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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理事長的話 

 首先感謝各位會員撥冗參加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109年度會員大會，也向過去這一年來在

課室和臨床教學上的堅守崗位的護理教師/人員致意。今年是很特別一年，2020是護理專業創

立者南丁格爾女士 200歲冥誕，世界衛生組織將之訂為 「國際護理師與助產師年」；2020 也

是人類歷史上令人難忘一年，今年一月開始，全球遭遇新冠病毒史無前例的侵襲，病毒不僅

威脅到全世界人們的健康，更讓各國的經濟、交通、教育、生活、無一不受到重大影響，部

分教學活動和大型集會因而暫停。臺灣護理教育學會會員大會原本在每年三月中旬按例舉

行，也被迫暫停。幸而，台灣政府與人民集體合作對抗這場新興病毒戰役，我們成功走出來，

獲得世界各國一致的肯定與認同， 6 月中臺灣宣布解疫，讓年會能順利舉行。臺灣護理教育
學會，於 2007年成立，迄今邁入第 13年，具青春期熱血澎湃特徵。目前總會員數達 1106，

較去年增加 62位，108年度和 109年活動會員分別為 342和 411位，其中有 20位是永久會

員。  

 學會的任務之一是參與護理教育政策擬定，提供政府機構的護理教育建言，感謝周汎澔

前理事長在醫教會提出的「碩博士護理教育現況與趨勢」的計畫，我接手理事長後，針對此

計畫辦理三場座談會，探討護理碩博士教育的發展方向與定位，藉由與會專家們討論和分享，

獲得以下共識: 高階護理人才培育需配合社會脈動和業界需求; 高階護理課程發展考量多元

性、跨領域、國際化。今年度學會繼續與臺灣專科護理師學會蔡秀鸞理事長合作，執行教育

部醫教會 「臨床護理專家碩士學程標準建置與推動」子計畫。  

 這一年來，學會做了一些改變和創舉，包括學會網頁改版和跨界合辦研習會。2019年 9

月學會藉由與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合辦亞太護理教育聯盟(APANE)，將學會網頁改版，特

別感謝李佳桂秘書長和陳桂娥幹事用心與聯繫，讓版面更簡明，活動訊息更突顯、電子期刊

更易閱讀。此外與台灣感性學會跨界合辦 【集思 Χ共創】研習會，展現對跨領域教學的實

踐。護理教育者須思考如何培育具有跨領域合作能力和性格「T型護理人才」，未來學會研習

會繼續朝跨領域教學和教學實踐目標前進，讓護理教師們能帶領學生在課室和臨床現場思考

問題、解決問題，鼓勵學生大膽提出創意。 

 拓展會員人數和提供會員服務是過去一年會務的重點，感謝會員委員會顏文娟主委及其

委員們無私奉獻和付出，機動性的會員審查機制和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讓活動會員數持續增

