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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 102年開始推動與福建醫科大學的學術合作，陸續和大陸學校合作辦

理學者與學生交流與學習活動，並擬於 103年底簽署合作備忘錄，屆時對

於兩岸護理照護品質的整體發展更能發揮實質效益，並間接影響大陸醫護

教育與醫療體系發展與政策推動功效。  

  本計劃旨在開拓兩岸護理教育教學方法與護理課程合作，因此先從福建

省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做教師培訓與教學合作培訓基地。本行由校長謝

楠楨率領護理學院曹麗英院長、研發處吳淑芳處長與國際暨兩岸教育組 

林莉如組長於 5月 18日拜會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副校長、護理

系主任等相關代表，商討兩校透過產學合作方式進行護理教師教學方法合

作與課程設計創新發展等合作細節，並進一步討論課程所需軟硬體設備與

校室空間等合作細節，透過本計畫落實推動兩岸合作增進護理教育品質之

計畫目標。另外，本計劃亦安排在 5月 20日拜訪山西太原醫院與山西醫

科大學，拜會機構校長與醫院院長等共 15人，商討 3方合作建立兩岸長

期照護專業人員與護理學生的交流與合作培訓管道，促進台灣與大陸地區

長期照護或護理人員共同培訓機制，增進兩岸長照服務品質提升。透過本

計畫辦理深化兩岸在護理與長照之學術、實務合作與交流，提升合作機構

與學校間健康照護學術品質與拓展師生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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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近幾年來本校藉著優良的護理教育成果，吸引許多大陸高等教育機構

與醫療團體來校訪問與交流，並商討兩岸間護理與長期照護學術交流與合

作的可行性。其中，本校 102年開始推動與福建醫科大學的學術合作，開

啟兩岸學者與學生交流與學習活動的契機，透過兩岸學者與學生交流，大

陸對於臺灣護理照護品質的養成教育與實務臨床整合經驗非常的讚嘆，希

望能引入台灣的護理教育與臨床實務能力培養之成功經驗，以改善與提升

大陸醫護教育與醫療體系發展與政策推動功效。  

   因此擬本計劃擬配合未來開拓兩岸護理教育課程合作，因此先從福建

省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做教師培訓與教學合作培訓基地。本行即是拜會

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副校長、護理系主任等相關代表，以確認未

來合作推動護理教師教學發法合作與課程設計等合作細節，並進一步討論

課程所需軟硬體設備與校室空間等合作細節，以落實推動兩岸合作增進護

理教育品質之計畫目標。另外，本計劃會順道拜訪山西醫療機構與山西醫

科大學，旨在建立兩岸長期照護專業人員與護理學生的交流與合作培訓管

道，促進台灣與大陸地區長期照護或護理人員共同培訓機制，增進兩岸護

理實務能力。本計畫辦理有助於擴大、深化海峽兩岸學術、實務合作與交

流，提升合作機構與學校間健康照護學術品質與拓展師生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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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執行方式 

    本計劃由校長謝楠楨率同副校長曹麗英、研發長 吳淑芳與國際暨兩

岸教育組組長 林莉如在大陸福建省廈門市與山西太原市進行為期 4天之

考察活動，主要參訪機構之專業發展現況簡述如下:  

1.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是位於廈門的一所公辦醫學專科層次普通高等學校，創建於 1926年，目

前在校生 5451人。廈門醫專設有基礎醫學部、臨床系、護理系、口腔系、

藥學系、醫學技術系、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體育教研部、外語教研部

和心理健康中心等 10個系部。開始專業有臨床醫學、口腔醫學、護理、

助產、口腔醫學技術、眼視光技術、生物製藥技術、藥物製劑技術、藥學、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化妝品營銷與使用技術、衛生信息管理等。 

2.山西醫科大學 

山西醫科大學的前身是山西醫學傳習所，創建於 1919年。學校現有兩個

校區，教育用地 1422畝，建築面積 40余萬平方米；學校現有教職工醫護

人員 6000余人，其中本部教職工 1492人，專任教師 861人（正高級 164

人，副高級 266人）。現有研究生導師 995人，其中博士生導師 87人。 

學校生源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現有在校生 22930人，其中，博

士生 239人，碩士生 3387人，本科生 12241人，成人本專科生 7063人。

學校現有第一臨床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汾陽學院、基礎醫學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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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衛生學院、藥學院、法醫學院、護理學院、研究生學院、人文社會科學

學院、管理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職業技術學院）12個二級學院，晉祠

學院 1所獨立學院，口腔醫學系、兒科醫學系、麻醉學系、醫學影像學系、

外語系、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研究部、體育教學部、電腦教學部、臨床技能

教學模擬醫院9個直屬系部，21所附屬醫院（其中非隸屬附屬醫院18所），

27個教學醫院，84個其它教學基地，9個研究生培養基地。其中，七年

制臨床醫學專業是山西省唯一的長學制專業。學校是全國首批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授權單位，山西省首批博士學位授權單位，現有生物學、臨床醫

