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班?! Yes! I can!」-
OMP與ISBAR融合設計教案提升交班能力

護理實習課程：內外科護理學實習

參 賽 學 校 ：長庚科技大學

實習指導教師：楊桂蓉

1



報告大綱

護理實習課程名稱

壹、創作動機、理念與教學理論

貮、教案與實習課程目標之關聯性

參、實習目標與教案之教學目標

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

伍、學生照護個案之教學成效評值

陸、結論及推廣價值

柒、參考資料

2



護理實習課程

名稱：內外科護理學

時數：135小時

教案適用對象：通過基本護理學實習，進行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之學生

實習場所：北部某醫學中心新陳代謝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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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作動機

(王、周，2009；衛生福利部，2018）



壹、創作理念

一分鐘教學法
ISBAR交班單
人形圖…

(王、周，2009；衛生福利部，2018） 5



壹、教學理論-1
運用Neher (1992)提出之A Five-step “ Microskills” Model，

一分鐘教學法(OMP)

說出

深掘

教導增強

改正
OMP

1.確定討論主題(Get a 

commitment，說出)：協助剛

開始確認主題或個案後，詢問
學生了解個案需求，對個案的
照護更有參與感及責任感。

2.探查支持論點的證據
(Probe for supporting 

evidence，深掘)：當學生

提出想法時，教師先詢問有
哪些證據可支持或可能性，
及為什麼？讓師生知道學生
現有的知識及不足之處。

3.教導一般原則(Teach 

general rules，教導)：
聽完學生說明後，教師根
據不足之處，提供一般的
原則或概念指導。

4.強化做對的部分
(Reinforce what was 

done right，增強)：當學
生有效處理病況後，給予
回饋及讚美

5.修正錯誤(Correct 

mistakes，改正)：教師應
盡可能教導學生如何避免及
修正錯誤，讓學生有機會自
我檢討。

(蔡、陳，2015；Bott, Mohide, & Lawlor, 2011；Neher, Gorden, Meyer, & Steven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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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理論-2
ISBAR係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於2010年提出
之概念，目的在提升交班完整性。

ISBAR

Introduction(自我介紹) 確認交班對象。

Situation(情境) 病人現況或觀察到的改變。

Background(背景) 重要病史、目前用藥，尤其特殊用藥及
治療情形。

Aassessment(評估) 最近一次生命徵象數據、檢驗/檢查結
果、特殊管路及裝置、傷口照護方式…
等。

Recommendation(建議) 後續處理措施或方向，可能發生危急狀
況的預防。

(吳、黃、劉，2010；楊，2015；Thomas, Bertram, & Johns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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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運用OMP與ISBAR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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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與實習課程目標之關聯性
 本教案運用OMP:

 以提問方式增進思考、鼓勵聯想

 利用繪製人形圖，簡化及加深對個案印象

 訓練邏輯及批判思考能力，堆疊先備知識

 提升護理問題分析能力

 循序漸進的增進溝通技巧與交班能力

達成內外科護理學實習之認知、情意、技能等三層面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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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習目標與教案之教學目標
實習目標 教案之教學目標

認
知

1.運用基礎生物醫學與護理專業
知識，了解個案生理病理機轉
及相關醫療處置。

2.運用邏輯推理與護理專業知能
評估個案生理及心理需求。

1.能正確說出糖尿病急慢性合併症之
生理病理機轉及相關醫療處置。

2.能運用護理過程與批判性思考，確
立個案主要的護理問題。

3.護理過程中能應用基礎生物醫學及
護理專業知識，收集ISBAR的交班資
料。

情
意

1.以同理心及尊重關懷的態度，
提供以個案為中心的護理措施

2.能認同自我的護理專業角色。

1.能以同理及關懷的態度對待個案。

2.能尊重個案的個別性及獨特性。

3.能賞析交班時自我優缺點及成長。

技
能

1.運用溝通技巧建立專業性醫護
關係。

2.確立個案的主要護理問題，並
能執行合理的照護活動。

1.能與照護團隊建立專業性人際關係

2.能提供個案正確的護理措施。

3.能正確運用ISBAR交班單與照護團隊
交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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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1