長。學會現除了積極招募新會員之外，更將失聯或非活動的舊會員，一一找回來; 我們認真

聽取每位會員對於學會建言，因為這是學會向上的力量，也提供會員服務，例如: ACiNE組

團、申請補助、交涉註冊費退費等等。 



 由會員委員會主導的每年一度的優良護理教師和優良實習指導教師甄選是學會的重要

事項之一，今年所有獲獎者皆獲得獎杯一座，因兩者教師對護理學生專業養成都具同等影響

力。恭喜今年獲獎的三位優良護理教師: 賴維淑助理教授、柯薰貴助理教授、韓晶彥副教授， 

以及三位優良護理實習指導教師: 蔡惠貞老師、林岱樺老師、陳秀芬老師。今年申請者多，

但唯獨缺少專科組教師，且優良實習教師申請案不多，實屬可惜。為此，七月中，玉雲趁出

差之暇，特別拜訪三所專科學校和一所大學，推廣此甄選活動，期盼各位會員能宣傳並參與

此活動，讓更多優良護理教師被看見。    

 提升護理教育專業水平也是學會目標，而研習會是滋長會員教育專業們的重要來源，感

謝金繼春常務理事所帶領的學術委員會，協助舉辦研習會或座談會等活動。自 108年度至今，

學會主辦四場研習會(二場線上)， 協辦二場國內國際研討會，分別為 APANE 和婦幼衛生國

際論壇; 此外，為了讓全台灣護理教師們對於線上教學有所認識，今年三月底，COVID-19 正

肆虐台灣同時，由發想到舉辦短短 10天內，學會率先舉行兩場線上教學會議，獲得與會者熱

烈迴響。 

    感謝陳夏蓮理事所領導文書編輯委員會，讓每季的電子期刊都能如期出刊，這是讓人自

豪的；期刊的每期主題皆能反映當今教育現況，例如: 國際護理教育、跨文化教育、社區創

新照護等等，更能彈性調整期刊主題，將 COVID-19的護理教育主題納入。期許會員們能將

學會的電子期刊宣傳，吸引更多人閱讀，讓知識發揮力量。 

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去年僅代表學會參訪泰國 Thammasat University 和年初拜訪日本

筑波大學的護理學院，雖然 COVID-19 讓國際往來的學術活動幾乎停擺，2020 第四屆 ACiNE 

也被迫延期到明年六月舉行，但在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委胡文郁常務理事帶領下，學會仍積極

參與國際線上會議，提升學會的國際能見度。感謝成大護理學系協助，讓學會可與印尼三所

大學護理學系和成大護理國際學生會共合辦四場有關 COVID-19 護理教學國際會議。待疫情

緩和後，學會將會規劃一次日本護理學校參訪活動。 

學會運作需要資金的支持，感謝會員們在永久會費、會費如期繳交、演講投稿費捐款等

等實質支持；以及，許多企業公司對學會的贊助。感謝財務主委王琪珍理事和委員們規劃財

務和張麗娟會計帳目檢視，讓學會有限經費與資源下，仍可以運作正常。 

今天是臺灣護理教育學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的日子，感謝各位會員對於學會支持與

積極的參與，使會務得以茁壯成長，並讓臺灣的護理教育專業在這後疫轉折世代可以持續發

光發熱，為臺灣護理教育品質提昇，盡一份心力。 

敬祝大家 

平安健康  樂育英才 

理事長    謹致於 

中華民國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Nursing Education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二、協辦單位：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三、 活動時間：109年8  月22 日(星期六) 

四、 活動地點：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旭光樓5樓大講堂(503) 
 (700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78號) 

五、會員人數：應出席379人，實際出席190人（含親自出席95人，委託出席95人）。 

六、 議程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演講者 主持人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09:30-09:50 報   到 

09:50-10:00 致歡迎詞 
黃美智 校  長 
黃美荏 主  任 
許玉雲              理事長 

李佳桂 
秘書長 

10:00-10:30 會務報告： 
行政組 許玉雲  理 事 長 

李佳桂 
秘書長 

學術研究委員會 金繼春 主  委 

國際合作委員會 胡文郁 主  委 

文書編輯委員會 陳夏蓮 主  委 

會員委員會 顏文娟 主  委 

財務委員會 王琪珍 主  委 

監事會 周汎澔 常務監事 

10:30-10:45 章程修改、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顏文娟  主  委 李佳桂 
秘書長 

10:45-11:05 

頒獎暨致謝： 
頒獎：優良護理教師 

優良護理實習指導教師 
致感謝狀：學術會議協辦單位 

會員回娘家獎勵 
永久會員表揚 

許玉雲 理事長 李佳桂 
秘書長 

11:05-12:00 
教學心得 

分享 

優良護理教師 

每位 10分鐘 
(含討論及提問) 

大學組： 
賴維淑(成功大學 助理教授) 
柯薰貴(高雄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科大組： 
韓晶彥 (長庚科技大學 副教授) 

