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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鷹架學習理論於社區衛生護理實習課程～

衛教情境的傳遞，教學種子我可以！

報告者：黃郁晴 實習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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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鷹架學習理論於社區衛生護理實習課程～衛教情境的傳遞，教學種子我可以

內 文 大 綱



教案設計動機&理念

護理

衛教

護理人員生涯不可或缺的臨床專業，目的使健康者更
健康、生病者恢復健康(苗，2017)特別在社區衛生護
理實務工作中，顯出衛教展現的需求與重要。

衛生

教育

• 透過溝通健康知識與健康行為的過程(引自苗，2018)

• 因此，協助民眾建康促進及慢性病管理的衛教過程中，
經常需運用大量溝通、表達的技巧。

衛教能力
薄弱

• 臨床實習教學情境，觀察到學生經常表達護理衛教內容辭

不達意、難掌握重點，除了運用教學工具輔助，深感學生

在衛教內容統整的組織邏輯性與表達能力訓練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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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之教學理論依據 1/3
Vygotsky (1978)提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

觀點---動態過程

著重學習者在他

人幫助下表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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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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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之教學理論依據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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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用於各師生
與同儕的教學

• 情境與模式

• 知識經過彼此
理解、合作學
習及解決問題
的歷程建構。 「鷹架」

(scaffold)

教/學互
動的隱喻

教學活動
的多元

scaffolding

認知「內化」
或「行動遷

移」

(謝，2013；謝、洪、黃，
2015；Berk & Winsler，
2009/1999；Sanders & 
Welk, 2005)

Vygotsky (1978)

(Puntambekar & Kolodner, 2005)

(引自馮、洪，2018；
Berk & Winsler，
2009/1999)

社會環境與
教學者提供
指導與引領。

同儕間互動、
討論，也促
成另一波鷹
架學習。

小組合作模式



教案之教學理論依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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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理論常見使用的情境-

小組合作學習的模式(謝，2013)

高能力的同
儕可以引導
較低能力的
同儕學習。

共同目標一同成
長，分享經驗，
彼此合作發揮最
大潛力，在互助
的情況下，更容
易在同儕間得到
「成就」方面的
滿足。

能聆聽彼此觀點、
清楚表達個人想
法、彼此合作設
法解決問題並達
成共識、一起堅
持面對挑戰的問
題，形成相互教
學的情境。

藉由輪流領導討
論來從中獲得知
識，教師的角色
就是在討論中，
以一種逐漸引導
出完整內容的參
與對話，來鷹架
學習者的參與。

(引自馮、洪，2018) (Berk & Winsler，2009/1999)



護理核
心能力

基礎醫

學專業

一般照護

技能專業

自我成

長專業

尊重生命與

關懷專業

社區護
理實習
總目標

能運用公衛護
理技能與生物
醫學基本知識
於個案照護與
管理。

能了解社區護理人員
角色功能(包括居家
護理、出院準備、糖
尿病與慢性腎疾病個
案管理與戒菸護理衛
教工作)。

能執行個人
衛生教育護
理工作。認
識社區個案
護理管理。

能運用同理

心與關懷技

巧執行個案

照護與管理。

學生將臨床情境學到的護理衛教內容內化，透過組織統整後，用自己
口語方式表達出來。思考護理衛教的學理依據，以達一般基礎醫學的
核心素養；也透過參與居家護理、出院準備、糖尿病與慢性腎疾病個
案管理與戒菸護理衛教工作來了解社生護理人員的功能。小組討論過
程訓練學生的溝通、同理與關懷力，學習與同儕間互敬互重，培育學
生尊重生命的核心素養。再透過將衛教內容教會組員的傳遞方式，強
化學生衛生教育的指導力，進而應用於社區民眾衛生教育工作。

與本教
案之關
聯性

教案與實習目標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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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教案教學目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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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認識及參與社區護理人員工作，包括：居家護
理、出院準備及慢性病個案管理；能了解能社會資

源之應用及各項護理衛教工作內容。

1-1：能說出居家護理、出院準備服務；糖尿病、
慢性腎疾病、戒菸個案管理之護理角色功能。

1-2：能各別將每日所學的護理衛教內容自行統整
組織化，呈現於筆者自行設計的每日學習單。

1-3：能說出居家護理、出院準備；糖尿病、慢
性腎疾病、戒菸個案護理衛教內容。

認
知



教案創新與適用性-教案教學目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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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用溝通技巧與同儕、照護團隊、教師建立合作
的機制；並於護理現況中覺察問題。能尊重自己及