實習前1週 實習第1週 實習第1周結束~4週

1.實習相關資料

(1)單位常見疾病

(2)常見藥物及檢查

(3)糖尿病相關學理及合
併症

2.全方位自主學習平台
(1)末梢感覺神經專科性
身體評估教學影片及練
習

一 般
教學組
105學年度

交班訓練

1.融合OMP於
交班訓練中

2.人形圖的建構

3. ISBAR交班單

的應用及反覆

交班練習

提
升
交
班
能
力

創 意
教學組
106學年度

一般交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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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2

實習第1週

全方位自主
學習平台

末梢感覺神

經專科性身

體評估教學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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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3

針對創意教學組的學生
運用OMP與ISBAR融合設計
教案進行交班訓練。

13



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4

按週進度
堆疊
ISBAR
交班經驗

週次 實習第一週 實習第二週 實習第三週 實習第四週

OMP

ISBAR

說出、教導及
增強

說出、深掘、增強
教導及改正

說出、深掘、增強
教導及改正

說出、深掘、增強
教導及改正

I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S 入院經過 入院經過 入院經過 入院經過

B
現在及過去病史 現在及過去病史 現在及過去病史個

案特殊的處置及執
行結果

現在及過去病史個
案特殊的處置及執
行結果

A

大夜班交班內容及
今日白班生命徵象

能說出上一班的交
班要點，常規等資
料個案異常狀況評
估及追蹤結果

能說出上一班的交
班要點，常規等資
料個案異常狀況評
估及追蹤結果說出
病人的生理問題及
提供之護理措施

R
後續處理措施或方
向及危急狀況之預
防

教
學
活
動

觀看及示教身體評
估教學影片建構人
形圖了解個案介紹
ISBAR交班單參與
糖尿病團體衛教課
程參與DM FOOT
小組床邊評估討論
會

示教及回示教身體
評估教學影片內容
建構人形圖了解個
案觀看ISBAR交班
教學影片內容練習
ISBAR交班單查詢
電子期刊

運用人形圖練習
ISBAR交班單實際
進行身體評估檢查
電子資訊系統-交班
作業

運用人形圖練習
ISBAR交班單實際
進行身體評估檢查
電子資訊系統-交班
作業

交班
對象 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指導教師

照護團隊

實習指導教師

照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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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5

教導、改正
ISBRA交班單

護生臨床照護交班單
I:學姊好,我是照顧 床的護生 ，現在要和學姊交班，請問您現在有空嗎?
日期 大夜交班內

容
I介紹 S情境 B背景 A評估 R建議

F/S:

9pm mg/dl

AC: mg/dl

PRN藥物使

用狀況

床號
病人姓名

入院診斷
(主要診斷)

病人現況或觀
察到改變狀況
(入院經過)

重要病史、目
前用藥（尤其
是特殊用藥）
及治療情形

最近一次生命
徵象數據、各
類檢查/檢驗結
果、特殊管路
及裝置、目前
處理進度與須
追蹤之檢查/檢
驗報告

後續處理措
施或方向、
可能發生

危急狀況的
預防(醫師查
房重點)

F/S:

9pm mg/dl

AC: mg/dl

PRN藥物使

用狀況

9AM V/S:

Recheck:

檢驗及檢查結

果:

F/S:

PC: mg/dl

3PM: mg/dl

W’d性狀:

管路性狀及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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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6

