很不一樣，當下似乎可以吸收到更多新知以及導正自己的

錯誤觀念。 

「批判行思考」是一直在努力學習的地方，上課先經由老師精闢的講解以及帶領，

慢慢可以掌握到一些研讀文獻的重點所在，課後，老師給大家去搜尋自己喜歡有興趣的

文獻，進行批判性思考，事後帶領大家一起討論，更可以加深印象，並發現自己問題所

在。 

擺脫以往填鴨式教育，授課老師給予大家很多思考跟自學空間，上課以重點式帶領

著大家了解每堂課老師想要大家理解的課程重點所在，課後給大家時間跟資源自我學習，

自己發現問題，更能深刻體驗。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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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樣本來自於新北市某區域醫院急性精神科病房，研究發現可

能因為侷限調查範圍，所以無法了解其他精神科單位躁症病人睡眠狀況與暴力之間相關

性，故在研究的推論以及解釋上，只針對本研究選定族群作探討，無法推論至所有躁症

患者，另外本研究的結果在推論時必須要考量到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也為橫斷面研究，

僅可以測量到研究者所設定的時間範圍內資料，而無法進行長期資料追蹤及調查，往後

研究者若有興趣，在人力及時間充足下，可以朝向長期性，以縱貫性研究著手。 

五、其它附件 

附件一：文獻統整練習與老師回饋-疼痛評估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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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闕可欣老師作業三指導與成果 

(一) 未移除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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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移除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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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音樂介入對改善產婦睡眠品質之成效 

二、組別：第三組 

三、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四、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個人)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韓依彣 

1. 搜尋所需之關鍵重

要文獻 

2. 閱讀並評析文獻 

3. 精緻文獻 

4. 發表 

nurse463claire@gmail.com 

 
六、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台灣婦女在坐月子期間有 86%的產婦普遍睡眠品質不佳，接近九成的產婦覺得

睡眠受到干擾與影響。睡不好即精神不濟以及專注力下降，產婦若是沒有好的精

神以及專注力，在照顧嬰兒時容易疲憊及產生負面情緒，甚至恍神影響到母職角

色。產後的負面情緒影響容易導致生活品質下降，對生產的負面經驗甚或是產後

憂鬱症的引發。生產對婦女而言，不只是一種角色的轉變，從懷孕到新生兒出生，

身心皆經歷很大的衝擊和影響，因此對整個家庭也是一項重大的改變，故常容易

出現適應不良的現象，因此近年來關注產後婦女的心理及需求，已成為照護的重

點。 

過去有研究文獻提到音樂介入廣泛的用於失智、精神疾病、癌症、手術前、後，

孕期及待產產婦的資料，但較少有文獻研究以音樂介入於失眠產婦之成效之相關

研究，希望能夠透過整理國內外的文獻資料，認識以音樂改善失眠產婦的成效，

有機會的話能夠應用在護理職場。 

七、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1. 查詢與音樂介入以及產婦睡眠品質之相關文獻。 

2. 對文獻進行批判：閱讀文獻資料後思考文獻內容並且提出個人看法。 

3. 統整五篇文章：藉由陳金彌老師的課前作業中，練習文獻整理的技巧。 

4. 將文章精緻化：將統整過後的五篇文章，利用課堂上所學的技巧，完成一篇文

獻評析文章。 

八、 進度規劃 

3/12 學習使用圖書館查詢系統 

3/26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批判 

4/9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統合 

4/23 學習如何達成文章精緻 

4/24~6/3 完成 5 篇文獻的精緻 

6/4  進行口頭報告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一）預期效益： 

1. 能夠對音樂介入對改善產婦睡眠品質之成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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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音樂界入在臨床上的應用。 

3. 提升個人批判思考能力。 

4. 能夠快速抓到文章重點。 

5. 熟悉文章統合技巧。 

6. 熟悉文章精緻化的技巧。 

（二）具體檢核方式：課堂表現、口頭報告。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1. Liu, C. T., Lai, J. N., & Ko, Y. L. (2016). [Effects of Auricular Acupressure on 

Improving the Sleep Quality of Puerperae]. Hu Li Za Zhi, 63(2), 39-48. 

doi:10.6224/JN.63.2.39 

2. Shobeiri, F., Khaledi, S., Masoumi, S. Z., & Roshanaei, G. (2016). The effect 

of music therapy counseling on sleep quality in pregnant women. Int J Med 

Res Health Sci, 5, 408-416.  

