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臺灣輔英科技大學參加康復專題培訓的學習體會

贛南醫學院康復學院 古月明

非常榮幸受到朱毅院長的約稿邀請，我想到今年暑期去臺灣參加的經歷，借此機

會與大家一起分享，雖然我們學習的不是作業治療專題，但是這次的學習拓寬了我的

視野，收穫滿滿！讓我在今後從事作業治療的教學中，能夠以更加清晰的思路和寬廣

的視野去思索、去實踐！

2018 年 7月 14 日-8 月 18 日，在學校各級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我有幸與我校另

外 11位老師到臺灣輔英科技大學進行為期 35天的康復專題培訓，這是我第一次去臺

灣，以前對臺灣的印象停留在教科書中描繪的美麗的日月潭，還有歌中唱到的“阿裏

山的姑娘”，這次出訪臺灣，我們滿懷期待前去，也收穫滿滿而歸。





（1）教師隊伍建設：其物理治療系

共有專職教師 13人，兼任教師 8 位。其

中專職教師博士學位 9 人（多人獲美國

等海外博士），餘全部碩士學位。物理

治療教師 9 人，另有 4 人為醫學基礎課

程教師。任課教師須有從事臨床工作 2

年以上的經歷，教師年齡從 36歲到 60

歲，老中青教師都有，注重人才梯度建

設。所有教師每人都有自己的專長及明

確的

研究方向。

（2）科研團隊建設：教師科研水準整體較高，參與主編教材、

著作多，申報各級各類課題、發表 SCI、核心期刊等論文多。

（3）教師教學任務及薪資：講師每週 11節×18 周，助理教授每週 10節×18 周，

副教授每週 9 節×18 周，教授每週 8節×18 周。講師 575 台幣/每學時，助理教授 620

台幣/每學時，副教授 690 台幣/每學時，教授約 800 台幣/學時。月薪資講師約 6萬台

幣，教授可以到 9-10 萬台幣/月。

（4）在校生情況：目前有四技在校生近 200 人，二技在校生近 200 人，總在校生

近 400 人。在校生收費標準每學期學費 39810 台幣、雜費 16800 台幣共計 56610 台幣。

（5）實驗室建設：共有教室及實驗室 8 間，建築面積約 1500 平方米。包含兒童

康復室、心肺康復（高齡健康促進室）、運動治療室、高齡健康檢測室等。實驗室設

備齊全，有兩點值得借鑒：一是他們使用的人體骨骼模型比我校的好，有重要的骨突



標誌，還用各種顏色和符號標注了肌肉起止點，韌帶附著處。相比之下，我校使用的

模型較粗糙，他們的更加細緻實用。二是他們的部分實驗室配備雙攝像頭、雙投影儀，

對實驗課中教師的示範動作從不同角度進行現場拍攝和演示，可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6）課程設置：通過對其四年制本科班專業課教學課程資料與我校的對比，其中

