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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教學模式引領
護生初次實習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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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 基本護理學實習

• 適用對象 : 通過人類發展學、

身體檢查與評估課程之學生

• 實習時數 : 64小時

• 學生人數 : 6人
• 實習場所 : 北部某醫學中心心臟外科病房

護理實習課程



CARING教學模式

創作動機與理論依據



COVID-19
變化莫測

護生
初次實習

• 陌生、不可預測

• 充滿未知挑戰的環境

• 時常感受到壓力、焦慮與衝

(Jonsén et al., 2013；Rafati et al., 2017)

+
• 疫情加劇護生的焦慮、壓力

• 約25-40%的護生感到輕至中度焦慮(Cao et al., 

2020；Savitsky et al., 2020)

• 超過3成擔心臨床環境帶來的感染風險，

難以集中精力和學習 (Lovrić et al., 2020)

護理教育者的省思

創作背景與動機

如何引領護生在臨床護理實務多變的挑戰中獲得正向經驗與成長，
則是護理教育者重要的課題。



• 關懷(caring)、多元性(diversity)、誠信(integrity)和卓越(excellence) 四大指

標為護理教育的標竿(Hayne, Schlosser, & McDaniel, 2019)

• 若要培養學生關懷照護能力，教師應扮演關懷者角色，讓學生在求學階段

中感受到關懷，建立正向師生關係，提升學生學習關懷的倫理(Noddings, 1984)

• 創造同理的學習環境、正向客觀的教學態度、充滿關懷的氛圍，使學生學

習溝通合作、自我反思，教師則運用關懷和溝通技巧建立學生的自信，以

及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和不同意見表達等皆屬關懷行為的表現(Henderson, Sewell, 

& Wei, 2020；Salehian et al., 2017)

教學理論依據



 Watson人性化關懷照護理論 (Watson, 1985)

• 理論三大主要概念:人際照護關係 (transpersonal caring relationship)、照護時

刻 (caring occasion/caring moment) 及照護因素 (carative factors)。

 Nodding 關懷倫理學 (Nodding, 1984) 

• 主張關懷的關係是存在的基礎；關懷的態度是實踐的方法。

• 關懷的教學方法包含身教與示範、對話、練習與實踐關懷、肯定。

教學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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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與實習課程目標之關聯性

實習
課程目標

CARING模式
核心要素

CARING模式
教學目標

認知 1. 運用批判性思考評估
個案生理、心理、社
會及靈性的需求，列
出健康需求之優先順
序。

2. 運用護理過程確認個
案健康需求，提供滿
足其健康需求之護理
活動。

Reflection (反思) 學生能夠進行自我反
思，並加強批判性思
考能力。



教案與實習課程目標之關聯性

實習
課程目標

CARING模式
核心要素

CARING模式
教學目標

情意 1. 具備誠實及自動自
發學習精神，展現
合宜的專業態度。

Communication (溝通)

Inspiration (激勵)

Growing (成長)

(一) 學生能夠在正向教
學環境中建立良好的師
生互動關係，進而增強
學習動機與自信。
(二) 學生能夠建立自信
並激發對於護理的熱忱。
(三) 學生能夠從團隊合
作及自我學習中成長。