按週進度
堆疊
ISBAR
交班經驗

週次 實習第一週 實習第二週 實習第三週 實習第四週

OMP

ISBAR

說出、教導及
增強

說出、深掘、增強
教導及改正

說出、深掘、增強
教導及改正

說出、深掘、增強
教導及改正

I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S 入院經過 入院經過 入院經過 入院經過

B
現在及過去病史 現在及過去病史 現在及過去病史個案

特殊的處置及執行結
果

現在及過去病史個案
特殊的處置及執行結
果

A

大夜班交班內容及今
日白班生命徵象

能說出上一班的交
班要點，常規等資料
個案異常狀況評估
及追蹤結果

能說出上一班的交
班要點，常規等資料
個案異常狀況評估
及追蹤結果說出病
人的生理問題及提供
之護理措施

R 後續處理措施或方向
及危急狀況之預防

教
學
活
動

觀看及示教身體評
估教學影片建構人
形圖了解個案介紹
ISBAR交班單參與
糖尿病團體衛教課
程參與DM FOOT
小組床邊評估討論
會

示教及回示教身體
評估教學影片內容
建構人形圖了解個
案觀看ISBAR交班
教學影片內容練習
ISBAR交班單查詢
電子期刊

運用人形圖練習
ISBAR交班單實際
進行身體評估檢查
電子資訊系統-交班
作業

運用人形圖練習
ISBAR交班單實際
進行身體評估檢查
電子資訊系統-交班
作業

交班
對象 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指導教師

照護團隊

實習指導教師

照護團隊

說出、教導、深掘、改正、增強
以簡易人形圖建構個案相關資料

教導、深掘
查詢期刊，增進對疾病的瞭解

深掘、增強

深入探究與解決個案問題、回饋

說出
逐步嘗試及追求完整交班
說出、教導、深掘、改正、增強

團討交班影片、修正技巧、回饋*

1.護生實習課程及交班滿意度調查表

2.實習教師對護生實習狀況及交班滿意調查表

3.臨床學姊對護生實習狀況及交班滿意調查表

1.護生實習課程及交班滿意度調查表
2.實習教師對護生實習狀況及交班滿意調查表
3.臨床學姊對護生實習狀況及交班滿意調查表
4.實習意見彙總表



肆、教學策略、教學活動及實施流程-7

教導
引導學生觀
看ISBAR
交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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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照護個案之教學成效評值

分三部分進行質量性評值：

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

二、交班滿意度教學成效評量:

 學生

 教師

 臨床學姊

三、護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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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1
(一)認知層面-學生(認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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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2

(一)認知層面-學生(認1.2.3)

「正式操作身體評估前，有觀看影片

及學習相關課程，並在討論會及課後

做多次演練，可幫助我快速了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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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3
(一)認知層面-學生(認3)

「經過不斷地訓練可以熟知交班的程序，且看了老師幫我們錄下與學姐

交班的影片，對於自己的交班技巧有缺失的部分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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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4

(一)認知層面-教師及臨床學姊

教師:

臨床學姊:

22

學生對於個案病理機轉、相關檢驗檢查、相關健康問題了解許多及邏輯
思考能力亦提升。(認1.2)

人形圖對於個案的了解度增加，交班內容更加熟知及正確。(認1.2.3)

在觀看練習與學姐交班影片，能彼此學習及成長，更能提升交班之能力。(認3)

一致認為創意教學組學生們對個案之現況及處置較一般教學組表現佳。(認1)



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5

(一)情意層面-學生

實際幫個案操作時感到較有自信，甚至能發現個案有神經病變立即給予衛

教，感到很有成就感，個案看我的眼神也有所不同，覺得很開心。(情2.3)

有了相關疾病概念，對於個案的不適狀況較能理解，感覺自己在同理心上

提升許多，較能思考該提供哪些照護。(情1)

看到自己第一次與學姐交班的影片覺得真的很遜…但最後一週非常順暢，

非常有成就感。(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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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6