顏文娟 
主委 優良護理實習教師 

每位5 分鐘 
(含討論及提問) 

大學組： 
蔡惠貞(天主教輔仁大學 實習教
師) 
科大組： 
林岱樺(臺中科技大學 實習教師) 
專科組: 
陳秀芬(新生醫護專校 實習教師) 

※場外海報展示：優良教師「教學心得」與優良護理實習教師「創新教學
成果」 

12:00-13:00 午 餐 暨 會 員 聯 誼 



活動照片 

 

 

大合照 



 

 

  

   

  

  

台南護專 黃美智 校長 致詞 許玉雲  理事長 致詞 

優良護理指導教師頒獎 

頒發感謝狀—個人 頒發感謝狀—機構 

頒發感謝狀—廠商 頒發感謝狀—永久會員 

優良護理教師頒獎 



 

 

  

會場外花絮 

 

 
會場外花絮 

 

優良教師心得分享 



 

 

 

 

 

 

 

 

 

 

 

 

 

 三、2020.08.31 國際視訊研討會--『The 4th 
International Virtual Conference in Nursing』 

一、2020.07.23 國際視訊研討會--『The 1st 
International Nursing Online Seminar』 

二、2020.08.22『跨領域學習：護理與設計思考的 
融合』學術研討會  

四、2020.09.22-23 國際視訊研討會--『1st Virtu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ealth Sciences 
(V-ISHS)』 





2020.07.23 『The 1st International Nursing Online Seminar』 

活動紀實 

   主題: 『The 1st International Nursing Online Seminar』 

        --“Clinical Learning Strategies During Pandemic and New Normal 

Era”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Date & Time: Thursday, 23 July, 2020; 10:00 am till the end (Taiwan Time) 

  Link of registration: https://bit.ly/webinar-fkik 

  Link of youtube channel: https://bit.ly/youtube-fkik 

  Professor Yu-Yun Hsu will give a speech at around 10:50-11:20 Taiwan time 

at 85109 conference room. 

  主辦單位:印尼 School of Nursing,Facul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Banjarmasin  

           台灣 NCKU(成大護理系) 

  協辦單位:臺灣護理教育學會(TANE)、APANE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wRluUgxcw 

  Total attend from Zoom and YouTube channel: 550 人 

 

 

 

 

 

 

 

 

 

 



109年 7月 23日(W4)活動花絮 

   

            

  

主講者:許玉雲 理事長(台灣 TANE) 印尼 2位主持人  



跨國學員互動 

 

 

 

 

   





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Nursing Education 

『跨領域學習：護理與設計思考的融合』學術研討會 
Transdisciplinary Learning: Blending of Nursing and Design Thinking 

【研習會代碼:1090822  繼續教育積分：3 積分】 

一、教學目標:1、認識跨領域概念與策略。 
   2、認識設計思考在跨領域學習之內涵。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四、活動時間：109年8 月22 日(星期六)，名額不限。 
五、活動地點：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旭光樓5樓大講堂(503)。 

   (700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78號) 
六、參加人數：89人。  
七、 議程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演講者 主持人 

13:00-13:30 報   到 

13:30-13:40 致歡迎詞及研習會簡介 

黃美智 校長 

黃美荏 主任 
許玉雲 理事長 

李佳桂 秘書長 

13:40-14:30 
看護と人間中心デザイン 

（Nursing and Human Centered Design） 
富松潔 客座教授 黃美智 校長 

14:30-15:20 從設計到設計思考 馬敏元  教授 金繼春 副教授 

15:20-15:40 茶 敘 

15:40-16:30    跨領域合作能力的培育 胡文郁  教授 周汎澔 教授 

16:30-16:50 
綜合討論 

富松潔 客座教授
馬敏元  教授 

胡文郁  教授 

許玉雲 理事長 

16:50- 賦 歸 

備註：活動會員參加學術會議為免費，非活動會員者須繳交報名費500元 

十三、講者及主持人介紹 (依會議順序)： 

姓名 職稱/單位 

黃美智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長/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監事 