他人的價值觀，保持學習精神。

2-1：願意與照護團隊、同組同學、教師進行
交流、互動。

2-2：能主動與照護團隊、同組成員、教師進
行分享、討論。

2-3：能表達在教學傳遞中的感受，體會護理
衛教專業成長與自我肯定。

情
意



教案創新與適用性-教案教學目標3/3

運用鷹架學習理論於社區衛生護理實習課程～衛教情境的傳遞，教學種子我可以

能進行健康促進或疾病管理的護理指導。

3-1：能將護理衛教內容邏輯組織化，重點式
說明。

3-2：能將護理衛教內容用自己的話解釋、表
達出來。

3-3：能將護理衛教內容進行教學同組組員，
再將衛教能力應用於社區民眾。

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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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教案實施介紹

• 護理系四技學制，三、四年級之社區衛生護理

實習學生，一組人數6-7人，每週五天，共四週

學習。

教學對象
及人數

• 先通過基本護理學實習；且修習完「內外科護

理學I、II」課程、「社區衛生護理學」課程並

取得本科3學分。

學習者先
備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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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教案實施情境1/2
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社區護理 /門診衛教 單位

運用鷹架學習理論之策略，同組學生每日上午分別於以上衛教情
境中進行臨床示範學習，再以小組帶領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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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教案實施情境2/2

居家護理(Home 
Care；簡稱HC)

出院準備服務(Discharge 
Prepare Service；簡稱

DPS)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簡稱DM)個管

慢性腎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簡稱CKD)個管

每單元學習每日上午1-2位學生，每位學生至每單元

的衛教情境學習至少1-2次，學習排程舉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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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鷹架學習策略

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
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以Vygotsky理論為基礎的鷹架學習策略，應用

於護理教育(Sanders & Welk, 2005)。



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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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鷹架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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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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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鷹架學習策略

戒菸護理衛教 健康促進護理衛教示範

教師講授示範 教師護理衛教示範

臨
床
情
境
+
小
組
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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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鷹架學習策略

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以「每日學習單」為輔助工具，分別將所學之衛教內容進行回饋

小組輪流發言帶動討論

同組員是受教聴
眾，在過程中提
出彼此的想法

拭著表達今日所
學衛教內容，經
由教師引導、指
引衛教重點與架
構，學生藉著理
解知識的過程去
嘗試、練習呈述，
拭著將完整的衛
教內容表達出來

激起反饋與互
動，調整自己
在護理衛教知

識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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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鷹架學習策略

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教師擔任輔助者的角色，負責掌握衛教內容是否在正確方向，隨時提
點；透過參與、聆聽的過程供予支持(微笑、點頭、比讚)，衛教重點
進行引領與指導，輔導學生能掌握個別衛教重點；能完整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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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鷹架學習策略

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教師以輔助角色加入提問，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衛教內容的學理依
據、執行護理活動目的與實際應用方法等，幫助學生將衛教內容知
識內化，也透過教師提問，提供了學生將心中疑惑澄清的機會。

負責發言的學生拭著把護理衛教內容表達出來後，請同組員將難理
解之處進行提問，調整認知落差，腦力激盪建構出另一波學習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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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鷹架學習策略

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每位學生的學習歷經上述教
師的示範、師生相互回饋、
輔助指導及提問討論後，建
構自己的護理衛教表達能力，
透過他人激發潛能、內化衛
教知識， 將所學解釋出來，
成為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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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教學種子傳遞

教學種子傳遞
(teaching)

示範
modeling

回饋
feedback

指導
instructing

提問
questioning

認知建構
cognitive 

structuring

鷹架學習過程

再請每一位同組員用自己的話表達一次，形成相互教學的過
程。每位學生成為教學的種子，進行護理衛教內容傳遞。

藉著鷹架學習，
學生建構新的
護理衛教認知
與表達能力

將每日各自
所學衛教內容
表達出來，負
責發言的學生
領導教學，將
衛教內容 講授

教會同組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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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創新與適用性-
教學總時間、活動內容、教學資源及時間分配

實習前 第一週
1-3天

第四週
3天

2-4週
共14天

1.實習前準備
說明(課本預
習)、提供教學
進度表。
2.安排HC、
DPS、DM、
CKD、戒菸個
案護理衛教學
習的排程。
3.護理核心素
養自評(前測) 

