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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IPE、IPP、MPE

IPE - 內容架構

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概念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結論

IPE、IPP、MPE

1980年代後期，國際間倡議跨領域
世界衛生組織（WHO） - 1988年

「Learning together to work together」
至2006年約有6篇實證研究指出並證實，
某些情境下跨領域有助於促進合作照護，

進而降低臨床錯誤或促進照護品質
2010年WHO指出「經過50年之探究，已
經有足夠的證據指出，跨領域能夠啟動
有效的合作照護，進而提供最適化的醫
療照護並強化醫療體系改善照護預後。」

IPE、IPP、MPE

Multiprofessional
Education（MPE）

MPE僅是不同專業
聚在一起學習

IPE、IPP、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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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以上不同醫療專業職類

一起(with)從對方那學習

於對方（about）的內容，達成來改善
協 共同合作照護的能力（collaboration）

最終目的達到提升照護品質
（quality of care）

對象

方式

內容

目標

IPE、IPP、MPE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IPE）

Interprofessional
practice（IPP）

IPE、IPP、MPE

Outline

IPE、IPP、MPE

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概念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結論

IPE - 內容架構
核心態度

核心態度

核心知識 核心技能

情境特定態度

IPE - 內容架構

• 核心知識依循團隊與自身專業的共同準則
，而非僅依照自身專業醫療知識準則。

IPE - 內容架構

以急診中風病人為例：
 必須了解急診如何判定急性中風
 神經內科如何處置急性中風(IV及IA)
 影像醫學科IA處置……
 護理師照護……
 藥師建議用藥……
 復健師復健內容……

情境特定知識

• 包含團隊技能及資源管理能力與TRM的技

能訓練內容相通。

IPE - 內容架構

醫事人員間如何有效溝通合作(TRM)，以釐清
個案真正需要之照護，各種團隊成員如何在有
效溝通下，對個案病人擬定一致性的照護計畫。

情境特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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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態度，並支持並尊重

團隊夥伴的角色與觀點，團隊中之領導者採

勝任者擔任，或以問題核心導向的領導模式

而非依照位階或職別。

IPE - 內容架構

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必須兼顧健保資源
管理，釐清病人真正需求，團隊需形成一致性
態度，以促進病人得到真正所需照護。

情境特定態度

Outline

IPE、IPP、MPE

IPE - 內容架構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結論

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概念

主題：主題設定
對象：選定分享職類

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概念

方式：情境模擬、桌上型演練、
角色扮演、臨床照護加
上任務報告、案例討論
等方法。

內容：個案介紹

目標：各職類教學目標設定

重點：各職類分享重點設定

討論：各職類討論時間
評量：課後評量及滿意度

完整計劃書 成果報告書

Outline

IPE、IPP、MPE

IPE - 內容架構

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概念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結論

具備犧牲奉獻精神

寫教案(編劇)

找演員

找器材

找場地

找經費

開始拍攝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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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樣也可以拍出好電影 ……

數位化教案製作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b19egOIL4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雙和醫院教案分享 ……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b19egOIL4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雙和醫院教案分享 ……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b19egOIL4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Outline

IPE、IPP、MPE

IPE - 內容架構

課程規劃與教案設計概念

擬真教案製作及拍攝
結論

各醫療領域專業固然重要
跨領域團隊醫療為未來趨勢

需仰賴各專業領域教師之協助

應將數位學習視為輔助工具

數位學習重點不在”工具”，
而在於”學習”

利用數位輔具協助教學，
應能創造美好之”願景”

結論

謝謝聆聽

蘇逸欣
台北護理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研究所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影像醫學部
0965-272-713
15423@s.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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