3. Liu, Y. H., Lee, C. S., Yu, C. H., & Chen, C. H. (2016). Effects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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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03 月 12 日(一) 18:00~19:00 

  107 年 04 月 13 日(五) 12:00~13:00 

  107 年 04 月 23 日(一) 21:00~22:00 

紀錄人：韓依彣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3/12 查詢所需之文獻 第一次到圖書館認識 EndNote。 

2 3/19 批判文章 

老師給予大家一篇英文文獻(共同)希望大家回家

可以詳讀後課堂上討論並批判，並希望自己找一篇

跟自己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章可以在課堂上大家一

起學習。 

3 4/9 前完成金彌老師文獻的批判 

陳老師給我們每人各一份文獻，希望我們能做出批

判式思考及寫出看完文獻的心得，很謝謝老師在我

們回覆作業上詳細地跟我說缺失在哪裡。有找到 5

篇中文加英文文獻，也有稍微順過一下文獻內容。 

4 4/12 統整 5 篇文章 有找到中文兩篇及英文 3 篇共 5 篇文獻 

5 4/13 重新尋找文獻 

因 4/12 與老師討論後老師覺得我的研究主題不是

那麼適合，恐將對未來臨床工作沒有幫助，故從新

思考主題方向，重新尋找文獻。 

6 4/30 統整 5 篇文章 
目前已找好更改過後研究主題的相關文獻 5 篇，預

定 4 月底前統整 5 篇文章。 

7 5/28 精緻文章至發表的格式 訂定目標於 5 月繳交作業前完成。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3/12 

1. 4/9 前完成文章批判。 

 
4/13 

1. 訂定新的研究主題、重新尋找相關文獻。 

 

4/23 

1. 4/30 前統整文章。 

2. 訂定於五月繳交作業完成研究主題文獻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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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 年 06 月 18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音樂介入對改善產婦睡眠品質之成效 

(二)組別：3 

(三)學生姓名：韓依彣 

(四)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五)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原本訂定四月十二日要完成五篇文獻的統整，但是和陳金彌老師討論過後，發現原

本訂定的研究主題不太適合，於是換了一個題目，重新找五篇和主題相關的文獻資料，

延到四月三十日完成五篇文獻的統整。 

雖然前面的進度有延遲，但還是有在期限內完成這份計劃。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1. 研究者的文獻說到女性從成年至中年期的睡眠，在孕期和產後期間其睡眠品質

為最差的階段，常見有睡眠中斷干擾的問題。 

2. 許多文獻都提到音樂治療對於失智患者、精神疾病患者、癌症患者、手術患者、

懷孕期間或待產階段、甚至於已有文獻提到應用非藥物方式(含音樂治療)用於

延長壽命已經是可以相信的治療方式。 

3. 有學者在孕產期中針對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評分大於 5分以上的台灣孕婦進行

研究。給予 2 週的音樂治療後發現顯著降低了壓力和焦慮的程度並改善睡眠品

質，而研究也顯示孕婦對音樂的偏好為聽搖籃曲，其次是古典音樂，水晶音樂，

大自然的聲音。 

4. Liu、Lee、Yu 與 Chen（2016）的研究中指出音樂療法能顯著降低有睡眠障礙

及懷孕婦女的焦慮、壓力和改善睡眠品質成效，同時指出「搖籃曲」是懷孕婦

女睡前聆聽音樂曲目的首選。 

(三)自主學習歷程：  

 在查詢到需要的文獻資料之後，老師帶我們到圖書館學習 EndNote 的使用，以及安

排時段，讓我們能夠在使用 EndNote 上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有專業老師協助解決。 

 批判文章的練習，老師給予大家一篇英文文獻希望大家回家可以詳讀後課堂上討論

以及進行批判，並希望自己找一篇跟自己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章可以在課堂上大家一起學

