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院醫學教育及人文發展中心會議記錄 

時間：113 年 1 月 23 日中午 12:00~13:30 
地點：醫學院 IL9002 會議室(圖資大樓九樓) 
主席：陳彥旭副院長 
出席人員：陳德全副系主任、王宏仁院長、邱文彬教授(請假)、楊

婉儀教授、賴淑芳教授、陳鈺雯副教授、王慧婷助理教授、何怡璉

助理教授、朱宥樺經理 
紀錄：朱宥樺經理 
 
一、 主席致詞： 

    非常謝謝各學院的老師們從後醫系成立後就一直支持我

們，不論是在醫學教育或是人文上面的幫忙，充分發揮我們綜

合大學的特色。我們也成立了醫學教育暨人文發展中心，由後

醫系陳德全副系主任擔任中心主任負責統籌執行。想藉由這次

的會議看看大家對醫學人文的課程在規劃及執行上有無改進或

更好的建議。 

二、 報告事項： 
    借用陳副院長在 TMAC 評鑑時的報告內容，與大家簡單介

紹在其法規條文對醫學人文教育的要求，並如何把它設計在我

們的課程中(請參閱附件)。 

三、討論事項： 
1. 以一年級下學期生命教育課程為例，內容規劃如下：安寧療

癒、病人自主、醫學倫理、研究倫理、議題討論。議題討論

主要會以「臨床生命倫理學」這本書裡的案例，從倫理、法

律、政策與實證研究四大層面去深入討論分組進行報告。評

量的話就會以學生在分組報告的表現為依據來評分。讓醫學

生很清楚的知道以後在臨床上這些都是他們必須具備的基礎

能力，達到醫學人文課程的目的。 
2. 議題討論時可以邀請臨床醫師一起參與，更能給予學生實質

的經驗分享。 
3. 評量方式可參考 PBL 分工的模式，就知識、技能、態度、課

程參與度等面向進行評分。 
4. 可結合現有 Block 課程，將醫學人文議題融入案例討論。 



5. 「臨床生命倫理學」是翻譯國外的教科書，可以輔以國內臨

床案例討論，特別是偏鄉的案例，將來可以集結國內案例，

編寫成中山自已的教案。 
6. 醫學社會學可以先以必選修或選修模式排入課程，尤其是跨

文化能力(性別、種族等)只靠一場演講是沒辦法學到什麼。 
7. 目前有關社會學的相關內容是分散在 1~3 年級「溝通與專業

素養」課程中，另有一門獨立的「醫療政策與法律」課程。

未來有計畫增設 4 個選修學分，但考量到跨院選修課程難易

度較一般性，尚未決定是否限制至只能修醫學院開的課，還

是可以有兩學分修外院的課。 
8. 「溝通」在語言部分，可考慮先安排常用之台語、客語等課

程。 
9. 目前「醫學人文藝術與生命哲學」課程評分方式：個人筆記

(心得或記錄)、分組錄製 podcast(含企劃書，5~6 人一組，每

人 10 分鐘)，下學期會比照辦理。 
10. 112 學年下學期「醫學人文藝術與生命哲學」課程哲學的部

分仍由楊婉儀所長上課，但有鑑於楊所長另已開設「生命哲

學」課程，113 學年可改加入台語或社會學(跨文化、性別)，
或由哲學所其他老師接替，減輕楊所長負擔。 

11. 社會學的部分請王宏仁院長幫忙規劃，將以邀約演講或講座

的方式來安排。 
12. 112 學年下學期「醫學人文藝術與生命哲學」課程戲劇系何

怡璉老師會以劇場導演創作者的角度，從社會模式、醫療模

式或是文化藝術轉化去看障礙。從社會的結構底下去理解障

礙的生成，它是一個社會結構下人際互動的產物，這也是屬

於跨文化的一種方式，因為不同障別也是屬於多種不同的文

化。何老師亦會從身心靈的角度去帶領學生覺察”障礙”，去

鬆動這個社會體制結構性的認知(汙名化)。 
13. 已建立「醫學教育暨人文發展群組」，歡迎各位老師有什麼樣

的建議或是資料，都可以分享在群組裡溝通、討論。 

四、臨時動議： 
    無。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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