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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申請出國計畫如期至美國北卡州立大學(UNC)附設醫院(UNC Health Care 

System- Hospital) 及教堂山分校(UNC at Chapel Hill) 護理學院學習，在學校課堂學

習健康照護醫療體系提供病人安全、醫療品質的服務及學習測量成效方法的課程；

到臨床觀摩與學習實務操作，護理單位推展實證護理(EBN)是由中央擬定議題，

到病房落實執行 EBP，驗證及改善護理品質；在提供腫瘤基因護理方面該院提供

以成人腫瘤基因諮商為主要的服務，以便幫助高危險族群的個案及家人。在學習

目標之外也附加學習該機構的教學網頁設計及數位學習的規劃、生動活潑互動式

的實體教學訓練等。此次國外進修研究不但拓展個人的國際視野，結交國際學者

友人，更可將所學回饋及應用到醫院的業務及改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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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壹、前言 

本院對於醫療人才的培育一直都不遺餘力，近年對於醫事人員的培訓更是

明顯，而一個有品質的醫療團隊需要各個成員間的共同配合與貢獻，醫事人員的

能力也是需要與日俱進，才能提供病人高品質的醫療服務。有感現今醫療品質及

病人安全議題的重要性，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的推展更是主要影響

品質的精隨，在護理專業同樣的實證護理(Evidence-Based Nursing, EBN)也是追求

優質護理的必經之路，故醫療品質、病人安全、實證護理也是現今醫療機構不僅

僅是重視的議題，而是貫徹高品質服務宗旨的重要策略與內涵；而當今的腫瘤基

因治療及研究一日千里，腫瘤基因護理的發展對於病人更是需要，不僅只有研究

團隊的努力，護理在先進醫療科學與病人中間更形重要，因為提供病人及家屬合

宜的腫瘤基因衛生指導與照護，才能將醫療團隊研究成果回歸到人的本質。基於

以上種種考量，擬定本次出國進修之目標，透過在國外進修學習期能掌握國際趨

勢及吸取新知，將所學回饋醫院對服務品質能有所助益。 

 

貳、過程與內容 

一、行前準備 

能有機會到國外進修研究一直是自己提升專業能力的目標之一，藉此能學習

具備全球性的視野及角度，了解護理專業在國外醫院的現況與發展，故在院內提

出申請，經過二年好不容易終於在第三年通過 100 年核准出國進修半年，有此機

會要好好把握。剛開始準備也是千頭萬緒，先要選定進修機構，初期確實為找研

修機構而費盡心思，經過幾番思索、尋找及與有經驗者諮商，最後決定美國北卡

羅萊納州立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UNC)附設醫院(UNC Health Care 

System- Hospital) 及教堂山分校(UNC at Chapel Hill) 護理學院學習，UNC 護理系

在全美公立學校中排行名列前茅之一。接著就是家庭的安排、經費的來源、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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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試、進修文件的準備等，所以在確定目標醫院及學校後便展開各種的準備工

作，包括與 UNC 學系及 Mentor 聯繫、準備語文成績、提研修計畫、推薦信、財

力證明、體檢報告、申請 DS-2019 文件、辦理 J1 簽證、UNC 台灣同學會(TSA)

聯繫、找租屋、訂機票…等等，現在回想起來真覺得是龐大的工程，但都一一克

服及完成。 

研修機構簡介 

北卡羅萊納大學創立於 1795 年，是全美國最古老的州立大學，校區分佈於

Chapel Hill、Greensboro、Charlotte、Ashville、Pembroke、Wilmington 等六處，UNC- 

Chapel Hill 分校在 2011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公佈的全美最佳大學指南中，

北卡大學在公立大學中排名第 5，護理系排名是全美第四 (排名第一有三家學校

同分)，具有非常崇高的學術地位。UNC-Chapel Hill 約有 70 名台灣人，與 Duke 

University 以及 NC State University 形成重要的研究金三角區。學校的象徵之一＂

老井＂（The Old Well）於 1897 年改建，是 UNC- Chapel Hill 之標誌。 

School of Nursing (SON)位於 Carrington Hall 包括新樓及舊樓建築，研究生以

新樓為主，學系組織有一位院長、三位副院長，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院長 Dr. 