習。老師也在給我們一人一篇文章，希望我們能有批判式思考及寫出看完文獻的心得，

老師在我們回覆作業上詳細地說明缺失。 

 後來計畫執行到一半發現困難，和老師討論，發現找的文章對於未來臨床上的應用

沒有太大關聯，於是經過老師的建議，重新找五篇文章並且進行批判和統整，最後精緻

文章。 

三、學習心得 

距離當學生已經 20 年前了，以前我們要找資料只能到學校圖書館或是央圖找，長

途跋涉到央圖還不見得找的到；開始上班後，除了進階需要寫案例報告、個案報告以外，

其他時間似乎就是日復一日的上班、下班，醫院圖書館也只是用來借影片還有醫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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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一個病房每個月須借多少書，而被硬性規定輪流至圖書館借書，轉眼間 APA 也已

經到了第 6 版了，想到自己當初在寫個案進階 N3 時光 APA 就被搞到快要崩潰。 

這次上課後老師教了我們一個新的輔助工具: EndNote，天啊~~這個真的是我們要準

備寫作業及論文的天大的救星，不但在閱讀文章尋找文章及整理資料上有很大的幫助，

最重要的是 EndNote 可以非常快速又正確的幫助我們組織文獻及正確的使用 APA 6，真

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工具。 

因為與老師討論後有更改研究主題，等於文獻是全部重新開始尋找及統整，不過非

常謝謝老師給我們很大的幫助，在上課期間總是會利用課堂上了解我們目前進行到哪一

個階段，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然後指引重點方向給我們繼續往下，這個對我真的很重要，

因為卡關時聽到老師的指點後就有恍然大悟的感受，原來我接下來的方向是往這方向邁

進。 

很快的，今天已經是上最後一堂課了，今天老師希望的是我們能夠盡量精緻再精緻，

把我們要做的研究精緻化，這個是要訓練我們能將文章能除去一些不需要的句子，留下

一目了然又能將研究精隨顯現出來，這是我現在需要更努力學習的地方。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對於我們長期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往往會在精密的儀器及數據中迷失治療方向，其

實我們治療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病，說得更明確的為失眠也許只是一個症狀，不能說是一

個疾病，而在這樣的症狀或疾病當中，什麼才是病人最想馬上得到的？那就是即刻緩解

他的痛苦，能給他最大的安慰，而用最簡單、容易取得的工具、最直接而又溫馨的非語

言溝通—相信音樂會是最好的選擇。 

台灣婦女坐月子期間有 86%的產婦普遍睡眠品質不佳，研究者的研究若是音樂治療

可達到改善產後婦女睡眠品質，減少產婦產後疲憊進而影響母職角色，更可以改善對懷

孕生產的負面經驗，之後希望能更進一步推廣到臨床使用於門診期間孕婦睡眠問題之改

善，以期得到最大的效益。 

五、其它附件 

附件一：文獻統整練習與老師回饋-運用仿居家概念提升早產兒出院前準備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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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闕可欣老師作業三指導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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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口服輪狀病毒疫苗於預防接種之止痛成效 

二、組別：第四組 

三、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四、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個人)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陳香徽 

1. 搜尋所需之關鍵重

要文獻 

2. 閱讀並評析文獻 

3. 精緻文獻 

4. 發表 

407436072@mail.fju.edu.tw 

 
六、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嬰兒無法以語言表達疼痛不適，常使醫護人員忽視其疼痛問題，未即時處理疼

痛除了造成不適之外，亦有可能對日後行為、認知的發展造成影響 (Hatfield, 2014; 

Valeri, Holsti, & Linhares, 2015; 夏冬晴, 陳夢瑩, & 李曉南, 2016) 。所有病人包

含嬰兒的疼痛問題，是必需被評估及管理的(Phillips, 2000)，美國兒科醫學會在新

生兒疼痛指南中，提供了嬰兒疼痛的處理準則，包含了口服糖水或母乳、袋鼠式

護理、感官滿足（聽音樂等）、擰握、襁褓等(AAP, 2016)。 

 口服蔗糖水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對足跟採血、靜脈穿刺等有止痛效果(Harrison, 