2. 尊重個案、家屬與
醫療小組成員，表
現適切的服務態度。

Accepting (認同) 學生能夠了解護理專業
並認同護理專業角色典
範。



教案與實習課程目標之關聯性

實習
課程目標

CARING模式
核心要素

CARING模式
教學目標

技能 5. 正確操作護理技術。
6. 應用倫理原則，展現提供

安全及舒適之基本護理技
能。

7. 運用溝通之原理及技巧，
具備與個案建立治療性人
際關係之能力。

Navigation (領航) 在指導教師的引領
下，學生能夠展現
護理專業技能與能
力。



CARING教學模式

實行策略及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在正向教學

環境中建立良好的師

生互動關係，進而增

強學習動機與自信。

Communication (溝通)
策略一:建立師生溝通橋梁

策略二:正向教學方式

CARING教學模式實行策略-Communication

• 實習前共識會
• 以開放性、不批判的態度，建立溝通管道

• 正向提問技巧
• 聆聽護生的感受及不同想法的意見表達
• 予肯定與改進的機會，增強學習動機與自信

COVID-19
造成的緊張、

不安



教學目標

 藉由CARING教學模

式，學生能夠了解護

理專業並認同護理專

業角色典範。

Accepting (認同)
策略一:以身作則，建立良好學習典範

策略二:引導學生學習臨床專業典範

CARING教學模式實行策略-Accepting

• 循序漸進、有系統的引導
• 以學生學習需求為中心，協助學生角色適應

• 引導學生學習臨床專業典範
• 從護病關係、全人照護中發現護理價值



教學目標

 藉由CARING教學模

式，學生能夠進行自

我反思，並加強批判

性思考能力。

Reflection (反思)
策略一:以病人為中心的概念圖教學

策略二:自我反思

CARING教學模式實行策略-Reflection

• 每週案例討論，由概念圖分析，幫助學生找
出個案最主要、最需解決的健康問題

• 發現問題鼓勵提問描述體悟分析因果
• 引導學生查詢相關資料與文獻
• 將理論與臨床實務結合
• 將經驗轉變成知識和行動



教學目標

 藉由CARING教學模

式，學生能夠建立自

信並激發對於護理的

熱忱。

Inspiration (激勵)

CARING教學模式實行策略-Inspiration

教學策略:適時回饋與鼓勵，建立學生自信
並激發熱忱
教學策略:適時回饋與鼓勵，建立學生自信
並激發熱忱

• 學習過程中重視過程的觀察

• 給予具體、即時、非批判、具建設性的回饋

• 使學生在積極正向的學習氛圍中學習，提升

學習動機與成效。



教學目標

 在臨床指導教師的引

領下，藉由CARING教

學模式，學生能夠展

現護理專業技能與能

力。

Navigation (領航)

CARING教學模式實行策略-Navigation 

教學策略:實際引領護生，紮根專業能力教學策略:實際引領護生，紮根專業能力

• 實際帶領、示範會談技巧

• 初次執行某項技術前，先運用模型回覆示

教、實際示範或以口頭複習操作步驟。

• 根據學生表現給予即時回饋



教學目標

 藉由CARING教學模

式，學生能夠從團隊

合作及自我學習中成

長。

Growing (成長)
策略一:從團隊合作中成長

策略二:自我評值、自我期許

CARING教學模式實行策略-Growing

• 實習組員間學習溝通合作、分享實習經驗。
• 使學生學習與醫療團隊成員共同討論個案照

護，省思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 引導學生檢視自我學習狀況、評值自我表現
• 體悟自身的成長、期許未來。



CARING教學模式

學習成果暨成效評值



CARING教學模式成效評值- Communication

• 實習前共識、正向教學、和諧的氣氛，有助於建立正向師生
互動關係，進而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自信

• B 同學：「在實習前老師先集合大家，簡介心臟外科常見疾病與手術，
也因疫情關係加強教導防疫感控措施，讓我們減少了些焦慮感。」

• E 同學：「在實習的過程中非常充實，老師不曾疾言厲色的責備我們，
總是用溫和的態度引導我們，這樣的氣氛下使我在每一次實習都收
穫滿滿，而實習後也能以穩定的心情複習其他的課業以及進行社團
活動。」



CARING教學模式成效評值- Accepting

• 護生感受到臨床典範的身教、單位正向氣氛與理念是學習和
模仿的最佳榜樣

• A 同學：「老師在教導我們的過程中也能注意四周，例如遇到臨床同
仁時，老師總是客氣的說學姊好，間接的教導我們禮貌的重要性。」

• D同學：「我覺得這個單位病房氣氛經營的很好，學姊也都很有教學
熱忱，護理長也很在乎我們的學習狀況，也給了我們很多很好的回
饋和建議，是我學習的榜樣。」

• F 同學：「在疫情期間實習雖然讓我感到害怕，但單位學姊還是堅守
崗位，正是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實際體會到護理人員的價值，也讓
我更想為護理做些甚麼。」



