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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一)課程內容 

    人體中有許多系統支配不同功能，許多病灶的發生皆可能影響其他部位的功能運作。故在身體檢測方面也

須利用許多不同的方式定位病灶，知悉問題所在，以做出適切的護理措施與醫療處置維持並促進個案健康。 

    熟悉人體解剖構造及身理功能，透過量測個案之 Vital sign，評估其意識狀態，學習視、聽、扣、觸技巧，

了解正常值範圍並做出準確的判斷，為下一步的醫療措施提供完善的個案資訊。 

(二)課程目標 

除一般課程目標外，請說明學生預計獲得與健康促進有關之知識、技能與態度三層面之核心能力(請以條列方式

說明) 

(1)知識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習得哪些知識內容? 

A. 學習身體檢查的評估原理。 

B. 在臨床實作中在不同病灶之個案上能夠靈活使用評估技巧，並清楚正常值範圍及在小兒及成人身上檢

測結果其不同的臨床意義為何，得以更準確得知個案狀況。 

C. 使用檢測量表評估個案狀況的時機，如何利用視聽扣觸技巧檢測病灶位置，以及輔助儀器測量個案

Vital sign 等等，了解其評估準則。 

D. 瞭解身體檢查與評估在呼吸治療上的應用。 

(2)技能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能具體展現哪些能力或行為? 

A. 學習如何正確使用儀器設備，以及做出準確的評估。 

B. 練習如何對個案下達正確的指示，並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在衛教時能夠清楚地教導個案檢測正確的

順序。 

C. 熟悉評估技巧，在臨床實務上能夠隨機應變。 

D. 熟練評估檢測得完整流程與步驟。 

(3)態度面：請說明學生於修習本課程後，將具體產生哪些態度或價值觀之正向改變? 

A. 因有些個案可能無法好好配合檢測地進行，往往會花上比較多的時間才可以完成檢測，故學生需利用

更多的耐心協助個案順利完成檢查。 

B. 在檢查的過程中個案可能缺乏安全感而不願接受檢測。因此必須站在個案角度思考並給予相當的鼓勵

以獲得其信任感。 

C. 身體評估過程運用適當溝通技巧，關心、尊重個案，並學習自主、不傷害與重視隱私原則。 

 

(三)課程實施與課堂經營方式 

A. 課堂講解 

B. 技術實作 

C. 示教與回覆示教 

D. 配合相關影片及 VCD(DVD)教學 

E. 團隊導向學習(team-based learning) 

F. 戒菸/減重/肺結核防治/施打疫苗宣導等與呼吸治療相關健康促進宣導 

G. 研討及分享 



3 
 

H. 案例討論 

 

 

 

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博覽會成果 

1.請說明課程博覽會攤位展覽內容及學生分工規劃 

A. 總共分為五組，每組製作一張衛教海報(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疫苗、肺結核、空氣汙染、菸害防制)，

其餘按照學生巧思設計遊戲、製作宣傳 DM。 

B. 博覽會期間依照分組安排各組顧攤時間。每組於顧攤時期需測量民眾之體溫、膝跳反射、平衡感測試、

意識評估、血壓量測等，並將測量數據紀錄於紀錄表單中。此外也和民眾進行衛教小遊戲。 

2.若搭配其他資源(如企業或校外單位)，請寫出其在課程中的角色及博覽會中的合作方式 

 

 

3.課程博覽會評分說明 

課程博覽會所占分數百分比、評分標準及內容(評分方式請自行增減) 

評分方式 內容說明 分數(%) 

教師評分 
課程博覽會整體活動表現(跑關、顧攤) 15 

報告製作(海報、檢查評分表、課後報告) 15 

 

4.成果說明 

請說明課程內容及博覽會中對健康促進概念的具體貢獻 

質化成果 量化成果 

評估操作與過程 身體檢查評估數值分析 

與個案間的應答情形 心智意識問卷調查 

衛教時的表達能力 個案對於衛教的理解程度 

 

 

(二)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 請彙整學生滿意度暨學習反思回饋問卷(回收份數須達修課人數 2/3)或其他學習回饋結果(以圓餅圖/長條圖方