Beggs, & Stevens, 2012; Lago et al., 2017)。輪狀病毒疫苗通常在嬰兒 2、4、6 個月

時口服，臨床上常趁注射後嬰兒張口哭泣時，再予口服輪狀病毒疫苗，未能充分

利用其含有蔗糖的特性，故本文即在探討先服輪狀病毒疫苗，再施打注射型預防

針，是否可以降低針劑型疫苗所帶來的疼痛，本文所得結果，可供臨床護理人員

安排預防針次序之參考。 

 希望能夠透過自主學習，搜尋可能會需要使用到的相關文獻，並且整理重點的

能力能有所提升。對於嬰兒健康有興趣，因此選擇此題目。 

七、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1. 查詢與口服疫苗、輪狀病毒疫苗、預防接種以及嬰兒疼痛之相關文獻。 

2. 對文獻進行批判：根據文章內容提出個人看法。 

3. 統整五篇文章：藉由陳金彌老師的課前作業中，練習文獻整理的技巧。 

4. 將文章精緻化：將統整過後的五篇文章，利用課堂上所學的技巧，完成一篇文

獻評析文章。 

八、 進度規劃 

3/12 學習使用圖書館查詢系統 

3/26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批判 

4/9  學習如何進行文章統合 

4/23 學習如何達成文章精緻 

4/24~6/3 完成 5 篇文獻的精緻 

6/4  進行口頭報告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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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1. 能夠對口服輪狀病毒疫苗於預防接種之止痛成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2. 提升個人批判思考能力。 

3. 熟悉抓文章重點技巧。 

4. 熟悉文章統合技巧。 

5. 熟悉文章精緻化的技巧。 

具體檢核方式：課堂表現、口頭報告。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1. Suhrabi, Z., Taghinejad, H., Valian, K., Sayehmiri, K., & Taheri, S. (2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fficacy of Glucose and Sucrose on the Vaccination 

Pa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Diagnostic Research, 8(10), PC01-PC03. doi:10.7860/JCDR/2014/10057.5053 

2. Taddio, A., Flanders, D., Weinberg, E., Lamba, S., Vyas, C., Ilersich, A. F., . . . 

McNair, C. (2015). A randomized trial of rotavirus vaccine versus sucrose 

solution for vaccine injection pain. Vaccine, 33(25), 2939-2943. 

doi:10.1016/j.vaccine.2015.04.057 

3. Lee, S. J., Ralston, H. J., Drey, E. A., Partridge, J. C., & Rosen, M. A. (2005). 

Fetal pain: a systematic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4(8), 947-954. 

doi:10.1001/jama.294.8.947 

4.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6).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in 

in the neonate: an update. Pediatrics, 137(2), 1-13. 

5. Yin, H. C., Shih, W. M., Lee, H. L., Yang, H. J., Chen, Y. L., Cheng, S. W., . . . 

Weng, Y. H. (2017). Comparison of iatrogenic pain between rotavirus 

vaccination before and after vaccine injection in 2-month-old infants. 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 13(5), 1136-1140. 

doi:10.1080/21645515.2016.1267082 

6. Hatfield, L. A. (2008). Sucrose decreases infant biobehavioral pain response to 

immunization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40(3), 219-225. doi:10.1111/j.1547-5069.2008.0022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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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03 月 08 日(四) 19:00~20:00 

    107 年 03 月 09 日(五) 18:00~18:30 

    107 年 04 月 08 日(日) 09:00~09:30 

    107 年 04 月 09 日(四) 19:00~20:00 

紀錄人：陳香徽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3/8 學習 endnote 

發現還需搭配 word 使用，預計 3/9 下載 word 

3/9下載word後發無法安裝 endnote增益集，google

發現可能是因 windows 是盜版的，windows 無法更

新，故只能安裝 endonote 17 版，改安裝 17 版後，

就可執行。 

2 4/1 收集文獻 

4/8 看英文的速度慢，很多天才能看一篇，看完了

又不知如何應用。 

4/9 查不到糖水的止痛機轉，感覺很挫折 

3 4/10 統整 5 篇文獻 4/9 老師提醒統整文獻是前後呼應、環環相扣 

4 4/23 精緻文章至發表的格式 精緻文章至發表格式技巧不足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3/9 電腦安裝 Word 

