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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期】電子會訊主題 

泛文化護理教育:新南向推展經驗 

(Trans-Cultural Nursing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主編的話 

李歡芳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由總統府於 2016年通過，而行政院也擬定新南向之人才培

育計畫。為此教育部也以「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核心目標，積極推展許

多相關方案以協助大專院校進行與東協及南亞國家之實質教育交流。 

    在護理教育上，許多學校甚至更早就開始與南向國家交流，經過多年的努力，均有

卓越的成果。過程中除發展出多項創意教學策略外，亦提供國際學生們友善的學習環境，

如不同信仰的活動空間或是本地生與國際生的互動學習。同時也啟動各校提供本地生前

往不同國家進行學術交流，提升其國際視野之獎勵政策。 

    本期主題為「泛文化護理教育:新南向推展經驗」，故特邀請本會理事長許玉雲教授以

其擔任成大護理系國際委員會主委之身份，分享成大護理系在新南向政策前即開始與新

南向國家耕耘教學與學術交流之成果；另外也請北醫大學郭淑瑜主任及周桂如院長分享

北醫在推動整個南向國際教育過程與策略；嘉義長庚科技大學洪瑞鎂老師分享以在地新

住民的經驗，融入教育協助新住民適應異國文化環境；最後則由成大護理系大學部與碩

士生分享前往澳洲進行泛文化護理學習的豐富收穫。 

    透過本次主題之分享，相信必定能提供各校在新南向推展上有豐富且深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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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國際化護理教育的插枝成蔭  

 

 

許玉雲  

 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臺灣護理教育學會理事長 

 
緣起- 國際護理教育插枝成蔭 

 

2012年 2月，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成立護理碩士國際專班(International Advanced 

Program in Nursing, IAPN)，招收第一屆來自印尼的 9 位學生。招生起源，不是偶發，

而是一個國際事件。2004年，印尼因南亞大海嘯， 死亡 23萬餘人，當時各國和 WHO

援助此區域的重建，印尼政府發現當災難發生時，護理人員是參與救災第一線的健康專

業人員，培育具災難照護能力的護理人員刻不容緩，故 WHO提供一筆培育印尼護理人員

的經費。2011 年印尼教育部高等教育中心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IKTI) 看上台灣成熟的護理專業教育系統。當時成大

護理學系張瑩如主任，接到相關單位詢問開設國際護理碩士專班可能性，立即召開系務

會議商討成立可能性，經過一番的論戰，反對者認為護理學系師資不足，可能會分散申

請成立護理博士班的能量; 贊成者認為教育國際化是趨勢，成大護理學系不應缺席，應

有世界責任，擔負起開發中國家護理人力之培育。隨後著手展開護理碩士國際專班的課

程規劃，國際護理專班課程都是因應東南亞特殊照護需求而設計，比方災難護理、公共

衛生照護議題與衛生行政研討、護理教育、婦幼衛生…等， 廣受學生良好評價。 2012

年成立第一屆，隨後第二屆 …..至今 2019年，成大護理學系國際碩士專班已近入第 8

屆，共有 61位畢業生，學生遍及印尼、越南、斯里蘭卡、土巴魯，甚至遠至非洲史瓦

帝尼王國。 

      2014年首次有兩位印尼國際生申請就讀當時設立於健照所下的護理組博士班， 

開啟國際護理博士班在成大的源頭。2017成功大學成立國際護理博士班(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in Nursing, IDPN)，招收國內外學生就讀，成為護理教育一個特色， 

每年大約有 6-8位來自東南亞的學生就讀國際博士班。截至 2019年底， 已有 5位來自

印尼的博士生畢業。 

 

友善的學習環境: 心靈與物質的實質支持 

 

    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對於國際學生就學期間的經濟援助是不餘遺力的，學系了解東南

亞國家國際學生在台就學的經濟壓力，甚至有博士班學生舉家來台。除協助國際學生於

入學時申請來自台灣政府和成大校際獎學金外，系上會提供教學助理和研究獎學金，並

協助校外獎學金申請，例如國際獅子會或是某些金融機構銀行所提供的獎學金。 

     國際學生在成大求學其中獨特優點之一，就是可到校內華語中心學習中文，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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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在成大求學第一年皆須到華語中心上課。國際學生在成大求學期間，不僅學到