學、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護理學 4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42個

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三)參訪行程:4日參訪行程規劃如下 

 

日期  行程  

05/18 臺北~廈門 1. 搭機至廈門(松山機場) 

  (約上午 11:55到廈門) 

2. 下午拜會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

校與中華護理學會會長 

住宿地點: 

5/18 

廈門千禧酒店 

5/19~20 

待確認 05/19 廈門-太原 1.上午搭機至太原 

2.下午拜會山西太原醫院 

05/20 太原 1.拜會山西醫科大學 

2.參訪山西太原長期基地 

05/21 太原-臺北 上午搭機返國(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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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目的: 

 

預期 2016年至少推動 15位師生或專業人士進行互訪。 

2.宣傳與交流台灣護理與長期照護專業教育與在職教育課程 

3.預期 2016開設大陸專業長期照護與護理實務培訓課程。     

4.預期與山西醫科大與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簽屬合作備忘錄 

5.預期兩岸教師與護理專業人士共同進行教學、管理培訓與研究合作。 

 

 

四、執行經過 

 

1.拜會廈門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本次行程安排在 5月 18日拜會該校王斌校長、姜小鷹校長顧問與護

理系林秧主任與相關主管人員。校長在進行校務簡報時提到該校正在

申請專升本的評鑑，因此西問本校能組成護理教育顧問團隊協助廈門

醫學高等專科學校進行課程改革與教師培訓，以提升該校護理教育品

質以符合國際護理學士學位課程標準。因此，在兩校校長的支持下，

該校有意在該年 6月再派學校代表來校討論簽訂產學合作細節與合

作項目，產學合作項目將針對護理本本位課程設計、護理科研展、內

外科護理教學、老人護理教學等四大合作重點進行學術合作，由本校

組成專家團隊訂定 3年期合作計畫，協助推動上述四大面向的護理教

育課程輔導工作。 

 

2.山西中醫學院 

 

本校一行人在 5/19日從廈門飛往太原，並在抵達太原後，安排在 5月

20日拜會該校馬存根校總書記、科技與國際合作處 宋強處長、護理

學院馬院長與相關主管人員。山西中醫學院院長在進行校務簡報時提

到該校因正在推動大陸長期照護專業，但因大陸在乾領域的發展起步

較晚，因此希望能與本校合作推動護理教育與長照照護課程發展，以

提升大陸護理教育品質與培養長照高端服務專才，進而帶動大陸醫療

與長照產業的服務品質再提升。因此，在兩校校長的支持下，該校有

意在聘請本校專家協助該校整合山西當地長照服務產業、民政局以共

同發展長照服務專業品質認定標準與山西長照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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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現與建議 

 

      在本次參訪中發現，大陸護理高等教育正面臨高階師資嚴重不足

與護理教育課程有關護理本位課程所占總學分數之比例過低(僅

60%)，相較於台灣及歐美國家護理專業課程比率達 80%，造成大陸

護理學生在護理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學習上無法完全利用在臨床

照護工作上。除此之外，大陸大學院校之護理教育課室教學與臨床

實習完全脫鉤，造成校內老師與臨床老師所教導的護理之知識與技

能無法接軌，讓學生從學校投入實習環境時會在護理技術操作上產

生困擾與錯誤治療，影響醫療照護品質。因此，大陸即使透過與台

灣優良大學合作推動護理教育與教學革新，但是在現行護理教育體

制若不修正，大學護理教育教學者與臨床護理技術教學者無法對話

與進行護理課程標準化與連續性，即使複製台灣的護理教學模式，

仍無法改變臨床教學老師的現代護理教育觀念與大學護理教師的

課程教學與臨床連結。 

 

而在大陸民政局公布養老服務政策後，政府即主導各民政單位、醫

院與教育單位發展發展長照相關產業與人才培育。然而，大陸普遍

對於長照需求與長照服務型態尚停留在提供長者家事服務的觀念，

對於真正的長期照護是能因應老人在不同階段因生理機能退化產

生的老人疾病與衍生生活照護問題，能提供完整的老人基本護理與

生活身心靈照護。也因為照護需求是全面性的，因此在對應長照專

業人才的培育也要有完整的培訓制度與能力訓練歷程。 

 

因此，在推動與大陸學術機構合作時，最重要的不是提供台灣已發  

展玩完善的教育制度或提供與國際接軌的課程設計，而是應該引導 

大陸教育人員修正教學態度與模式，並應推動護理教育體制的革  

新，才能讓學生學以致用，並且讓學生所學符合產業對於專業人才

能力的需求，以提高學校學術品質與大學教師之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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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照片 

 

 
圖 1: 拜會廈門醫高專校長 

 
圖 2: 與廈門醫高專院長等合影 

 
圖 3: 廈門醫高專校景 

 
圖 4: 廈門醫高專護理實驗中心 

 
圖 5: 山西中醫學院演講 

 
圖 6: 山西太原長照機構參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