3/9 下載 word 無法安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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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 年 06 月 19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口服輪狀病毒疫苗於預防接種之止痛成效 

(二)組別：4 

(三)學生姓名：陳香徽 

(四)課程名稱：文獻評析 

(五)指導老師：闕可欣、陳金彌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這次的計畫如自主學習計畫書中的進度規劃，按時完成每個進度。也在整個計畫過

程中與老師進行多次討論，也向同學請教如何解決 EndNote 使用上遇到的問題。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1. 當有疼痛刺激時，嬰兒體內兒茶酚胺、生長激素、升糖素、皮質醇上升、胰島

素分泌減少，從嬰兒外表可觀察到手掌出汗、心跳變快、血氧濃度改變(Krishnan, 

2013)。 

2. 每個年齡層對疼痛的反應稍有不同， 0-6 個月嬰兒對疼痛反應的時間較 7-12

個月嬰兒久，0-3 個嬰兒面臨疼痛時，面部的表情變化較年長嬰兒大(Fuller & 

Conner, 1995)。 

3. 嬰兒雖然不會言語，仍可藉由觀察嬰兒的行為，如上下肢活動、哭泣情形、臉

部表情等，得知嬰兒的疼痛情形。 

4. 蔗糖水的止痛機轉，目前尚未完全清楚，可能與β-內啡肽(β-endophine)、

BDNF(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的釋放，從而減少疼痛感覺有關(Nuseir 

et al., 2017)。 

5. Taddio 等及 Yin 等收集服用第一劑輪狀病毒疫苗的個案，發現疫苗內的蔗糖成

份，也同樣具有止痛效果，因此建議可以先施予口服輪狀病毒疫苗再給予針劑

型疫苗(Taddio et al., 2015; Yin et al., 2017) 。 

(三)自主學習歷程： 

 在進行文獻評析的時候會需要使用到 EndNote，但是遇到一些狀況，過程並不是很

順利，還好最後有解決問題，才能繼續執行計畫。在收集文獻資料時，因為英文程度不

佳，所以很難快速瀏覽文章內容並且做出選擇。統整文章時，有記得老師的提點，文章

內容必須環環相扣。最後將精緻化後的文章填寫到發表格式，完成了這次的計畫。 

三、學習心得 

10 年前上大學時，老師要求自主學習，學成之後必需上台報告，有的採角色扮演，

有的規規矩矩，採用講述法，報告方式五花八門，說穿了就是學生幫學生上課。 

相隔 10 年再來求學，自次老師安排自主學習，不再局限課室內成果報告，而是介

紹了讓我們諮詢的資源、自主學習的方法。我們先在家預習，有不懂的，課堂上提出，

使上課能有更充份的時間，深入討論不會的內容；老師分享她學習英文的經驗，善用零

碎的時間，手機 APP 就可以學英文；上網註冊磨課師課程，學習不受時空限制，這樣

的方式，讓我不再只能自學一些與我原本能力相近的科目，甚至可以學習超越我的能力、

跨領域的事情，學習變得很自由，依照自己的興趣，隨時隨地都可以充實自己。這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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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的課程，在老師帶領下由淺入深，不僅學習更有效率，收獲也更多，自主學習的

方法態度，更使往後受益不盡，非常高興能參與這次的計劃。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Taddio 等及 Yin 等建議先服口服輪狀病毒疫苗，再施打針劑型預防針，以利用疫苗

內的蔗糖成份，達到止痛的效果。然而，蔗糖止痛最有效的年齡在 16 週內，輪達停口

服輪狀病毒疫苗，最遲需在 32 週前服用，Taddio 等及 Yin 等的研究，只收案口服輪狀

病毒疫苗第一劑的嬰兒，後續劑次是否仍具有同樣的止痛效果，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其它附件 

附件一：文獻統整練習與老師回饋-提升學齡前呼吸道感染兒童噴霧治療之認知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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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闕可欣老師作業三指導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