式呈現)，並將問卷附於成果報告書內(紙本或電子檔皆可) 

 

問卷回收份數：38 份 

問卷格式參照附件 1 

學生回饋參照附件 2 

A.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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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回饋 

I. 參加博覽會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1 和他人溝通互動、衛教的技巧與重要性。 

○2 與其他系所互相交流。 

II. 在課程或博覽會的規劃或安排上，還有其他更好的意見可以提供給我們？ 

○1 攤位空間些許擁擠，攤位編號不明，動線不流暢，擴大空間或許會有更佳的效果。 

○2 可以增加更多學院一同參與，提升博覽會多元性，進而吸引更多校內學生。 

2. 請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目標之對應(須包含健康促進部分)，並評估課程實施效果 

    學生們除了在課堂上與同儕間的實作演練，熟悉評估技巧外，藉由博覽會的參與，在許多不同年齡層、體

型、狀態的民眾中得到許多不同的數據，以及評估測量不同人時其困難檢測的部分，使學生從做中學，更能理

解每一項評估其臨床意義何在，以及在不同年齡層間正常值的數據變化。因此在了解課程的部分大多數同學皆

因博覽會而獲益良多。 

    此外，面對醫學知識較不熟悉的民眾，除了考驗同學的耐心，面對人群的勇氣，並因每位民眾其理解能力、

語言、醫療觀念等等不盡相同而所需應對處理的方式不同，因此也增進了對於民眾衛教的溝通能力與應變能力，

從學生回饋問卷統計上可以得知大部分的人在此方面獲得的回饋相當的大。 

三、照片錦集 

請提供課堂活動與成果展示之照片各 3 張，底下請提供 10~20 字的文字說明 

課堂活動 1 

 

課堂活動 2 



5 
 

 

 

 

 

 

 

 

 

說明：同學幫忙民眾測量體溫。 說明：同學幫民眾做血壓之量測。 

課堂活動 3 

 

 

 

 

博覽會 1 

 

說明：檢測反射功能是否正常。 說明：同學對民眾進行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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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覽會 2 

 

博覽會 3 

 

 

說明：課堂上同學練習扣診實作。 說明： 同學研究觸、扣診部位。 
 

四、反思與檢討 

課程執行中，課程設計、課堂經營、博覽會規劃等面向遇到問題或困難之檢討 

    有些學生在技術上還不太純熟或衛教知識略顯生疏導致在測量及衛教時太過緊張而手忙

腳亂，在博覽會上所遇到的狀況與課堂練習時的變異性更加多元而沒有預測到一些可能發生

的情況與問題，例如天冷的緣故，多數民眾穿著偏厚的長袖或外套，即使施測前已請民眾把

長袖捲上去，有時候還是有測不到血壓的情形，使得同學一時之間應對上可能較為驚慌失措。

因此需再更加熟練技術的流程與操作，並豐富自身知識，在面對不同情況時表現得更從容。 

    工作分配方面因沒有預期到人潮的影響，現場呈現些微混亂的現象，也影響衛教的進行。

針對此點在未來類似的活動上尚須多設想一些配套措施以隨時應付現場狀況。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目前尚有許多人對於呼吸治療師的專業不太熟悉，透過博覽會與民眾互動，衛教呼吸治

療的專業範疇，讓更多人對呼吸治療的領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現今社會健康意識逐漸抬頭，但許多民眾對於一些醫療知識可能略知一，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然，缺乏對於諸如空氣汙染或二手菸對於人體的危害及防治，疫苗的施打與其功用，肺

部疾病的認知等等更多的相關概念。此外，由於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發現人口愈趨增加，

許多人可能有此方面的問題卻沒有更多的相關知識，導致睡眠品質大大受到影響而不自知。

對於此類疾病的成因及臨床現象若能早期發現則能盡早治療，促進並維持患者生活品質。 

    在未來，社區、醫療機構、學校等地方可藉由舉辦相關活動，透過與民眾互動的方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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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醫學知識衛教的效果，並使其了解身體檢查個項目評值結果與相對應的身體狀況關係，讓

每個人都能更清楚自身的身體健康程度，以及防範疾病的措施宣導，普及健康促進觀念在日

常生活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