特殊族群運動處方、研究方法導論、職場諮詢科技應用、物理治療期刊與諮詢應用等

課程特色鮮明，建議我校引進開課。

（7）第二課堂建設：所有專職教師每週須在校輔導學生 4 學時，包括學習和工作

等各個內容，以及指導學生科研及創新創業活動，且有相關激勵機制。

（8）學生畢業條件：須通過相當於歐洲共同語言能力分級架構

CEFR A2 成績；須參加專業研習 10小時，非專業研習四場；須取得急救相關證照一張

及其他證件一張、參加一場專題研究發表會或參與協助研究證明、參加三場專業會考

並通過；專業志願者學時須達 40學時。

此次康復專題培訓的學習計畫按照我校提出的需求制定，學習內容包括生物力學、

肌動學、康復評定學、運動療法、神經康復、肌肉骨骼康復、心肺康復、足底生物力

學分析等。也是我個人夯實康復知識的一次寶貴學習機會。

本次學習共 130 學時，每學時 50分鐘，其中 6學時為見習課程。值得一提的是所

有授課教師英語水準都較高，採用雙語或英語教學，老師們精心準備了課件或講義，

他們強大的雙語教學能力、嚴謹的教學態度、豐富的教學方法、風趣的授課風格，都

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讓我們開闊視野、收穫了新知識、掌握了新技術、學會了新



方法，受益匪淺。以下就每門課程進行介紹：

（1）基礎肌動學：本課程共

36學時，是此次學習的重點。由物

理治療系主任楊金修老師主講，採

用講義、板書進行教學，逐步由淺

入深講解，全面講解了脊柱、上肢、

下肢各個關節的肌動學，並非常系

統講解了步態分析。

（2）生物力學：採用英文授課，

對於關節構成講解偏多，陳老師為

我們演示了非常多的動態視頻。通

過陳老師的指導，我校教師學會了

從 Youtube 網站下載國外的動作分

析視頻，學會了查找生物力學教學

資料的方法。

（3）康復評定學：學習的內容

主要是關節活動的測量和徒手肌力

評估，授課中多是以交流為主，在

測量和評定的動作體位中尋找差

異，減小誤差。

（4）運動療法學：學習內容包括 PNF、懸吊技

術、脊髓損傷運動療法、腦卒中運動療法、下肢運

動療法等，授課教師有多名。通過本課程的學習，

學會了 PNF 技術的多種應用方法。懸吊技術學習讓

我們進一步瞭解懸吊的發展歷史和課程結構，對設

備採購流程和及各種訓練使用技術有了初步掌握。

脊髓損傷運動療法的學習讓我們瞭解臺灣脊髓損

傷的處理原則，尤其關注患者的輪椅使用技巧。下

肢運動療法的學習讓我們掌握了髖、膝、踝的運動

分析，知道如何從解剖、生物力學、肌動學角度分

析患者受傷程度和功能水準，從而開展對下肢各個

關節細緻的評估和治療。

（5）踝足生物力學分析：

本課程共 6 學時，石旭生老師

詳細的講解了踝關節、距下關

節、足底壓力分析，隨後安排

了實操課，學習了足底壓力評

估及取模，取模後製作足底矯

形鞋墊，通過學習瞭解理工科

製作鞋墊和物理治療師製作

的不同、3D列印製作的缺點

等。

（6）心肺功能評定：

本課程讓我們瞭解和熟悉了心肺

康復評定方法、處理原則、呼吸

肌訓練方法、有氧訓練和運動處

方處理方法，進一步學習了最大

攝氧量測定方法和各個參數的意

義。

（7）老年體適能檢測和運動介

入：本課程共 4 學時，由陳姝希

老師授課，分評估理論課與實操

課，讓我們瞭解到臺灣老年人體

適能測量的有信度、有效度、操

作簡單的實用方法。

（8）屏東縣國仁醫院見習：

我們分三組進行見習，主要是理療

組、運動療法組、床邊病例見習，通

過見習參觀瞭解該科的常用理療設

備、患者就診情況、工作時間安排、

健保收費制度、床邊骨科治療情況。

見習後醫院安排座談會，初步擬定安

排學生到該院見習的合作方式。



除了校方安排我們參觀國仁醫院外，為了更深入地瞭解臺灣臨床康復和康復醫院

的發展現狀，我們一行 6人前往臺大附設醫院、國立中山大學附設醫院進行實地參訪。

在參訪過程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還是醫院，無論場所大小，都感受到環境

優美，次序井然，處處體現了細緻入微的人性化服務，如治療室和病房通風良好，光

線充足，色彩搭配溫馨柔和，配有各種無障礙設施。還有為患者及家屬提供了環境優

雅舒適的休閒咖啡廳、吸煙角等，方便患者看電視、喝咖啡、社交活動等，營造輕鬆

的就醫環境。

此次臺灣之行除了在康復專業學習上有收穫以外，本人還有“第二種體會和收穫”：

根據領導的安排，我負責這次臺灣訪問的具體聯絡工作，在與輔英科技大學的老師們

聯絡、接觸以後，刷新了我的工作觀念，改變了我的工作態度，甚至影響了我的人生

觀和價值觀。在此舉例如下：

1、熱情和富有人情味的輔英老師

輔英科技大學校長顧志遠博士親自出席了學習班的開班典禮和結業典禮，他的講

話威嚴而不失親和，充滿人情味。除此之外，送給我們每一位老師的臺灣特產大禮包



也是他親自挑選的。在兩次典禮上校方周到細緻的為每一位前來學習的老師都準備了

姓名牌，濃濃的人情味讓我們感受到了輔英科技大學合作交流的誠意和熱情。不要小

看這些細節，20世紀最偉大的成功學大師戴爾卡耐基在他暢銷全球的書《人性的弱點》

中引用多位名人的觀點，明確指出人類本性中靈魂最深層的渴望就是“被別人尊重的

渴望，是讓自己變得重要的願望”。而輔英科技大學的這些做法，正是尊重了我們每

一位參訪者，滿足了我們“靈魂最深層的渴望”，這還會讓參訪者對該校印象不好嗎？

正是熱情和富有人情味的輔英老師，讓該校的對外合作交流活動廣泛開展。

2、值得學習的工作態度和思想境界

在與輔英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黃登宬處長和葉金麟副處長的幾次交談和接

觸中，他們給我上了一堂“改進工作態度”