Sherwood 與台灣關係友好密切，學系對於教學、研究與服務發展是同時並重，具

備自己的 Bio-behavioral Laboratory (BBL)，在全美只有少數護理系能設置此頗具特

色的實驗室，並設有專人管理及教學，主要是提供教師及研究生執行生理指標及

心理社會行為反應研究之用。  

  

UNC 地標之- Old Well SON-具歷史意涵的護理師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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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臨床學習資源部分，UNC Health Care System 與大學校園結合，UNC 

Hospital 醫療大樓是由五個核心醫院組成，包括 UNC 紀念醫院、兒童醫院、婦

女醫院、神經科學醫院、癌症醫院等，提供學校學生實習及未來專業發展的工

作場所。 

 

 

 

 

 

 

 

二、醫院研修 

在臨床學習方面，透過醫院的 Mentor－Dr. Mayer 的協助安排醫院的學習活

動，參加難得的品管課程，參訪護理部教學部門，同時參加 Nursing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mmittee (PI 委員會)、觀摩病房護理照護及品質，了解執行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EBP) 專案改善等。另與基因諮商專家 Skrzynia 主任學習 Cancer and 

Adult Genetics Counseling，這對國內癌症團隊基因諮商及基因護理發展可以有所

貢獻。 

(一)腫瘤基因護理 

內科部成人腫瘤基因諮商主任 Director Cecile Skrzynia 是波蘭裔美籍，在她

印象中去年台灣也曾有醫療機構派人到她單位學習，她原主修是分子生物，後來

又再進修基因諮商，是非常資深且親切和藹的主任，很能體貼我們這些外籍人士

的需要。在美國基因諮商是需要具備國家的證照考試，這裡每周有門診服務時段，

提供成人腫瘤基因諮商，病人主要來自臨床醫師門診的轉介、腫瘤個管師的篩檢，

UNC 紀念醫院、兒童醫院 UNC 婦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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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檢驗單位報告篩檢等，於特約時段對病人及家人或相關重要人員說明，取得同

意後進行基因檢測，並在返診時提供基因檢測結果諮商，也會將結果報告提供主

治醫師做治療計畫的參考，如有需要會再進行後續追蹤。這過程中病人可以有基

因諮商專家詳細解說及討論，醫院也提供專屬不被干擾舒適的空間及詳細的書面

資料。本院目前的基因護理是以兒童的遺傳或罕見疾病為主，因應腫瘤病患日益

增加，基因治療的需要，更需要考慮在腫瘤個管師之外增加基因護理或諮商專家

的照護，以提升對腫瘤病人的全方位照護品質。 

(二)醫療品質與病人安全 

在 UNC Healthcare System 對臨床的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是分別由二個單位

負責，醫療品質是以促進醫療效能(Operational Efficiency)為方向，積極提升服務

品質以符合醫院評鑑的標準及要求，也會辦理各種促進品質的訓練課程，有幸與

該部門 Vice President Glen Spivak 學習並獲協助能完全免費參加相關訓練，如

Yellow Belt (6-Sigmas)、Green Belt (Project)、Team STEPPS 等課程，這些課程在國

內是難得及實用的品質課程，本院也曾特別派人出國學習，自己感到非常幸運能

參與這些課程，同時見識到這些課程設計非常活潑生動，完全是互動性的學習，

從中自己也學習到不少教學可以應用的策略。除了全院性的品質學習活動外也參

與護理部的品質委員會 PI 委員會，及觀摩病房的品質監測，這結構與本院目前

模式類似，即病房有負責監測中央的品質指標人員，並被指派參與護理部的 PI

委員會，會中檢討各單位執行品質指標的狀況，委員會很重要的功能是提供資源

協助品質須加強的單位改善品質，委員會中如有重要決議事項也會提到護理部的

Manager Meeting (類似本院的部務會議)通過與執行。 

在病人安全方面有設置專職的 Patient Safety Office，我醫院的 Mentor - Dr. 