1.教師進行HC、
DPS、DM、
CKD、戒菸個
案護理角色功
能講授與說明
2.教師進行護
理衛教「每日
學習單」書寫
說明，舉案例
講解個別衛教
內容。

1. 學 生 參 與 HC 、
DPS、DM、CKD、
戒菸個案護理衛教情
境學習。
2.選定一位護理衛教
個案進行每日學習單
書寫各一份，統整與
組織護理衛教內容。
1.鷹架學習教學活動
以小組討論的方式進
行(內容詳見上述)。
示範、回饋、提問、
認知建構、教學種子
傳遞。

1.每日學習單

討論、批改、

成果驗收。

2.護理核心素

養評量(後測)

3.筆者自製的

「成效評量

單」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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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成效評值-護理核心素養 學生自評
(前後測)

以三梯次結果為例

前後測平均分數

總平均65分提
升至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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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成效評值-質性評量1/2 評量單回饋共
18份呈現飽和

學習拼圖

的完整

提升護理

衛教能力

教學種子
的成就

15份提及尚未至該單元學習的組員能預習；已去過該
單元學習過的組員吸收到不同個案的衛教內容，增加
了學習的廣度與豐富性，完整學習拼圖。

18份提到，當準備表達衛教內容時會翻找資料，增加
對所學內容的深入並能轉化成自己的；也藉由統整過
程提升衛教的組織性「了解到自己是否真的懂了，覺
得自己衛教功力變好了」。

18份提到「組員們被我教會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很棒
的回饋」 「成為教學種子讓我更肯定自己，覺得自己
努力有收穫很值得也愈有自信」、「原來自己對組員
有貢獻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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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成效評值-質性評量2/2 評量單回饋共
18份呈現飽和

教與學

的樂趣

有5份提及在教學過程中是快樂的，不只
自己學會，能教會組員感到是很充實的學
習：「當我用自己的方式教會別人，才表
示真正學會，覺得開心」。

「在教組員過程中，好像示教與回覆示教，有好
的回饋就更樂意分享了」、「有一種獨樂樂不如
眾樂樂的感覺，就像在學校原本不好吃的餅乾，
大家一起吃就會變得很好吃了，喜歡教學貢獻的
過程」。組員們透過教學、互助的過程，成就感

獲得與學習動機提升是本教案附加價值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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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成效評值-衛教能力成效

SN林：「當衛教民眾時，因為和同學已經模擬
過衛教情境，覺得自己表達得會比較清楚」

衛教情境以小組再一次展現出
來，每位組員成為教學種子，
SN陳：「過程中能盡情提問，

因為是同輩所以很安心很享受，
理解比較透徹」

SN李：「當真正懂了就比

較能用自己的話講出來，覺

得隔天比較敢衛教民眾了!因

為知道怎麼說也自信得多」



小組方式輪流將每日分別所學之護理衛教內容用自己
的話表達出來，教師能藉此評量到學生上午在各單元
學習吸收的程度，補足了教師同一時間無法分身於各
臨床情境的學生評量。

觀察到學生呈述護理衛教內容時常說「我知道阿，就是
不知道怎麼講」，組員們互相提問、嘗試表達的過程，
增進了彼此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是本教案額外的收穫。

社區護理單位實習滿意度調查，以六梯次為
例之平均總滿意度為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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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成效評值-教學整體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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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推廣價值

「衛教」是護理人員重要的職責，也應共同為公
共衛生和大眾健康而努力(徐，1973)。直至今時，
護理衛教仍是臨床實務中所極其看重的一環。

『每單元學習排程』、

『每日學習單』的應用

臨床實習培育護理核心能力，本教案符合此立意，幫助
學生未來能順利銜接護理臨床衛教的實務工作。拆除鷹

架時機為最後一哩之臨床選習時期。



期待教學種子發芽茁壯長
成一棵守護護理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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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教案運用於社區衛生護理實習課
程，培育學生成為護理衛教的教學
種子，提升衛教能力並增加學生執
行護理衛生教育工作的信心。

以「鷹架」學習理論教學，不
僅要有教學的規劃，亦需教師
持續維持耐心、接納學生犯錯、
有溝通技巧、能承受壓力及臨
場應變的能力(謝，2013)。

本教案體現了教學相
長、師生並益，賦予
教學過程更多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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