專業知識，也學到中文，大大增加未來返鄉求職的語言競爭力。 

     國際學生經常面臨異鄉求學與生活適應問題。為了因應系上多數信仰回教印尼生

膜拜需求，在本系有限空間內，更貼心為學生準備了禱告室，與進行廁所空間的改 

造，提供學生使用。白天禮拜時間，包括其他科系的回教學生，皆會來使此祈禱室【圖

一】，形成護理學系另一特色。次外，系上設立國際班導師制度，導師定期與學生聚會，

了解其學習需要和適應。系上導生出遊，學生都會踴躍參加。【圖二】這種師生關係，

甚至延續到畢業，印尼畢業生家鄉遭逢地震，發起賑災活動，成大護理學系許多師生也

給予響應。國際學生和本地學生也是互相關心，曾經有國際學生歷經早產、失去孩子傷

痛，系上的學生和老師給予極大關懷，從生產、產後照護，甚至後來孩子的喪禮，本地

學生積極協助處理，甚至發起捐款，再再展向大愛無國界，護理教育國際化的另一面向。 

 

機動性的國際招生策略，用心教學是最佳招生招牌  

第一屆和第二屆的國際生是印尼政府和 WHO提供就學學生資助，生源沒問題，然在

招收第一屆學生後，學系老師開始思考，要如何永續發展國際護理專班。當時，如何將

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名聲推廣出去，讓東南亞國家認識成大護理學系成為當務之急。 

    護理學系老師在招生活動是上下連貫，機動性招生，整個學系老師積極參與。學系

歷屆主任與國際事務主委皆會定期到印尼、越南、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參訪並做

招生活動，學系老師如果受邀到東南亞演講，也不錯過任何招生機會。在當地校友協助

下，機動性辦理招生說明會和面試。不論是畢業校友或在學學生都是招生最佳廣告，於

面談時，常會聽到考生提及因成大畢業校友 XXX建議下，而來申請成大，可見用心教學

品質才是最佳招生廣告。 

 

護理教育國際化是世界趨勢，國際化護理教育不僅僅是提供英語化護理教學活動， 

重要是能將台灣卓越的護理教育理念傳播出去，開枝散葉。此外，國際化護理教育，讓

台灣學生有機會與外國學生有互動交流機會，增進其國際溝通力和培育其世界觀，更有

助學校提升國際知名度。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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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文化護理教育: 北醫護理之新南向國際經驗 

 

郭淑瑜 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周桂如 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教授兼院長 

壹、 前言  

全球化趨勢讓各國文化互動密切，如何培育具備全球視野之國際護理人才，培養學生對

異文化的欣賞瞭解與接納尊重，乃是護理教育者的重要使命 (李，2010)。近年來，隨著台灣

跨國婚姻增加與快速引入國際照護人力，台灣的外裔(籍)人口高達 55萬多人 (內政部，2019)，

護理學生畢業後面對具多元文化背景的臨床個案，將是常見的臨床場景。面對國際病人的不

同文化背景與生活習慣，第一線護理人員的泛文化素養，將成為提供文化適切性照顧的關鍵

元素 (黃，2012)。因此在學校教育課程如何導入具國際觀文化素養的培育則是刻不容緩的課

題，並且也是推動台灣護理國際化的重要基石。 

環顧台灣鄰近國家-印尼、越南、泰國、與澳洲等南向國家，雖然我們的地理位置相近且

人民生活交流密切，但彼此的醫療照護或文化底蘊卻迥然不同，如何透過護理教育課程活絡

各國護理人才的多元交流管道，以進行跨文化、跨領域對話，將是培育優質護理種子的教育

作法之一。因此希望藉著本篇文章分享北醫護理在南向國家的國際護理推動經驗，拋磚引玉

提供護理教育之參考，期望共同協力推動護理專業之國際發展。 

 