(一)情意層面-學生

本校實習結束學生自評之「實習意見彙總表」與情意領域相關之題目，

創意教學組與一般教學組相較雖未達顯著意義，但平均分數高於一般教學組。

項目
創意教學組

Mean (SD)
一般教學組

Mean (SD)
p

我能主動樂意協助病人 4.92 (0.34) 4.63 (0.49) 0.16

我能在實習後提升護理專業能力 4.79 (0.46) 4.50 (0.59) 0.54

我能在實習後體認護理核心素養 4.75 (0.48) 4.58 (0.51)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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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7

(一)情意層面-教師及臨床學姊

教師:

臨床學姊:
學生較能主動關心，同理個案及家屬需求」；「較有自信，交班時，

不會像以前一問三不知，多能完整說出…很進入狀況的樣子。(情1.2)

學生明顯散發出自信，觀察力提升，能運用護理專業知識評估個案需求，

提供關懷與同理。(情1)

因護理專業知識及技能增強，增進交班之自信度；除護病關係外，與醫療

團隊之關係更密切，實習經驗也正向許多，大大提升自我認同度。(情3)

觀看及討論交班紀錄影片也增強及改正自己的優缺點，展現出每一次

顯著的成長與改變。(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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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8

(一)技能層面-學生

最初只回報數據，對異常值及狀況，靈敏度不佳或不知如何處置，轉

變為個案有狀況，想去追根究柢找出答案並給予適當的處置。(技1.2)

能進一步將自己所做有條理的進行交班，不再一昧的陳述，且能進一

步與主護或醫療團隊討論病情，展現護理人員的角色與功能。(技1.2.3)

教案設計簡單明瞭，看過影片後就印象深刻，操作身體評估時很順

暢 ，交班有格式指引，較不會遺漏，被學姊提問也不易慌亂。(技3)

26



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9

(一)技能層面-學生

實際交班單運用情況(技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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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10

(一)技能層面-學生實習後期交班狀況影片(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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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標達成狀況之教學成效評量-11

(一)技能層面-教師及臨床學姊

教師:

臨床學姊:

藉由交班單輔助，能點擊電子交班作業系統與學姊交班，善用系統相關

連結，例如檢驗結果、會診報告…等，增進交班完整性及流暢性。(技3)

第四週，學生皆能掌握負責個案的健康問題及護理重點，並適時提供口頭或紙
本衛教，及時提出問題並正確交班，整體感覺交班能力大幅提升。 (技2.3)

…透過書寫交班單後，對接收上一班交班內容、當班執行處置評值，以
及將交給下一班的狀況，都能更全面的掌握。(技3)

…經交班單的引導，(交班)遺漏的現象明顯變少，…能有條有理的交班。(技3)



二、交班滿意度教學成效評量

實習第一週結束及第四週結束以-

「交班滿意度教學成效評量」進行量質性評量:

1.護生實習課程及交班滿意度調查表(CVI=0.93)

2.實習教師對護生實習狀況及交班滿意調查表(CVI=0.93)

3.臨床學姊對護生實習狀況及交班滿意調查表(CVI=0.92)

4.實習意見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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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護生自我評量(兩組各24人) 教師對護生之評量(兩組各24人)

創意教學組
Mean (SD)