Mayer 就是主要負責人，她以前也是護理部非常資深的督導長，進修後轉到病安

辦公室，因為借重她豐富的臨床經驗，專責處理醫院的異常報告事件，應用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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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Cause Analysis (RCA)根本原因分析複雜的異常報告，跨單位分析系統的問題，

提供改善策略，成為全院預防醫療失誤及糾紛促進病人安全的重要幕僚單位，常

舉辦相關病安的課程訓練如 RCA、FEAM、Team STEPPS 等，輔導臨床單位進行

團隊資源管理(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運作，以培養良好的團隊溝通默

契，防止失誤發生，避免醫療糾紛，提升醫療品質。  

 

 

 

            

 

 

 

 

(三)實證護理與教學 

在護理部也有與護理學院合作執行研究計畫的機制，如護理學院的 Dr. 

Jones 就是部內的研究專責諮詢對象。在能力進階中各層級有不同須完成的任務

與發展，與本國的護理專業能力進階設計相同，越往高階層發展須具備實證研究

的能力越重要，基層人員透過接受在職訓練或學校進修加強實證能力，實際的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EBP)是由護理部依病安議題、系統回顧文獻、評選文獻後

訂定臨床照護指引，再與品質促進 (PI) 結合在病房落實執行，病房也透過 EBP

實證護理的推動，執行的專案改善照護品質。 

護理部很注重護理人員的專業發展，落實在職的教育訓練，成立專屬部門

(Nursing Education Department)，參訪護理部教學部門，深入了解 UNC Hospital 護

理人員進階制度課程，目前由 Director Marilyn Morales 負責，主要規劃新進護理

人員到醫院後的教育訓練，從 CNT 到 CN4 的繼續教育課程 (這些課程會與人力

資源部課程區隔)，專業能力進階共通性課程包括實體及數位，大部分講授型課

程均已發展成網路數位課程，以方便輪班同仁學習，需要實作與練習的課程才會

Nursing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mmittee 主席及執行秘書 

6-Sigmas_Yellow Belt 結
訓徽章 UNC Healthcare System 

Mentor- Dr. Mayer 合影 



9 
100 年度進修_出國報告 

舉辦實體課程。除此還有臨床師資的培訓課程，結合在進階中的 N3 層級，包括

臨床教師的基礎課程及進階師資課程規劃，此部分由 Coordinator Cathy Gage 協助

教學主任執行，較難得的是師資實習課程是以實際演練幫助資深教師繼續提升教

學能力。 

(四)正向工作環境 (Positive Practice Environment, PPE) 

觀察到醫院內以病人為中心的各種設計及服務，如銜接各院區天橋上的接

駁車有固定的發車時間，有時間表提供需要的病人拿取，因為車子行走間帶動冷

風，特別加上防風罩。因為院區很大綜合五個醫院，在走廊、停車場到處可見位

置標示圖及簡易地圖提供拿取，訪客可隨處掌握所在地點。候診區開診後約二小

時有志工推著點心車，免費提供候診者、工作人員及訪客咖啡、飲料及點心，增

加候診的溫馨與舒適性。考慮病人不同的宗教信仰，設置宗教祈禱室，這些處處

可見醫院為病人貼心的服務。醫院不僅考慮病人需要，同時也知道人才是醫院最

大的資產，故在醫院大廳走廊上放置醫療團隊成員的大型藝術畫像，一則同仁會

倍感榮譽與受重視，增加員工向心力，二則也因為自己的相片被大幅擺置出來，

提醒自己會更加小心注意服務品質，三則增加醫院藝術氣息，四則病人也會在照

片中找到服務自己的醫療人員，因而相信接受到的服務品質是更具專業性，可達

多重目標。     

在病房觀摩方面經由 CN3 Guifeng Zhang 協助得以走訪臨床，這裡最難能可

貴的應該是護理的正向工作環境(PPE)，包括人力配置、薪資福利、人員發展、

團隊合作等。新進人員到職訓練十週(學習期)，每週 36 小時共訓練 360 小時，由

一對一臨床教師給予指導，照護病人數逐周增加，最後到能一個班照護五位病人，

到職訓練完畢將進入九個月的試用期 (調升時薪為一般員工水準)，在到職訓練

期間(十週)可評估新人能力是否適任臨床工作，如發現能力上問題可予以解聘，

但是進入試用期則資方不能任意解聘，以保障員工權益。工作時間每天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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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班(以時薪計薪)，進階各層級間的時薪會有 5% 的差距獎勵，相對各層級名