貳、 北醫護理南向教育的深耕 

  近年來因著教育部新南向教育政策的支持，加上學校挹注豐富資源，北醫護理規劃一系

列推動雙方南向人才培育合作與優質文化教育活動，茲分別描述如下: 

(一) 發展國際護理課程、積極推動東協及南亞等國護理人才培育 

  台灣具有先進健康照護體系且評比為世界第一 (衛生福利部，2019)，包括完備國家健

康照護基礎設施、健康照護專員人員能力、健康照護費用、良好藥品可用性、政府準備皆是

各國競相學習的楷模，而我們完備醫護教育更是吸引許多東南亞國際醫護學生來台學習。北

醫護理開設國際護理碩士班與博士班，招募印尼或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護理教師來臺進修，

並在學成後返國後協助培育當地護理人才。此外，積極建置雙聯碩士學位課程，與印尼日惹

大學合作，培養當地優秀學生完成進階護理學位，雙方學生到對方學校修習課程，並且針對

當地健康議題進行論文研究，二校教師共同指導而取得二校學位認可，藉此深化研究結盟。

我們也積極營造國際化友善校園環境，不管是學術研究與學生輔導提供多樣的豐富資源，例

如補助國際學生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舉辦國際美食節與在地文化探索活動、祈禱空間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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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本地學生擔任國際學伴或舉辦學生最喜歡卡拉 OK比賽等課外活動，讓國際學生融入台灣

親切文化與學術風氣。歷經全院師生共同努力，我們國際碩博生學習成效具體，至今已培養

多位優秀畢業國際校友回國擔任重要護理教育舵手，持續延展護理教育影響力，成就培養雙

邊國際化專業人才之願景。 

 

(二) 規劃國際護理學生交流課程 

為掌握全球護理學發展趨勢，北醫護理學院與國際護理院校建立實質合作盟校網絡，以

共同培育具備專業知識技能、人文關懷素養及國際競爭力的優質護理人才，我們和國際盟校

建立雙向合作計畫，定期推薦學生到對方國家交流學習。具體而言，在每年寒暑假期，我們

辦理國際護理見習(Outbound program)，讓台灣本地學生參加盟校的國際學程，實際瞭解當

地文化與醫療環境，乃是為學生開拓國際視野的最佳途徑，例如本校護理學院與泰國瑪希竇

大學以及清邁大學、與印尼大學日惹大學合辦為期一個月暑假短期課程 (圖一、圖二)，其中

包括課室學習以及臨床照護學習；藉此學生能體驗觀察當地護理教育及健康照護系統，在臨

床見習課程能實際觀察當地衛生系統與傳統照護方式，以加深課室學習的果效。這項國際見

習活動深受學生肯定，不管是學士班、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都熱烈支持國際學習，具體拓展