CARING教學模式成效評值-Reflection

• 學生能夠從自我反思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並獲得成就感

• E同學：「我觀察到個案右肘、鼻子壓瘡已痊癒，評估已無此健康問
題，這讓我了解到觀察、評估後發現問題並做出適當處理的重要
性。」

• C 同學：「印象最深刻是照顧一位周邊動
脈阻塞疾病的病人，我嘗試列出個案可
能有的健康問題，查了好多資料終於完
成了概念圖，藉由概念圖幫助我釐清許
多問題、學習歸納優先順序，我從來沒
有針對任何一個人進行這麼詳細的分析，
能幫助病人讓我很有成就感。」



CARING教學模式成效評值- Inspiration

A 同學

慶幸能在充滿機會的環

境和適度的壓力下成長，

我還有很多需要精進，

希望一年後回頭看自己

會有突破性的成長。

B 同學

老師總在實習日誌或討

論時給我們滿滿的回饋，

也很有耐心的一個一個

和我們討論報告，讓我

知道怎麼做會更好，也

進步很多很多。

• 適時回饋與鼓勵，積極正向的學習氛圍，可以建立學生自信
並激發熱忱。



在老師陪同下的會談經驗，學會

了運用會談技巧與病人互動。

面對各式引流管，運用模型回覆示教

讓同學實際操作時不會不知所措。

C 同學回饋A 同學回饋

在指導教師的引導下與個案建立關係

以及完成護理技術的成就感。

B 同學回饋

CARING教學模式成效評值-
Navigation



CARING教學模式成效評值- Growing

• 了解醫療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期許自己將來也能成為重要的一
份子；也從護病關係、組間團隊合作中發掘自己的成長

• F 同學：「今天參與術前會談，也了解醫療團隊的角色功能，大家都
各司其職，盡最大努力讓病患恢復健康。」

• D 同學：「我發現護病關係是雙向的，不僅我能安撫他，他也能給予
我溫暖和感動，這也讓我更加確信我要走護理這條路。」

• E 同學：「我也要感謝我們這組所有的同學，能和他們一起合作學習
真的很開心，希望往後的我能夠更加精進自己，成為一位被病患信賴、
需要的護理師。」



11 22
感染防護評量

 共10題感控相關知識的單選題

 學生平均成績為97分

單位常見疾病與藥物之前後測

 共5題問答題、5題單選題

 後測成績皆達90分以上

CARING教學模式整體性評值

後測平均分數
較前測進步20分

33

 以感知壓力量表測量學生實

習前、後的壓力

 共10題，分數介於0~40分，

分數越高壓力越大

 以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實

習後壓力較前測低，且達顯

著差異(t=3.369，p=0.003)

壓力評估



操作型技能

直接觀察評量

(DOPS)

可信賴專業

活動評量

(EPAs)

實習場所滿意度

實習課程目標CARING教學模式整體性評值

多元成效評值

滿意度佳滿意度佳

目標達成率
90%以上
目標達成率
90%以上



結論

• 基護實習是護生的啟蒙教育，以關懷為核心價值的CARING教學模式能

引領護生渡過初次實習的陌生與焦慮，實際引領護生在專業能力中成

長，並同感教師給予的關懷，將關懷理念深植心中、回饋於病人。

• 期許這樣的教學模式可以帶領護生在臨床護理實務的學習中獲得正向

經驗，並使其繼續展望未來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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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教案的架構
清楚完整

易推廣至其他
實習課程

亦適用於臨床教師
指導新進人員

特殊疫情期間
正向關懷理念
扮演重要角色

CARING教學模式推廣價值

不同教師帶領下
亦能達成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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