黃美荏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主任 

許玉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理事長 

李佳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助理教授/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秘書長 

富松潔 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客座教授 

馬敏元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教授/成功大學藝術中心藝術長 

金繼春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兼任副教授/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常務理事暨學術研

究委員會主任委員 

胡文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常務理事暨國

際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周汎澔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兼學務長/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常務監事 



活動照片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富松潔 客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馬敏元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胡文郁主任 

 

 

台南護專 黃美智 校長 主持 許玉雲  理事長 主持 

高雄醫學瘩大學 金繼春 常務理事 主持 高雄醫學瘩大學 周汎澔 常務監事 主持 



活動花絮 



 

 

 

 

 

 

 

 

 

 

 

 

 

 



2020.08.31『The 4th International Virtual Conference in Nursing』─
Utilized of Technology in Research regarding COVID-19 

活動紀實 

   主題: 『The 4th International Virtual Conference in Nursing』─Utilized of 

Technology in Research regarding COVID-19  

  Date & Time: Monday, August 31, 2020; 9:30-16:00 Taiwan Time  

  Registration: http://tiny.cc/icnstikep2020   

  Platform: Zoom (Organizer will send zoom link later to participants who register 

the event.) 

  主講者:Assistant professor Yen-Chin Chen  

  講題  : Utilized of Technology in Research regarding COVID-19 

  Announcement: http://www.nursing.ncku.edu.tw/p/404-1106-209410.php?Lang=en 

  主辦單位:印尼 STIKep PPNI Jawa Barat, Bandung, Indonesia  

            台灣 NCKU(成大護理系) 
  協辦單位:臺灣護理教育學會(TANE)、APANE 

  Total attend from Zoom and YouTube channel:1000 人 

 

 

 

 

 

 

 

 

 

 



109年 8月 31日(W1)活動花絮 

 

       

            

 

   

 

   

主講者:陳嬿今 助理教授(台灣 NCKU) 



 

 

 

 

 

 

 

 

 

 

 

 

 



2020.09.22-23『1st Virtu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ealth Sciences 

(V-ISHS)』─The Future of Nursing Care after Covid-19 Pandemic  

活動紀實 

   『主題: 1st Virtu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ealth Sciences (V-ISHS)』─

The Future of Nursing Care after Covid-19 Pandemic  

  Date & Time: Tuesday&Wednesday, September 22-23, 2020  

  Registration: https://confbeam.org/2020/ishs/kfz/ 

  Platform: All activities will be virtual, therefore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download Whova apps to attend all sessions 

  主講者:Assistant professor Yen-Chin Chen  

  講題  : The Future of Nursing Care after Covid-19 Pandemic  

  Announcement: http://ishs2020.fikes.unsoed.ac.id/ 

  主辦單位: Jenderal Soedirman University, Purwokerto, Indonesia. 

  協辦單位:臺灣護理教育學會(TANE)、APANE 

   Total attend from Zoom and YouTube channel: Around 290 participants 

attended in our virtual conference with detail 238 participants joined in the oral 

and poster presentation, and 52 as inviting participants  

 

 

 

 

 

 

 

 

 



 

 

 

 

 

 

 

 

 

http://ishs2020.fikes.unsoed.ac.id/


 



 



社團法人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Nurs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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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5 期】電子會訊主題 
 

社區長期照護及跨領域合作 

(Community-based long term care and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主編的話 

張念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副教授 

 

2018年台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六十五歲以上長者超過 330萬，但在民情文化下僅 2%

