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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呼吸停止時~後疫時代臨終護理之翻轉與教學實踐

賴維淑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課程目的

優點與實施困難點 結論與應用建議

質性與量性學習成效分析

課程進行方式

學生主動回饋
希望這樣有意義的課程可以延續！

學生學習成效回饋4.8分(採1-5計分)

教學內涵
後疫時代
臨終護理

課程名稱

成人護理學

教學時數

兩階段
2小時/次

授課對象

護理學系

大三學生

課程簡介

在疫情嚴峻的時候，還是要讓病人及家屬不要

有遺憾，依然要讓個案要善終與平安。

雖面臨在疫情之下許多感控限制與病人需

求間的取捨的困境，凸顯出在冰冷的制度

下，護理可以提供溫暖。

不同專業團隊需團結合作，達到全人全家

全程全隊的照護，盡力顧及臨終者的身心

靈需求

最大的感悟就是很佩服學姐他們在面對忙碌的

臨床工作，能夠展現護理價值，並找到政策與

照護的最佳方案，是最佳典範。

質性回饋反思

 實施優點

✓培養學生臨終照護能力，建構臨床經
驗與制度下的人文感受。

✓彰顯「以人為本」之核心精神，護理
價值與意義具象化。

✓共情同感貼近病人需求，在防疫措施
中注入醫療人味，創造連結。

✓時代訊號下的教學省思與翻轉，與時
俱進教學相長

×礙於實習單位限制，較難評值臨終照

護技能於實際臨床展現之成效。

×遠距溝通能力攸關染疫病人整體照，

宜漸進式融入課程，以提升整體臨終

護理。

實施困難點

好的臨終照護
是哀傷撫慰的重要基礎

遺體護理融合急性哀傷撫
慰能撫慰喪親家屬於病人
死亡當下的急性哀傷

護理的Last Duties

遺體護理是護理責任，也
是臨終照護計畫的一部份。

護理學習高峰經驗

護理學生參與遺體護理的經
驗會影響其死亡感受與未來
工作之投入

傳統遺體護理模式受到挑戰

教學理論基礎

課程簡介

背景與重要性

基礎

反思限制與突破翻轉與反思

進階 特殊情境--染疫病人之獨特性需求臨終照護

一般情境--病人臨終護理

I=Isolate viruses instead of people 隔離的是病毒而非人

C=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持續性溝通

A=Assuring relief from suffering 保證緩解痛苦

R= Relational connection by virtual technology 透過視訊科技關係連結

E= Empathy & Emotional support 共情同感與情緒支持

I-CARE染疫者臨終照護模式

隔離保護措施

善用視訊科技強化關係連結

敏察社心靈照護需求

尊嚴感+舒適

溝通與醫病共享決策

染疫者及其家屬社心靈照護之內、外部資源連結

原照護團隊與安寧團隊合作

屍袋2層使用-確保遺體莊嚴 透過視訊引導家屬四道人生 臨終送別

◼ 以情境學習(Situated Teaching)教學理論為基礎，透過臨床案例情境教案
(clinical cased-based scenario)，以I-CARE染疫病人臨終照護模式融入
課程，提升護理學生於疫情期間臨終照護之學習成效。

◼ 課程分兩階段，階段一為基礎課程(一般情境臨終護理)，階段二為進階課
程(特殊情境-染疫病人臨終護理)。

◼ 本教學以情境學習(Situated Teaching)教學理論為基礎，以貼近臨床的案
例情境為教案，所用的例子須包括概念的「重要特徵」：

(1)依據教學目標，完整交代發生的人、事、物，並且呈現問題困境；

(2)案例貼近真實、生動且可讀性高；

(3)敘述豐富生動，能引起學生的情感與反應，喚起其自我經驗，引發討論；

(4)考量學習者先備知識，以利其閱讀與理解

臨床實務
「疫情隔離的是病毒，而不是人」，疫情期
間非染疫住院臨終病人亦仍是受到訪客限制
影響，其需求也需要受到同等關注。

醫護教育

非面對面的遠距溝通技能為後疫情時代的溝通
新常態，有助於對語言線索有更精細的洞悉並
轉譯病人訊息，創造新的連結形式與情感傳遞。

未來推展

後疫時代
臨終護理
教學翻轉

標準防護措施 維繫連結減少孤獨感緩解受苦增加安全感

措手不及
失去掌控感
不安全感
不確定感
無助感

遺棄愧疚感

決策壓力

失去連結悔憾來不及道別

社交隔離 探視受限

本教學感謝成大醫院12A(專責)病房吳佳鉛副護理長偕同教學

⚫ 疫情改變了什麼?而哪些原則仍然是重要需要持守的?
⚫ 疫情中，哪些臨終照護需要調整?另找方法?
⚫ 面對改變，我有哪些優勢?阻礙?
⚫ 面對改變，我需要如何準備自己?

來不及道謝、道歉、道愛與道別
遺體需快速火化，哀傷複雜化
溝通模式轉變為非面對面溝通
陪伴/連結 v.s. 隔離/孤獨

看見需要
看見責任

超越制度
關懷實踐

螢光微光
願為其芒

典範學習
護理意義

新興傳染病何時再起未知，疫情趨穩不代表這
樣的教育準備就不需要了，宜漸進融入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