其寶貴的國際經驗並豐富學習生活，落實國際接軌的理想。每學期學生修習回國後，藉由舉

辦國際見習成果發表會，每位學生分享修習國際見習的見聞與收穫、經驗與注意事項，更進

一步讓更多學生感受地球村的國際觀點。例如泰國見習同學分享參訪各級不同醫院見識到泰

國醫療體制運作模式，例如初級醫院和上級醫院維持流通資訊，以達到病人最佳處置並減少

病人往大醫院送的負擔，這是台灣醫療少見的醫院連結；另外泰國學術發展十足國際化，以

及泰國學生主動認真學習精神更令人驚豔。同學在見習期間體驗泰國宗教文化如何融入醫療

照護，體驗與不同文化的年輕人一同學習的寶貴經驗，同學深刻感受國際學習正是呼應北醫

強調的人文素養-「學好做人，方做醫」的多元人文體驗。另外，印尼見習同學分享原本出發

前的刻板印象認為當地教學資源較不發達，但實際參加國際見習課程之後才發現印尼國際課

程非常紮實-透過醫院參訪、專家講座、實驗室活動等，讓學生深入瞭解東南亞的女性健康議

題，而且老師和同學們的英文程度非常好，尤其令人格外印象深刻，當得知他們並沒有補習、

只是把握每次和外國人說英文機會則更令人欽佩。見習期間學生體驗印尼當地人民平時生活

的食衣住行，並且和來自不同文化、種族的同學進行團隊合作學習，也讓同學眼光為之一亮

看到各國同學的不同優點，例如印尼同學的勤儉向學、馬來西亞同學的大方睿智、及瑞典同

學的獨立自主，都讓見習同學有著難忘且寶貴的文化交流經驗，並且深刻反思國際見習不僅

是吸收不同課程，更重要的是瞭解當地國家現狀以及文化差異，開闊自己眼界幫助規劃未來

發展。 

必須一提的是促成同學完成國際見習夢想的幕後功臣，就是全力投入國際交流的系院教

師努力，包括密切電子郵件與線上會議與對方學校教師合作規劃優質見習課程；並且積極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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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校內外的資源，減輕學生經濟負擔以順利參與國際交流學習，例如教育部「學海築夢」與

「新南向學海築夢」等計畫皆是每年教師全力投入爭取政府新南向教育的具體資源。系院教

師衷心期待透過國際交流來豐富同學的國際視野，不僅深化臺灣護理與南亞地區國家的雙邊

護理學生交流與培育，更能創造夥伴學術機構之合作潛能。 

此外，透過辦理國際短期交換研習課程(Inbound program)，由系院師生接待外國學校

師生來訪也是雙向文化教育的重要一環。北醫護理學院與三家附設醫院全力支持，共同打造

為期二週健康照護系列課程，希望讓外國護理學生親身接觸台灣醫療環境的重要元素，課程

單元包括台灣健康照護體系、長期照護照護、中醫醫療、坐月子習俗、生產照護等課程，並

安排到臨床見習課程；讓學員實際到臨床現場觀察台灣醫院照護流程與最新智慧照護設備，

並且和台灣臨床護理師面對面接觸進行實質交流，以達到國際學術與臨床交流。每年約 100

多位來自印尼、泰國、澳洲護理學生加入北醫護理國際課程(圖三)，國際學生認為豐富課程

與醫院見習讓他們深刻感受台灣濃厚人情味，完善健康環境，覺得在台北學習台灣文化是一

件有趣的事情。每梯次課程由我們本地學碩學生擔任國際小天，也和國際生成為很好的朋友，

達到雙向文化交流。 

 

(三) 擴大護理高階人才之培訓 

為擴大招募優質高階外國學生，護理學院承辦教育部新南向高階人才計畫，締結多所印

尼優質盟校，薦送當地高階師資或護理專業人才至本學院參與為期 2週高階護理課程與護理

教學實務課程。透過本項菁英課程希望能培育具有世界觀、跨文化、跨領域與前瞻觀念之醫

護領域高階管理人才與優質種子教師，促進東南亞各國菁英合作交流機會，建立本校與南向

國家高階管理人才之學術網絡，以共同將臺灣醫療高等教育推向國際舞台，並藉此帶動雙邊

整體醫療產業之發展。參加護理學院高階人才專班主要以東南亞國家護理及其相關領域之政

府官員、大專院校教師、高階行政管理人員為主。課程內容則融合護理教育與研究、護理臨

床實習、與長期照護主題。希望在這二週國際學習，傳遞醫療新知及瞭解東南亞各國產學優

勢，建立菁英護理人才的交流平臺，與國際新合作模式。 

 

(四)舉辦國際學術活動 

舉辦護理學術新知活動乃是掌握全球護理學發展趨勢的有效途徑，護理學院積極與國際

知名院校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定期在每年舉辦國際研討會、聯合學術活動、教學工作坊，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參與，以提供學術交流機會來培育兼具專業知識技能、人文關懷素養及國

際競爭力的優質護理人才。例如本校與印尼大學聯合舉辦災難與危機處理國際研討會 (圖四)，

彼此交流災難護理最新學術發展與精神衛生護理實務推展，並接軌國際經驗。學術活動期間

本地學生與國際學生皆有機會與國際知名學者互動，更可與世界各地的學生進行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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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耕在地國際化文化活動 

本學系極積推動國際短期交換研習課程中，本學系鼓勵並安排學生擔任接待人員、積極

參與國外參訪學生相關活動與協助照顧外國學生在本地的生活等，讓外國學生更能快速適應

本地文化，並建立本國學生之國際觀、落實國際文化交流與在地國際化學習。 

 