額是受管制的，如一個病房最多 1-2 位 CN4，3-4 位 CN3，各班一定要配置資深

人員值勤，以確保病人安全。專業進階認定是依學會規範認定，即使轉院服務同

仁也是依學會認定，但是如果是轉科能力進階將重新評估。各醫院會設置人力資

源部門，如遇護理人員因故無法上班時，將由人力資源部門調度及招募職代人員

支援，人員排班有自主性，調動單位尊重個人意願與專長，在職教育如為主管指

定之實體課程或參加之委員會將予以計薪，雖為以時計酬但員工一樣有年休假及

各種勞工應得的權益與福利，藉此機制不但能激發員工的工作效能與專業成長，

也照顧到工作的權益。本院的模式是月薪制，員工花很多的個人時間在接受在職

教育及各種會議，照護病人比例較高，工作時間頗長，國外部分機制可以提供參

考。 

 

 

 

 

 

 

三、學校研修 

在 UNC 進行一學期的修課，修業課程包括由 Dr. Knafl 開課之「Advanced Issues 

in Sampling and Design for Nursing Research」，及由 Dr. Jones 開課之「Outcomes 

Management」。前者課程以講述研究設計的方法及種類為主，以文獻實例驗證及

說明為輔，Dr. Knafl 是統計教授對研究設計及統計方法非常有經驗且授課認真，

授課的邏輯與國內順序不同，先以實驗性設計為主，再加上不同測量組數、時間

頻率及變項的各種統計方法，受益很多。另一堂課 Outcomes Management 全名是

天橋上的接駁車，貼心地加上防
風罩，避免病人乘坐時吹冷風 

在門診區的禱告室 醫院為醫療團隊員工製作大
型藝術畫像，置放大廳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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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Quality, Safety, and Outcomes in Healthcare Systems」，以臨床的實際應用

為主軸，尤其是以品質促進、病人安全、醫療照護體系成效等，修課學生大部分

都是在臨床工作或有經驗者，故課程有一半採線上學習，有很多的指定閱讀資料，

對於在臨床工作者非常受用，課程亦延聘醫院之病安、資訊科技及品質管理專家

授課，是臨床與研究結合的課程，學期末須提一份專案報告，各組同學報告讓我

映象深刻，自己也從中了解美國臨床現況、學習解決問題的創意及美式的幽默。 

此外，UNC 護理學院特別請 Writing Center 老師協助指導研究文稿寫作，依

訪問學者的興趣專長分組每週進行文稿討論與學習；為加強自己的語言口說及研

究寫作能力，還特別參加 Writing Center 開設的 Mini Courses 包括 「Research 

Writing」及「Research Presentation Skills」二門課程。 

 

 

 

 

 

 

 

四、其他學習 

在生活及文化的學習上，學校貼心安排每週的 Roundtable 交換 Visit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VIS)彼此的想法及體會，這些都是幫助增加課堂以外的學習

及適應能力。學校國際事務中心很用心，每月安排一次國際學者的 Coffee Hour，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時段，有各國的學者朋友可以交流。在加強語文溝通能力方面，

除參加學校語文中心的課程外我還參加 International Women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IWECC）不但有學習語言的機會而且也結交不同國籍及背景的朋友。 

在這裡還遇到有生以來第一次的經驗就是龍捲風避難，過去遇過很多颱風、

與 Dr. Knafl 於 Globe Health 
Poster 前合影 

SON Dr. Sherwood 頒發結業證
書及贈書簽名 

在 Writing Class 進行報告並
Dr. Taylor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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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經驗，龍捲風只在電視電影中的情節，現在是親身經歷，上課中同學手機

接到警訊，接著上網查詢果然有發布警報，後來學校也發佈停課警訊，上課中的

班級全部離開教室前往地下室的教室避難，看來當地學生都很有經驗繼續與老師

討論上課內容，一點也不擔心，反而是我們這些外籍人士覺得很新奇。有一回在

公寓中手機警報龍捲風，公寓是木造屋又只有一二樓，還真不知道往哪裡避難，

還好未釀災也算幸運。  

利用時間也走訪與 UNC 鄰近的 Duck University (DU) Campus、Duck University 

School of Nursing、Duck University Hospital 等，其實 UNC 與 DU 二校公、私立各

具色，Duck University SON 多位教授是從 UNC 延聘，所以二系的交流及合作關

係非常密切。還有在友人的協助下參訪著名統計軟體 SAS 公司 Campus，在生物

醫學領域常用的 JMP 統計軟體也是 SAS 公司的統計軟體之一，這是非常難得的

機會，而且也見識到世界知名公司的規模及福利，因為一人在 SAS 工作，公司

福利照顧到全家，難怪進來的員工離職非常少，非常巧合遇到 Cary 市的市長，

他也是 SAS 公司的員工，趁此機會也與該市長做國民外交。 

 