人口選擇入住二十四小時的住宿式長照機構。長照 2.0推動以來，居家服務使用人數早已經

突破二十萬人、而且每年仍持續加速成長，社區式照顧的市場規模可見一斑。然而隨著高齡

長照的需求日益嚴峻，年長者的生活需求多樣，如何讓老人家自在地「在宅安老」、以社區

居家代替集中式服務，跳脫傳統照顧模式，導入科技、跨業服務、跨域合作，解決照顧人力、

照顧多樣化等問題，正有待我們趕緊開發出新的解方！  

在社區長期照護服務，跨領域合作是一個必須努力的趨勢。滿足長輩實現自在地在家安

心養老的願望、讓社區裡的老人家獲得全方位照護服務，以促進長輩的健康、延緩失能是我

們努力的目標。照顧產業的未來，應思考如何使照護相關人才和資源更容易導入，前瞻式發

展相關的社會經濟制度使長照服務普及化；護理教育界和衛生福利相關教學醫院更應加緊跨

領域團隊合作的訓練，設計創新性之全人照護，來達到提升社會健康的最佳功效。 

為了迎接社區長期照護的智慧時代到來，本期護理教育學會會訊特地邀請在社區長期照

護的專家們分享她們在跨領域合作的實務經驗，包括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的人物專訪，從教

育面和長照政策面為我們討論社區永續發展。在實務和實習經驗方面，則在台灣南北各邀請

了一位第一線工作者，在他們學以致用、最忙碌的時刻，仍不辭辛勞為我們這期護理教育會

訊挑燈夜戰，細細說明她們如何將跨領域學到的知識應用在台灣和海外的社區長照領域、如

何用跨領域合作的方法解決老人家的長期照護問題。 

台灣的健保很幸福，但長照產業是高風險還是高幸福?有待我們一起努力。我在台北看到

很多醫師、藥師、營養師們都已經四處取經要來從事和推展老人社區長期照護事業，我們社

區老人照護領域的護理人員更不能缺席，細讀這些專家的文章，讓我們汲取她們的經驗，一

起努力成為台灣社區長照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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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訪談：陳靜敏教授專訪|台灣護理學會 

 

撰文｜張念慈（台灣大學） 

審校｜陳靜敏教授（成功大學） 

 

 身為護理職人，我們要如何發揮護理人員的功能，以符合健康促進發展的世界潮流， 

這是陳靜敏教授提醒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本期非常榮幸訪問到台灣護理學會的重量級人物 

陳靜敏理事長！相信他的經驗見解一定能啟發大家一起為台灣護理努力！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及老年學研究所教授 

臺灣護理教育學會監事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 

  

經歷與殊榮 

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FAAN） 

第九屆立法委員 

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名譽理事長 

行政院長期照護推動小組委員 

 

 

學而優則仕 

陳靜敏教授是促進護理在台灣社會和醫療體系提升能見度的實踐家。我們在課堂上鼓勵

學生要為病人代言、為社會的弱勢族群問題倡議！陳教授更是身體力行，為我們展示了護理

領導者的角色模範，尤其是擔任立委期間，一年當三年用，總是以行動證明對各職類醫事人

員和公共衛生事務的支持。即使卸任之後仍率先提倡口罩你先領的運動，這種濟弱扶傾、關

懷社會的精神充滿愛的力量！ 

 

在擔任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期間，主動辦理台日交流長照與未來社會論壇，開

啟多元的對話與合作關係。能夠有這些前瞻未來的創新格局，是陳教授累積多年的功力和對

公共議題的持續關注。也因此教導和鼓勵社區衛生護理人員應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對公共政

策才能夠有足夠的敏感度，進而提升社會各界對護理權益的關注。 

 

談護理教育和跨領域整合 

陳教授自國立台北護理及健康大學畢業之後曾在馬偕醫院擔任臨床護理師、累積自己的

臨床經驗和實力，隨後負笈美國，先在伊利諾大學完成 RN to BSN學士學位，再赴印第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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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攻讀社區護理的碩士學位和健康政策護理博士學位。在國外敏銳的觀察到他們對老年社