參、 未來展望 

 在北醫護理師生的齊心努力讓文化交流種子開始萌芽，同學反思回饋也讓我們確信這是

值得投入的教育工程。未來預計可藉由多元交流模式來增進學生國際移動力，例如聘任盟校

師資與培訓之種子教師，落實雙邊共同培育人才之目標；或深化與東協及南亞等國知名大學

成立護理教育聯盟，以提高台灣護理能見度進而建立護理國際影響力。整體而言，泛文化的

國際教育不僅打開學生眼光，更有助於跨越原本刻板印象的文化藩籬，提供彼此互相學習寶

貴機會，同時看到更多相同之處與雙贏的新合作模式。最重要的是，國際文化交流提供學生

走出舒適圈獲得豐富人文滋養，相信有助未來展現護理人的國際高度與廣度。 

 

致謝 

北醫護理國際活動順利推展，衷心感謝全院教師、學生與行政同仁協力及熱忱投入，與

國際友人相挺才有如此豐盛國際交流成果。 

 

 

 

 

 

圖一、2019印尼日惹大學的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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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9 泰國清邁大學的國際交流 

圖三、北醫護理國際交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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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北醫護理國際交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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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文化護理教育-長庚科大新南向推展經驗 

 洪瑞鎂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副教授 

    由於全球交通便捷，台灣新住民比例逐年升高，台灣已然成為多元文化社會，根據內

政部統計(2018)，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外籍配偶總數(大陸暨東南亞: 越南、印尼、柬

埔寨、菲律賓.緬甸與泰國)已超過 52萬人，嘉義縣新住民人口總計 12,764人，新住民家

庭人數約佔嘉義縣人口十分之一 (嘉義縣政府新住民學習中心網,2019)。本校長庚科技大

學嘉義分部位於嘉義縣新住民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本著創辦人建校精神，以服務鄉里的

目標，除政府鼓勵新南向政策，加上配合 107~108年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多元

在嘉與文化融滲」種子型計畫，開啟協助新住民家庭，建構多元友善、共生共榮的社會，

同時增進本校護理系師生對多元文化之理解，在醫護專業的教學與學習過程，擴展視野，

學習包容互重的文化能力，樂於服務社群，並能應用於未來的醫護職場，貢獻社會。 

    護理教育過去以理論與技術為主，較少學習文化需求相關課程，這幾年在學校教書時，

偶爾聽到新二代學生分享在國小時因父母身分與台灣同學不同，被同學霸凌而造成憂鬱情

緒或排斥學習母國語言；在醫院，常聽到護理人員分享，來台照顧病患的外籍看護常坐地

上並用手吃飯，護理人員皆覺得這些東南亞籍看護會帶來髒亂，且常因此引來很多老鼠在

病房到處流竄，造成護理人員對東南亞籍看護觀感不佳而排斥情形。而新住民婦女因為與

台灣文化不同，在生活與醫療上也常衍生很多照護困擾；在社區辦理活動時，常聽到社區

居民抱怨東南亞籍新住民婦女很勢利、以錢為主等先入為主觀點，此常造成新住民與社區

民眾衝突等事件發生。 

    嘉義縣新住民以印尼籍與越南籍占多數，以這兩國家為例。宗教信仰對很多離開國家

遠渡重洋者來說相對重要，以印尼國家的新住民而言，有 90%是伊斯蘭教，此宗教齋戒月

為一年中 5月 6日至 6月 4日為期一個月時程，齋戒月對回教徒來說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

時間。在每年為期三十天的齋戒月期間，除了老人、小孩、病人、孕婦、與月事來潮的女

性，所有穆斯林在日出後到日落前，不飲食、不吸菸、禁止親密關係。目的讓自己完全沐

浴在宗教信仰中，洗去身心的汙物與罪惡，伊斯蘭教女性裸露是違背教義的，所有女性一

年到頭都須穿著長袖與長裙或長褲，頭需包著頭紗，有的甚至只露出一雙眼睛，因而在看

病時常發生印尼新住民婦女因宗教信仰不能裸露而無法評估症狀，造成醫護人員困擾情形

發生。而在飲食方面，因印尼國家習慣用手抓著雞或鴨配飯吃，且會用右手吃飯，也因為

如此，造成很多人誤解新住民是落後民族，加上就醫語言問題，雞同鴨講情況時常發生，

造成許多偏見。因為如此，在護理教育上除了加強文化認知外也需增加對其他國家的文化

包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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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因新南向政策，台灣政府鼓勵東南亞國家留學生來台求學，以提供獎學金吸引