 

 

 

 

 

 

 

參、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感謝醫院能讓我有這次研究進修的機會，這次經驗確實讓自己大開眼界，

因為很難想像自己也在國際一流的大學及教授指導下學習，不僅見識到國際一流

Duck University 之 Sarah 花園 Duck University 之護理學院 參訪 SAS 公司巧遇 Cary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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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府的學術氛圍也觀摩到醫院的運作模式，過去從國際會議及期刊雜誌上看到的

影像真真實實的出現在眼前，還有很重要的是結交許多國際的護理專家朋友，這

對於了解各國護理的狀況及未來的交流很有幫助。 

從這次的學習經驗中有著深刻的感受是我國的全民健保，國人的預防保健

及就醫權利是受到保障的，民眾就醫方便而經濟，在美國的醫療是昂貴，但是相

對的國內衍生醫療資源浪費的問題，也因為就醫方便使得各醫療院所人滿為患，

每位病人不容易分配到充裕的就診時間，在美的醫療體系中，因為很注重病人的

權利，充分保障就診病人的權力，在就診的空間、時間、醫療都能感受到服務的

品質，相對的醫療費用就非常昂貴，如何在中間取得平衡點，正也是近期國內醫

療機構努力的方向。 

除此，在國外醫院所見在實證護理落實、品質管理的狀況與本院情形相較，

國外的月亮不一定特別圓，本院在此方面已有相當的特色，如實證護理推動已與

能力進階結合到基層護理人員的進階能力準備中，所以 EBN 與 EBP 已不僅是病

房的品管同仁的責任更是每位護理人員必須學習與具備的能力；惟品質管理與病

人安全能分設不同專責單位，將可更有效率提升服務品質及預防病人安全事件發

生。在全院人員教育的數位化、正向的工作環境、及腫瘤基因護理方面，本院尚

有持續發展的空間，這次所學經驗可帶回作為未來應用的參考。 

整體而言，很珍惜這次在 UNC 進修期間學習的機會，從學校修課、醫院觀

摩到日常生活無一不是全新的體驗，雖然中間挑戰很多但都一一克服，最後的成

就更是自己的成長與無價的喜悅。到了國外就已經進入另一個文化的領域，無論

是學校環境、學習方法、日常生活、應用語言、飲食習慣、交通需求、宗教信仰、

朋友社交…等等，都是需要學習與適應。此次赴美雖不是自己第一次出國學習，

但是還是有感語文的重要，所以把握各種學習語文的機會，自己的語文能力上要

繼續提升，才能有機會更融入異國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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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記得在出國前國內正在報導有關於血汗醫院的話題，整體而言，國內醫院

對於醫療從業人員的工時確實過長，不僅指醫師、護理師，而是對於醫療專業人

員的期待均是如此，看了國外醫院的做法，真的要認真思考如何營造一個正向的

工作環境，就如同磁性醫院一樣，薪資福利是基本保障，還有合理的工時，專業

的成長，尊重員工的工作環境等等，建構一個健康正向的工作環境，才是機構經

營的永續之道。另外，全院員工教育的數位化發展，提供輪班人員一個彈性的學

習環境，教育管理系統需全院統合，才能方便從自己的科部或個人網頁帳號跨科

選課，建立個人的學習檔案資料等，本院教育管理系統已經具備大部分的功能，

尚須加入以使用者的角度進一步設計，統整目前的數個子系統功能，將使系統更

趨完整。 

 

肆、結語 

現在回首來時路，這不到半年的學習與歷練是自己人生中一大突破，也是

重要的學習與成長，真的非常感謝醫院院長能有重視人才培訓的宏觀視野，單位

主管無私的成全及同事工作上的分擔與代理，讓此行能減少後顧之慮順利完成進

修，也期待未來有機會能將所學貢獻回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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