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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第四屆 WSDN 國際研討會  

時間/地點:2016/09/29-30，印尼雅加達 

第四屆 WSDN 國際研討會參加團體:日本、印尼、英國、泰國、韓國、中國大 陸、

香港、菲律賓、台灣、美國、德國等護理專業團體共 250 餘人 台灣護理學會報告

主題: Lessons learned from disasters for nursing educ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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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 Megi 颱風襲台的 9/27 上午 9 點，在狂風暴雨的送行下，飛離台 

灣，帶著台灣護理學會的託付，向著第一次造訪的印尼進行參加加入 WSDN 以 

來的第一次報告。在大會中除了討論該會修改的章程及大會報告外，並討論 2018

年(德國)及 2020 年(韓國)的 WSDN 研討會主辦會員。其中 2018 年的德國代表並

以製作精美的影帶介紹該城市，也提出德國因應大量政治難民與災難的文化與倫

理議題作為 2018 年主題之一。此外為主辦 2018 年的研討會，德國已組成研究團

隊，專精在災難相關議題上，期待於 2018 年時，向各國際間專業組織呈現德國在

災難護理相關議題著墨。台灣護理學會或可思考在 2022 年或 2024 年 承辦研討會，

因此建議台灣護理學會在提出承辦研討會時應該以台灣的環境、交通、旅遊及台

灣護理學會想要倡議的災難護理議題，來做為提出研討會申請的主軸，讓各國專

業組織增加對台灣的理解。在第一天的大會中，對比各國在災難護理所做的報告

中，台灣護理學會目前 3 年中在未來的災難護理核心能力及評量工具的發展是值

得發展的方向。此外，除了與 WSDN 的連結之外，參與亞太急難護理網絡(Asia 

Pacific Emergency and Disaster Nursing Network, APEDNN)的活動亦是災難護理委

員會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藉由與這些災難護理組織的連結，讓台灣在災難護理

的發展，可以更快速的與國際接軌，並讓國際社會得知台灣的努力。在專家座談 

中，德國的 Stefan 教授提及德國收容的難民及相關的災難議題，還有印尼在 2004 

年海嘯之後，至今十二年來所做的追蹤，都值得台灣在災難護理的研究中做為借

鏡。延續此借鏡，山本愛子教授所演講的災難護理相關研究更是呼應此點。據此

建議在災難護理委員會應對自 1999 年來國內歷次災難，所做的研究與後續檢討，

做更有系統性的資料整理與分類，如此一來，可更全面與國際社會分享。在本人

所做的第二場專家討論中，台灣藉由報告的主題”Lessons learned from disasters for 

nursing education in Taiwan”中所呈現各次災難所得的借鏡及護理界的努力，讓在

場參與的人士印象深刻並頻頻發問，也讓台灣未來在災難護理發展的方向上有更

正面的鼓勵。此外，其他國家極力發展以災難護理為主軸的學校課程或是繼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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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值得我們借鏡。例如日本、印尼、菲律賓及英國都有類似的教育課程，台灣

在這方面的發展除了台灣護理學會的繼續教育以外，仍有待加強。此外，模擬教

育以及 OSCE 教學方法在災難護理教育的應用也為現今之潮流，例如英國的南威

爾斯大學就以電腦軟體及桌上模擬來執行災難護理教育，值得作為我們未來災難

護理教育實施的標竿。 

當晚由雅加達市長宴請的晚宴中，先參觀了該城市的 Smart City 的電視即時

影像監視系統及該系統在災難方面的運用，此系統類似台灣在各地災難應變中心

的架構。當晚的晚宴，有傳統印尼巴厘島甘美朗音樂與舞蹈的表演，也提醒我日

後台灣在爭取主辦 WSDN 研討會時，如何展示台灣的主題文化，是值得重視的

一點。此外，大會也請印尼在地歌手來表演，四位歌手演唱各個參 與國家的著

名歌曲，在首先演唱日本的流行歌後，接下來歌手便點名台灣的代 表在哪裡，

在本人舉手後，與歌手合唱黃品源的小薇，歌手之後也演唱了菲律 賓與印尼的

歌曲，更讓人覺得在國際專業組織的參與，是主體文化展現的另一 種有效方式。 

第二天的研討會由印尼衛生部部長的演講揭開序幕，接下來的專家討論也 

針對不同災難時期的準備、應變以及復原為焦點。隨後由山本愛子教授報告日 

本在 311 地震後，與 WHO 共同發展的仙台災難架構(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該架構拓展了更多面向的災難護理。反思台

灣的災難護理架構自 2012 年發展以來就未再做進一步的修定，或可將仙台災難

架構作為更進一步的擴充的參考，並結合未來計劃發展的災難護理核心能力，使

國內災難護理的發展更為全面。接下來的海報展示中，在在的呈現日本在災難相

關研究的卓越之處，尤其台灣與日本有相似的災難地理環境以及高齡社會特性，

其研究面向及深度都值得我們學習。下午的分組討論則有與會各國提出相關災難

研究的報告，可惜台灣的唯一代表因故缺席，沒能將台灣的成果與國際社會分享。

最後大會在 2018 年 WSDN 研討會主辦國德國代表所撥放的影片中畫下句點。總

結此次參與第四屆 WSDN 研討會的心得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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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可考慮自 2020 年韓國之後承接 2022 年 WSDN 的主辦權，因韓國主辦單

位尚未確定，若韓國無力承辦，台灣是否可考慮提前於 2020 年主辦，提請委

員會與理監事會討論。 

2.  若欲主辦該研討會，則應組成行政、研究、公關以及教育等小組，並 

秉持 2005 舉辦 ICN 的經驗，可望藉由 2022 年主辦權向世界各國宣揚

台灣在災難護理的發展，以及可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3. 因為 WSDN 的章程中提及大會主席的改選，理監事會或可考慮於 2020 年或 

2022 年接辦研討會時 ，順勢接任 WSDN 大會主席。 

4. 台灣應加強在災難護理的研究，例如將災難護理繼續教育所蒐集的相 

關資料做分析、歷次災難中文化與社會議題、護理與跨專業團隊在災 

難合作的議題之探討，並於 2018 年派員前往德國參與 WSDN 的理事 

會及研討會發表，向各會員國展現台灣在災難護理研究與實務的能 量，

為未來承辦研討會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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