大量東南亞學生來台就讀，其中有很多越南籍留學生，他們通常在畢業後選擇留在台灣工

作，故現在台灣越南人族群包括：移工(看護工)、新住民以及留學生等。他們在台灣面臨

的主要的問題以語言的阻礙、生活環境差異以及文化的衝突為主。語言阻礙此部分政府與

民間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單位舉辦很多新住民中文班，讓剛來台新住民有機會學習中文，

但可惜的是，對新嫁來台新住民，有很多家庭不願她們外出，擔心學壞等顧慮，故而限制

她們外出學習語言；這 2年推廣新住民文化，邀請來校演講的在地東南亞新住民專家，過

去皆經過離婚後再婚，且來台 20年以上，在夫家支持下，在台灣推廣越南文化並擔任志

工或語言教師，發光發熱，可見文化偏見似乎抹煞許多外籍人才。在生活環境差異方面，

以飲食差異為主，越南新住民飲食喜食大量使用香味蔬菜沾辣椒與魚露；新住民也喜歡食

鴨仔蛋，是越南人最喜歡的小吃之一，當越南新住民有胃脹氣、疼痛或失眠，不會去看醫

生，而是以香料蔬菜為藥草治療為優先，然在台灣，我國治療還是以西醫為主，如何在西

醫與藥草治療之間取的平衡，也是需要醫護人員斟酌。文化的衝突方面，越南新住民曾表

示:小時候父母和老師常常教導，當看到長輩就要把手臂交疊，並且鞠躬表示尊敬；但在

台灣把手臂交疊是很不耐煩的意思。也因此越南新住民常得罪家中長輩造成文化衝突。其

他方面在社區家訪時也聽聞新住民父母來台依親，打工跌倒受傷，胸痛但因沒醫療保險，

加上打黑工怕被發現，而選擇隱忍不就醫，因此而猝死之案例。 

    

    新住民來台灣生活會讓台灣的整個社會有更多元，護理需要面對的是病患，也因此在

臨床常見很多各國新住民來就醫，護理教育除了需儲備所需學理與技術外，也應對多元文

化有更深了解。過多的標籤區別會讓台灣人對新住民有許多偏見和不客觀的評價，讓我們

能在一個更共同多元的環境中互相了解及尊重彼此。 

 

文獻: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18)。各月人口資料。縣市外裔、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嘉義縣政府新住民學習中心網 (2019)。人口統計。 

https://immi.cyhg.gov.tw/News6.aspx?n=C526D22344F1DACE&sms=9B80BB14966931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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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文化護理研討海外實習-澳洲南昆士蘭大學 

 

陳映筑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 107碩士班 

台灣近幾年來新移民人口數逐漸增加，使得社會文化變得更多元，特別是在兒科照

護的經驗中，發現有許多兒童的父母來自不同國家，不論是宗教、飲食或教育等，因此

護理師經常會面臨文化衝擊與困境。今年暑假很幸運申請上教育部新南向政策海外實習

機會，到澳洲南昆士蘭大學遊學，學習澳洲醫療和照護服務，瞭解護理師角色與功能，

提升自己面對多元文化的照護能力。 

 

~護理專業養成：護理教育與進階護理師~ 

澳洲護理師分為三種執照：助理護士(Assistant in Nursing, AN/Personal care worker, 

PCW)、登記護士(enrolled nurse, EN)和註冊護士(Registered Nurses, RN)。這三種護理師

在考照資格、臨床工作和薪資都有所不同。澳洲因地廣人稀加上社會老年化，對於公衛

及功能護理師需求極高，在護理教育基礎非常注重老年照護（aged care），依照能力和

興趣延伸各領域的臨床護理專家(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 CNS)，也因如此護理師擁有相