會的佈局以及很早就要開始推動社區化護理。帶著這些寶貴的經驗回到台灣之後，便開始思

考如何在老化加速的台灣社會，推展老人長期照護的社區整合照護模式，以及推動社區老人

照護護理角色擴展，這是今日社區護理能在台灣被看見的關鍵因素，事實上陳教授自講師起

就開始耕耘、經營、親力親為，也因此發現自助、互助、和人助合作的重要性。在學校主動

開設跨領域合作通識課程，讓護理系所學生和工業設計系有機會展開對話與合作。為發展社

區為基礎的長照環境更是戮力奔走，各種資源的協調、協商，充份發揮護理人的溝通與愛的

特質和能力。 

台灣護理很幸運有這麼一位倡議者做我們的角色模範，她為弱勢族群必須解決的問題和

社區長期照護問題發聲。她從政策面、教育面、和跨領域合作的方式為我們示範如何解決社

區健康問題。她鼓勵我們護理人員一起投身參與公共事務、培養成為一種護理特質或是一種

核心能力。身為護理教師，看到教授連科技部的研究主題都是為社區長期照護教育而努力，

真的很難不被教授的熱情所感動。我們同為台灣的社區衛生護理有願景，教育部、勞動部、

衛生福利部的長照體系還有好多好多目標要一起努力合作達成。臺灣護理教育學會在此再次

恭喜陳靜敏教授榮升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相信她將帶領大家開創出台灣護理的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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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長期照護跨專業團隊服務 

 

謝碧綾 

高雄市長期照護發展協會理事長 

 

 長期照護在維持個案身體功能、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之同時，還要維持個案尊嚴、減輕

照顧者負荷、以及提升其居家生活品質，要達成這些目標並非單一個專業服務可以完成，跨

專業的介入，如居家療醫師、居家護理師、居家復健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語言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社工師、心理師、居家牙醫師等專業人員的介入才能真正達成長期照護目標。 

然而高齡化社會的社區照護仍是國家健康照護巨大挑戰。台灣自 1995 年全民健康保險開

辦以來，前後推動各種居家照護補助計畫，每年照顧人數超過 10萬人。居家照護個案的挑戰

在於多重慢性疾病的個案複雜性。2016年開始的「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除了繼續提供各類導管照護(鼻胃管、尿管、氣切管)的「傳統居家護理」，以及針對末期病

人的「居家安寧療護」，再加上最新施行的「居家醫療」，整合為三照護階段，包括「居家

醫療」、「重度居家醫療」及「安寧療護」，主要的障礙是受照護的對象為居住於自家，在

急性醫療出院後仍有醫療需求、但因失能(ADL<60)或疾病特性導致外出行動不便，需要多專

業介入才能讓個案重建個案自我照顧功能[1]。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0 年提出「跨團隊合作照護（IPCP）」的概念，係指「來自不同健

康專業背景的工作者與病人、照護者、社區共同合作努力，以提供最高品質的周全照護」[2]。 

IPCP的組成是以個案病人為中心，適當評估與因應個案健康照護需求的跨專業人員，團隊間

營造「相互尊重，共享價值」之氣氛。專業團隊成員須熟悉瞭解角色功能，彼此尊重信任彼

此專業價值，建立良好溝通管道，與個案及照顧者共同訂定照護目標，定期檢視評量修正其

功效與品質，以個案管理模式形成一個成員間有最大溝通、互動、合作關係的團隊。 

 

長照 2.0跨專業合作照護介入之服務案例 

 

