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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介紹

上台報告，是醫學生及研究生學習過程必須承擔的任務，甚至不比臨床及研究工作輕鬆。傳統教育，以師徒制手把手教學為主。近年來在學校及臨床教育，
有許多創新與變革，學生有更多元的學習方式，教學成果也優於傳統師徒制。但是「表達」這門功課，也就是頻繁出現，不比臨床及研究輕鬆的上台報告，
卻較少引起重視，而投注教學資源。
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及口腔醫學研究所，雖然也用傳統「一對一個別指導」方式。但教師們投注於指導，盡心盡力，大受學生好評。在牙醫各校學生間，
塑造出教學優良的好口碑。每年招收PGY，總是吸引爆滿的學員，希望來本科學習。
但除口碑之外，尚缺乏系統性教學成效評估，以提供實際成果數據。此外，教師們對「表達」這門功課，有無面臨問題?是否需要支持?因此本研究目的，
為瞭解了解目前師徒制指導方式之成效，困境與是否需要改變。

研究
方法

本研究編製調查問卷，對象為口腔醫學部年輕醫師，口腔醫學研究所研究生，曾經進行全
科部或全研究所，或專業學會等級口頭報告者。以及有指導上述報告經驗之指導教師。以
匿名線上填答方式，收集研究對象想法。
年輕醫師及研究生共回收40份，指導教師供回收26份。

問卷
結果

基本資料:學生 基本資料:教師

表達基礎能力:學生 表達基礎能力:教師

指導成果:學生意見

指導成果:教師意見

學習資源:學生意見

學習資源:教師意見

結果一:教師對自己基礎表達能力較有自信。學生自認為較擅長投影片製作，教師則為架構內容。

結果二:學生回饋教學成果確實優秀，覺得老師在各方面皆有幫助。教師則覺得除架構內容，其餘各方面自身還需要精進。

結果三:學生認為目前指導方式並不一定要改變，而且對學習表達動機較不強烈。教師們認為指導方式應思考改變，也較
有動機進修學習表達相關能力。不論學生與教師，一致認為應有表達相關專業課程及師資提供進修學習。

討論
2022年，頂尖期刊“Nature”刊登一篇文章，為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Nicholas A Coles所著，描述他從事保險業的朋友聽他專業演講的感想。雖然他自己覺得表現不錯，但他圈外
朋友卻不客氣地說，學術「專家」總是把有趣的內容變得很乏味，而且一副高高在上姿態，更建議 Nicholas 應該去上一堂如何演講的課程。他真的去上課，而且從頭學習應用了一
年後的心得：他認為演講就和相親一樣，重點是先吸引對方的注意力，還有引起對方的興趣。
由此篇文章可知，「專業是建立在通俗的溝通上」。而且表達溝通更是一門專業，必須透過專門課程及講師，才能熟悉精進。尤其是需要面對病患的臨床醫療工作者，更應該把表
達溝通放進學習的口袋名單。

結論 成大口醫部及口醫所指導口頭報告確實有優良成果，但未來仍須思考創新教學方式，以及增設相關專門課程，增進學生
及教師的溝通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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