當高的社會地位。澳洲教育提供許多線上課程，師生可以透過視訊共同討論作業，學校

示範病房具備不同人種、年齡的假人，能夠聽到呼吸音、腸蠕動音或是病人主訴等，讓

學生在踏入臨床前模擬各種情境，並學習如何評估。 

 

~醫療照護需求：急慢性醫療、安寧療護至長期照護~ 

澳洲醫療分級相當明確，除了緊急救難，病人至診所由護理師做基本的評估和處理，

如：傷口換藥、慢性疾病衛教、兒童保健等，再與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進一步

討論，評估後續照護或轉診需求。不論是醫院或機構，皆秉持提供像家一樣舒適的環境，

確保個人隱私，透過社會捐款和政府補助，維持機構的運作，維持高品質的照護，讓末

期病人能夠善終。許多公司或學校也鼓勵員工擔任志工，到社區關懷居民，例如：送餐

服務（Meals on Wheels），舉辦各種活動促進身心健康，除了能夠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也可以減少在照護上的成本。 

 

~國外生活體驗 ~ 

    澳洲和台灣一樣，也是由多元文化組成的國家，對於種族包容性相當高，更重視人

權與文化保留，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同時也是許多人嚮往移民的國家。上學途中有麋

鹿和袋鼠陪伴，一抹斜陽及無際的草原，熱情友善的人們，即使實習上課很忙碌，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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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南昆士蘭大學護理學系模擬病人，有不同年紀、人種、情境，可以聽到 
      呼吸音和腸蠕動。 

 

天都過得很開心。這段時間認識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跟著澳洲當地的專業人士學

習護理教育和醫療照護的不同，互相分享臨床的經驗，也能藉由這個機會也能夠推廣台

灣的特色和文化，講師們對於台灣優秀的醫療人才和技術感到相當驚豔。很開心自己能

夠申請到這個機會，也感謝老師和同學們的協助，才能夠讓這些事在我碩士生涯中寫下

精采的一頁，期許自己將來在護理領域能更深入發展，成為兒科臨床護理專家，為台灣

的兒童和家庭提供最佳福祉。 

 

 

 

 

 

 
 

圖一、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許玉雲教授及學生與南昆士蘭大學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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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每天放學等待寄宿家庭接送，伴隨著一抹斜陽 

 

 

 

 

 

 

 

圖四、與寄宿家庭出遊，探索大自然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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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參訪當地新成立的老人安養機構 Infin8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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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文化護理教育學習心得 

廖修怡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大學部  

 