介紹一名居家護理所的 93歲男性個案，因心肺衰竭住院插管後，無法脫離呼吸器，家屬

選擇出院居家照護模式，接受氣切手術、居家呼吸器醫療輔具。經評估後轉介長照 2.0專業

服務，並由民營的居家呼吸照護所提供 IPCP跨專業團隊介入服務，其中居家護理師兼個案管

理員，召開跨專業個案討論共同訂定照護目標，不定期以 LINE通訊軟體成立照護討論群組，

成員中有照顧者、居家胸腔科醫師、居家護理師、呼吸治療師、復能治療師、營養師、語言

治療師、居家牙醫師等跨專業團隊。 

照護目標 1:維持良好及有品質居家模式，維持正常生理功能 

呼吸照護由居家胸腔科醫師以每月定期巡診調整個案用藥，居家護理師擬定個案照護目

標及執行衛教，護理師此時需要給個案和其家屬強大鼓勵及身心靈的支持。居家呼吸治療師

教導家屬呼吸器及用氧須知，更重要保持肺部清潔、維持個案肺部良好氧合，才有利於接下

來居家復健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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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目標 2:提升身體活動功能 

急性療照護期間解決個案生理疾症問題，個案至住進加護病房至轉出病房前後共 2個多

月都已臥床照顧為主，出院時的巴氏量表（ADL）為 0分，體重過輕 BMI:17.1 kg/m２，營養

評估 MNA 17分，因為個案有營養不良問題，一開始復能治療師及營養師一同介入，直到個案

恢復室內自主行動。期間教導家庭照顧者擺位和轉位技巧、站立訓練及行走。對氣切居家個

案而言，肌力訓練需要營養支持，因為居家營養師的角色至關重要，才能補給和達到復能治

療師所制定的運動處方。此個案在 6週後 ADL進步到 25分。7個月後身體質量指數

(BMI)20.4kg/m²，營養評估 20分，整體提升至正常體位。 

照護目標 3.提升自我照顧功能及生活品質 

 當個案營養及肌力提升後，第 8-12週，此時復能的照護目標可設定為提升個案自我照

顧功能，包括日常生活洗臉刷牙刮鬍子等，如廁訓練也由定時便盆椅進步至廁所，協助個案

外出，ADL再提升至 55分。職能治療師也利用平板電腦使用網路通訊軟體，設計讓個案恢復

過往社交功能。 

 個案原有置入鼻胃管以灌食，語言治療師介入移除鼻胃管之訓練計畫，包括吞嚥能力測

試、教導口腔吞嚥肌肉運動，食物質地選擇，及預防吸入性肺炎等。當個案開始進食，個案

管理員應注意到牙口健康評估和轉介居家牙醫師介入照護，並安排牙醫師至案家清洗牙結石，

以維護牙口健康。 

 

成功的照護經驗 

 居家長期照護以這位心肺衰竭使用居家照護模式，家屬的照顧負荷很重，跨專業團隊介

入在此個案，團隊順暢溝通對於家屬照顧支持常重要，相對居家照護也需要有完整照顧支持

系統支持及個案本身復能動機，環環相扣才能達成以個案為中心的全人全家照護。 

 

參考資料 

1. 韓桂暘、陳蕙雅、塗是雋、吳承羲、周水蓮（2018）. 居家跨專業合作照護。家庭醫學與

基層醫療，33(12)，350-357。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mework for actionon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practice. Geneva, WHO,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hrh/resources/framework action/en/ 

*感謝居家跨專業團隊夥伴：物理治療師邱昆孟、職能治療師陳忠誠、營養師詹筱微、語言治

療護理師台筱珍、居家牙醫師林易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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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長照跨領域合作經驗與反思 

 

詹書媛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政策研究副組長 

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畢業生 

 

什麼是跨領域合作？ 

 近年來，跨領域合作這詞彙越來越流行。學生們不僅積極加強自身專業，更得努力培養

與其他領域人才合作的能力。但什麼是跨領域合作？對社會能帶來什麼幫助？  

 第一次接觸這個詞，是在台大老人與長期照護學分學程的必修課程「老人與長期照護團

隊介入」。當時在讀經濟系大二的我，不畏縮的闖進研究生修習的課堂。老師透過問題導向

學習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從個案的困難出發，讓具有醫師、護理師、物理治

療師、職能治療師、藥師、營養師、社工師、心理師等專業背景的人一同討論個案的身體、

心理，甚至家庭與社會資源情況，設計出相對可行的照顧方式，再彼此幫補支援。懵懵懂懂

之中，跨領域的概念在我心中紮下了根。 

 