一般教學組
Mean (SD) p 創意教學組

Mean (SD)
一般教學組
Mean (SD) p

能完整正確說出生命
徵象

4.96(0.20) 4.83(0.38) 0 .163 4.96(0.20)  4.83(0.38) 0 .163

能完整流暢地說出常
規治療結果及評值

4.33(0.48) 3.50(0.51) < 0.001 4.29(0.46) 3.50(0.51) < 0.001

能完整流暢地說出經
醫師查後重點

4.83(0.38) 3.71(0.99) < 0.001 4.83(0.38) 3.67(0.70) < 0.001

能完整流暢地說出大
夜班交班內容

4.46(0.51) 3.21(0.72) < 0.001 4.58(0.50) 3.46(0.59) < 0.001

能完整流暢地說出個
案異常狀況或反應

4.63(0.49) 3.75(0.61) < 0.001 4.58(0.50) 3.63(0.49) < 0.001

能針對個案異常狀況
說處置或衛教

4.50(0.66) 3.33(0.48) < 0.001 4.42(0.58) 3.25(0.44) < 0.001

能針對個案異常狀況
說出給予處置後的評
值結果

4.29(0.46) 3.29(1.08) < 0.001 4.46(0.51) 3.38(0.92) < 0.001

能完整流暢地交班給
主護

4.29(0.46) 3.13(0.95) < 0.001 4.42(0.50) 3.13(0.79) < 0.001

整體而言對交班能力
感到

4.42(0.50) 3.41(0.78) < 0.001 4.50(0.51) 3.21(0.78) < 0.001

二、交班滿意度教學成效評量-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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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班滿意度教學成效評量-質性

 每天早上聽學姊交班
一堆單字都聽不懂」

 「為什麼我的醫學術
語這麼弱?明明病歷都
抄起來翻譯了」

 「每次實習都一樣，
我真的很怕和學姊交
班啦。」1

 「每天交班我只會報一堆
數字，學姐問我那代表甚
麼？我都說不出來」

 「好不容易收集到老師跟
學姊昨天問我的資料，沒
想到原來還要再問更深」

 「病人血糖68mg/dl我知道
是低血糖也立即回報，原
以為自己很棒了，沒想到
學姐問我有沒立即處理，
收集中午吃了甚麼？」2

 「今天交班自以為很順暢，
沒想到學姊說我怎麼發現
問題卻沒做處理？那時真
的很嘔，因為我真的有做，
當下卻忘了說，真不甘心…」

 「明明要交班前都練習了，
怎麼輪到我和學姊交班又
漏了一大堆，嘔！」

 「我今天真的有幫我的病
人做很多事！沒想到原來
這個也要說，我以為這不
需要交班。明天絕不會再
被抓包」3

 「今天我按照表格交班，
哈哈~感覺我超像學姊，可
以把病人從入院到現在的
治療講得超清楚，小夜班
學姊說我進步很多!沒想到
交班單這麼好用，能詳細
記錄交班內容及重點，讓
我們跟學姊交班更完整，
太棒了!YA!!」

 「與學姊交班的過程中，
覺得自己更具備專業的護
理能力，原來我也可以和
學姊一樣厲害」4

無法顯示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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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護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評量-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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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護生對教師教學滿意度評量-質性

老師的教學方式很容易上手，像是交班單、人形圖…等，提供很多技巧讓我們更

加得心應手，感覺超棒的!

…實習充滿挑戰，感謝老師設計許多教材，讓我們對於實習有新的印象，和上次

實習相比，壓力及焦慮感少非常多，變得有趣許多。

謝謝老師帶著我們一步步學習，引導我們找到答案，陪著練習交班，看到自己的

進步，很開心超感動！

實習的日子真的很充實、充滿動力且很有成就感，讓我對護理工作的熱忱更加堅

定！謝謝老師~能夠遇到您真的很開心也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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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交班」是護理照護重要環節，對學生是件備感壓力的事，

但也可以…

 藉由OMP與ISBAR融合設計教案

 利用簡易的人形圖繪製，協助學生建構個案相關疾病學理

及護理過程的概念

 觀看交班教學影片並運用ISBRA交班單實際演練

 運用師生提問、說出、深掘、教導、增強及改正循環過程

 確實有效提升學生交班能力!!

 增進學生交班自信心，開心實習、教師充滿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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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推廣價值
 OMP及ISBAR交班單:

 簡單易學

 非常適用於各種交班情境

 實習指導教師於各科別指導學生皆能使用

 適用於資深護理臨床教師指導新進人員

創造學習者及教學者雙贏的局面

其實不是只有學生吶喊~Yes! I can!

老師也想和你們一起大喊~Yes!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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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班! Yes I Can!
交班其實很好玩很
刺激~很像偵探!!
訴說著每個病人的
故事，今天的你
(妳)說故事了嗎?

Just foll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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