～啟程澳洲—期待看到台灣與澳洲護理的不同～ 

 「今年也想過個不一樣的暑假！」因為有了去年暑假去美國打工旅遊的經驗，今

年也想有個特別的暑假生活，因此我參加了系上的課程-泛文化交流。這是一堂到澳洲

南昆士蘭大學交流的課程，不只是學習澳洲的護理與台灣有何不同，也因為是住在寄

宿家庭，因此更可以體驗到當地生活！在台灣上了一學期的行前課程，學了澳洲獨有

的英文縮寫，一些基本的生活習慣，和準備了許多能和當地人交流的台灣醫學特別之

處後，我們準備啟程到澳洲 Toomwoomba囉！ 

～專業課程—了解澳洲護理各領域專業知識～ 

 在南昆士蘭大學，學校請了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員來替我們上課，像是探討澳洲護

理暴力事件、老人護理、兒童、生產……等等。瞭解到許多澳洲人退休後很少與小孩

同住，而是將所有積蓄、財產拿去老年安養機構買一間套房，在那邊頤養天年，而那

些機構不只提供空間讓他們住宿，也有許多服務，例如：電影院、美容美甲院、健身

房，這和台灣對於老了退休以後的計畫有著非常大的不同！還有一堂課，老師告訴我

們現在澳洲在推廣「hypnobirthing」，這是一個對於生產的觀念，顛覆大家原本對生

產是充滿恐懼、痛、不舒服的想法，從媽媽開始懷孕時，替她上課，讓她知道生孩子

其實是件美好的事，最後生產過程會依著產婦的意願選擇生產地點，也會將燈光調暗，

並配合輕音樂。研究顯示，藉由這個過程，不但降低了生產風險，也讓產婦在生產時

大幅降低使用止痛藥物的劑量。上完課後許多同學都表示：「好想要生小孩喔！」 

～參訪機構—深入走訪澳洲社區～ 

不只是上課，學校也替我們安排了許多參訪活動，到許多機構、醫院、學校直接

瞭解他們的護理人員職責、體驗那些特別的設備。其中有些較特別的經驗，我們參訪

了昆士蘭州的空中醫療救援中心-Life to Flight，這裡有台專門救援的直升機，會到

各個救護車無法到達的地方執行救援行動，也協助重症病患轉院至布里斯本的大醫院。

直升機上有著各式監視器和供氧、急救設備，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與其他外籍生交流～ 

 除了這些和醫療息息相關的課程之外，我們待在澳洲的期間，也有來自印尼和日

本的學生在學習課程，因此有許多機會和他們交流，我們討論了彼此國家的傳統習俗、

友善的討論了對彼此國家的第一印象，也一起藉由踢足球、打羽球來拉近彼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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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了解澳洲當地食、衣、住、行～ 

 當然，此趟來澳洲重要的不只是學術上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在寄宿家庭體驗當地

人的生活！我很幸運地來到一個 10年前移民來的菲律賓家庭，我已經是他們的第 14

個客人了！他們提供了一間乾淨且寬敞的房間給我，並且每天準備非常豐富的三餐。

因為他們也是亞洲人，因此幾乎每餐都會準備白米飯，我也就自然地不會像其他同學

一樣有飲食不習慣的問題。待在這裡的期間，我最喜歡趁著 Home爸、Home媽在煮飯

時站在他們身邊，學習他們煮菜的技巧，順便跟他們聊天，練習英文的溝通能力，聊

當時移民來的心情、聊他們的愛情故事、聊台灣的國際關係……。在假日期間，他們

會帶著我去朋友的生日派對、參觀當地的博物館、逛菜市場。我也趁著有空的時候，

準備了台灣的特色菜餚-三杯雞、番茄炒蛋和牛肉麵給他們品嚐看看，最後一個禮拜六，

Home媽甚至直接端著雞肉，問我能不能在料理一次，她很喜歡這個口味，最後我將這

些寫成一本小小的食譜，當作是給他們的離別禮物。在這個家庭，我最喜歡的是他們

和台灣人有著很大不同的地方：能夠非常大方地表現出愛，在 Home爸送 Home媽去上

班時會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和親吻，也很感謝他們能夠對一個客人這麼友善也用心對

待。 

～心得感想—回國後的收穫～ 

 很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去一直很想去的澳洲看看壯觀的大洋路、感受黃金海岸

的美景，也能真正了解到為什麼許多人一直推薦到澳洲當護理師，到底澳洲的護理環

境是如何？也因為住在有護理系學生的寄宿家庭，更能瞭解到台灣與澳洲醫療的不同。

澳洲的生活步調跟台灣比起來顯得很慢，但也因為這樣，更讓人有愜意、輕鬆、能夠

好好喘口氣的感覺。且因為澳洲非常大，每個景點都必須開車 1~2 小時，甚至若是沒

有開車，是沒辦法走到離家最近的超市的。在澳洲待了 42天，要聽得懂老師上課，並

且要能將自己的疑惑表達讓老師知道，在家也需要和自己的寄宿家庭溝通，因此我想

最大的進步應該是英文的口說能力吧！回來後還是覺得自己十分幸運，能夠參與這個

計畫，真的過了一個很豐富、跟別人不一樣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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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假日和同學的寄宿家庭一同到駱駝農場遊玩、野餐 

 

 

 

 

 

 

 

 

 

 

 

 

 

 

 

（圖二）Carbal Medical Service參訪原住民醫療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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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同學一起帶著參訪機構 TAFE的帽子合影 

 

（圖四）所有同學和所有寄宿家庭、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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