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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互動線上擬真教學：
心臟血管外科六年級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計畫的訓練宗旨，為使實習醫學生在學習心臟血管外科臨床實作課程之後，得以學以致用，

期使醫學生能銜接並勝任將來實際臨床醫療之工作。並養成實習醫學生能對心臟血管外科有基本而深入之認識，進而熟悉醫療專業必須具
備之基本知識、技能與態度。 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實務技能之能力，提升學生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或就業準備度，以減少學用落
差。本研究計畫目的與主題設定為「醫學互動擬真教學—以心臟血管疾病修復手術為例」。本課程重著於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的重視，擬

真教學提供了一個模式讓學生可以避免直接在病人身上練習，而是譲學生具備有基本能力之後再於病人身上實際操作，這樣的模式更符合
現代病人安全的概念。面對目前新冠疫性的實體課程無法進行，故以創新線上互動擬真教學施行疾病分類，醫病共享決策的角色扮演。

教學目標：
產生一套創新的學習模式與和學生的互動，希望讓學習者能夠有效的提升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1)在學習前、後進行先天性心臟病知識課程的測驗評量，評估學習者在學習層次(Level II)上的成效確認。
(2)運用3D列印建模進行先天性心臟病分類，並比較與2D醫學影像之空間理解差異。
(3)案例討論-熟悉心臟外科醫師、放射科醫師與小兒科醫師照會過程。
(4)進行小組分組進行醫師團隊、病人及家屬，達成醫病共享決策之角色扮演。
►強調運用3D列印教具進行先天性心臟病分類。
►學生實作任務：醫病共享決策之角色扮演
►進行的流程分為五個部份：問題的確認、目標與目的、手術策略、團隊合作學習及指導老師回饋。

►Kirkpatrick層次：LEVEL 2 學習層次

研究結果：

參與人員:甘宗旦、王玠能、施欣怡、蔡依珊、彭穎秀

外科部

突破新冠疫情限制—創建醫學互動線上擬真教學—
以心臟血管疾病修復手術為例

課程五面向自我評估 顯著提升 互動式知識課程評量結果

教學創新

學習前(平均30, 中位35)3位無前測 學習後(平均88, 中位90)

答錯的問題分析

課程前 課程後

臨床特徵 2.86 3.3

解剖構造 3.03 3.2

臨床診斷 2.85 3.2

學生表達 2.29 2.9

處置計畫 1.86 2.8

課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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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論

3D列印輔助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課程內容 10% 20% 70%

師生互動 10% 30% 60%

教材呈現 10% 30% 60%

授課方式 10% 30% 60%

時間長短 10% 20% 70%

個案討論 10% 30% 60%

3D列印輔助 0% 0% 100%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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