跨領域怎麼合作？ 

 2017年我申到芬蘭交換學生，學習赫爾辛基地區的長照政策與服務體系，並在萬塔市

（Vantaa）的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稱照管中心）實習。跟隨著照顧管理專員（簡稱照管專

員）拜訪了近 10位長者的家、進行每次約 2 小時的家訪，跨領域交流與合作從此進入實際生

活中。 

每位個案需求不同，需要的專業服務也不盡相同。當地照管中心在派案時，多依個案需

求分配合適的照管專員。如果是疑似失智個案，會由熟悉失智照護的護理師擔任照管專員，

以電話關懷追蹤，並陪同個案與家屬進行繁複的失智確診流程。若為中風個案，則多由物理

治療背景的照管專員，進行完整的身體功能與服務需求評估。 

跨領域合作，發生在照管專員間，以及照管專員與其他角色之間。不論專業背景如何，

服務相同區域的照管專員通常處在同一辦公大樓。我常見到不同專業的照管專員在辦公室、

茶水間討論個案情況；也常聽到照管專員直接與醫師、社工師聯繫，溝通個案在照護、醫療、

家庭、經濟的需求與困境。多方了解個案情況後，照管專員才會決定如何核定服務。 

個案需求也促使新的專業角色進入長照體系。當時芬蘭政府發現獨居長者處理複雜家務

時，經常遇到困難，開始試辦增列「家居顧問」的角色。有次我跟著家居顧問到一個獨居長

者的家，長者家中非常雜亂，到處充滿衣物、食物殘渣與垃圾，且因很久沒繳電費，家裡已

經斷電。但家居顧問並未幫長者大掃除，而是協助簡單整理後，花費更多時間與長者討論希

望改善之處。長者也在家居顧問的陪同下，自己打電話給清潔員，再與我們一起去銀行繳電

費。這個經驗讓我理解到如何尊重長者的主體性，又親眼見證芬蘭長照體系如何發展新的專

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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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透過跨專業的眼睛，才能看清楚個案需求；而當各專業都了解自己功能，就可以逐

漸找到彼此的分工，以及還需要增添的專業角色。 

跨領域帶來什麼幫助？ 

除了透過課堂、實習、學習，我們一群 12位台灣籍學生與移民更自發組成了「森林裡的

黑熊 Black Bear Metsässä」長照志工社團[1]，在 8個月內與 7間長照機構合作，舉辦 16

場工作坊，包括台灣文化介紹、餃子工作坊、天燈製作等。這些令人難忘的活動經驗，也為

來自護理、公衛、心理、政治、服務設計等跨領域夥伴們共同創造了芬蘭長者學習新事物的

可能。 

我們每個人都不同，但都為團隊貢獻了心力。就我的觀察：護理背景的工作者往往能在

有限資源下，設計細膩的活動，深受長輩喜愛；心理學背景的夥伴則帶來穩定的力量，讓大

家盡可能在同一個目標上前進；公共衛生疾病防治者善於疫調和統整觀點、劃分清晰架構；

政治背景者則提醒每一個體與文化的差異性；看起來八竿子打不著的設計思考專業夥伴，卻

總透過創新有趣的討論模式，協助成員們釐清自我想法、接納對方觀點，一起找出全新可能

性。在以人為中心的共同目標下，跨領域合作不僅提升了服務品質，更讓我們看見並重視彼

此的價值。 

這世界所有人事物都如此複雜又環環相扣，因此要解決一個問題、要滿足一個需求、要

完善一個人的願望，都需要跨專業共同努力。我很期待，願我們生根專業時，也明白自己領

域的限制，彼此欣賞尊重，一起為台灣打造更美好的長照體系！ 

參考資料： 

[1] Black Bear Metsässä森林裡的黑熊第一屆宣傳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tbigqN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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