的課，我瞭解到他們雖然是學校的中層幹

部，但是可以說是“位高不自居”。他們

經常淩晨、半夜親自接送其他高校的參訪

人員，對我們參訪人員提出需要幫忙的事

情有求必應，甚至提供私人的購物打折卡，

幫忙聯繫買特產等。有時候住宿暫時安排

不下，葉金麟副處長甚至把學生帶到家裏

住。“如果你光想著為什麼別人可以休息，我們卻在加班？如果以這種工作態度去面

對工作，那麼你自己心情也會非常糟糕”，“我們是兄弟院校，那我們對對方的老師

也應該像兄弟一樣對待，當你的兄弟、朋友來了，你去接機會抱怨嗎?不會，所以我們

也不抱怨”······他們工作的態度和境界值得學習，反思自己，工作十多年了，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有些職業倦怠，甚至對工作有時抱怨和推諉，與他們相比，非常慚

愧，決心見賢思齊，改進自己的工作態度、提升思想境界。

3、富有同理心和公德心的文化

一方面，由於康復人的職業敏感，我們觀察到在臺灣不論是機場、高鐵站、捷運

站還是景點、賓館，處處都有無障礙環境和設施。特別是無障礙廁所比我們內地多多

了，可以說只要有廁所的地方就有三個廁所，供男性、女性和殘障人士使用。還有無

障礙電梯、殘障人士停車位等隨處可見，而我

們在內地只有五星級賓館、康復醫院等才能看

到。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臺灣的雖然地方小，

但是市民的環保意識非常強，大街上沒有垃圾

非常乾淨，垃圾嚴格分類回收，處處給人感覺

乾淨舒適。特別是廁所，公廁是最能考驗出市

民有無公德心的地方，我去臺灣一個多月，不

論是機場、高鐵站、捷運站還是景點、集貿市

場，沒有發現過一個髒廁所，甚至沒有異味，

市民使用公廁後都自覺為下一位使用者保持

乾淨，其市民公德心略見一斑。其實臺灣並不富裕，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也不如我們

內地的發達城市，但是他們富有同理心和公德心的文化營造出了一個能讓殘障人士共

用生活、讓所有來訪者感到乾淨舒適的環境，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4、“達則兼濟天下”的寬廣胸懷

“達則兼濟天下”是傳統文化中君子的道義承擔, 輔英科技大學創辦人張鵬圖用



行動將這句話做了最好詮釋。輔英是“婦嬰”的諧音，也是當年張鵬圖醫生的診所營

業招牌，36歲的他有感於當時國內醫療資源和人力的缺乏與落後，便毅然投入所有行

醫的積蓄，克服了語言不通和缺乏資金、場地、師資、教材的重重困難，在當地鄉紳

和社會各屆人士的支持下，建立了全國第一所私立護產學校。他自嘲當時自己完全沒

有教育經驗，憑著一股衝動，在一個約 400 坪左右的空間開始辦起學校、收集教材，

一面開業，一面撰寫教材，藉由這樣的教學模式,把知識傳授給學生。“回憶那段艱苦

的日子，我們幾乎日以繼夜地工作，開路鑿井，在大環境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我們共

同創造出美麗校園。”當有記者問及創校最關鍵之成功因素，張校長說，“除了努力，

沒有第二個因素。”

正是一代又一代“輔英人”的努力，學校逐漸發展壯大，從職業學校、專科學校、

技術學院，直至 2002 年 8 月 1 日正式獲准改名為輔英科技大學。這期間學校為臺灣各

地區輸送了數以萬計的護理、醫學、及其他專業人才，大大改善了臺灣醫護人員的缺

乏和醫療資源的匱乏，造福了當地百姓。

寫到這裏，我不禁思緒萬千，一個人該有多大的胸懷，才能夠舍小家顧大家，投

入自己家的所有積蓄，去創辦學校，只為造福百姓？當我等芸芸眾生，在想著如何多

一點獎金多一點收入、如何爭名奪利的時候，有的人想的是把自己的錢拿出來造福百

姓；我們為自己著想，有的人為他人著想。我想，這個世界之所以有人平凡，有人偉

大，差別就在於此吧！以人為鏡，照照自己，發現自己的胸懷不夠寬廣，在學習和工

作中不夠努力！但願自己也能逐步提升，擁有這種“達則兼濟天下”的寬廣胸懷，更

加努力！

最後，感恩有這次寶貴的學習機會，借此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學習體會，

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