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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校  

  112  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12學年度  1  學期 
一 分項計畫：高教深耕計畫情境模擬教學 

二 活動主題：糖尿病足部評估與護理指導 

三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5樓復能樂活中心 

四 活動內容： 

(一) 前言 

面對現代趨勢及醫療環境的改變，提供符合病人期望與價值的處置措施是必要的。

護理教育應突破傳統教學的侷限，情境模擬教學創造一個更“真實互動＂的學習環境，

讓學生透過情境模擬推演，由老師帶領回饋與反思，並且可以反覆學習照護相關的知

識、技術、溝通及批判性思考等能力，建構與理解糖尿病個案足部評估與護理指導之單

元主題中糖尿病症狀之處理及足部的護理指導等知識。因此，藉由推動情境模擬教學法

可發展與臨床實務相似情境，讓學生反覆的練習與臨床評估，對未來面臨決策判斷做出

有效、合適的介入措施或技術執行。 

(二) 課前教學準備 

本次對兩個班級（5N401、5N408）於「長期照護課程」執行情境模擬教學，應用情

境模擬教案(糖尿病足部評估與指導)，讓學生應用所學、模擬臨床的糖尿病患者的病史

及情境，執行糖尿病患者完整的足部檢查，包括使用單纖維尼龍、半定量音叉等工具，

糖尿病足的照護指導，藉以找出潰瘍與截肢的危險因子；確認糖尿病個案的健康照護問

題及照護需求。在實際執行情境模擬教學之前，授課教師先教導技術操作過程與相關學

理知識，並且讓學生有分組練習的機會，以確保學生有足夠的先備知識，達到最佳學習

效果。 

(三) 情境模擬教學 

1. 情境教學進行過程： 

授課教師分別對兩個班級（5N401、5N408）說明情境模擬教學的目的及應用，將每

班的觀察學習者分為十組，另外派出兩位同學，一位學生擔任模擬學習者、一位擔任糖

尿病患者(標準病人)，每班情境教學進行過程如下： 

(1) 授課老師分別向模擬學習者說明此次情境模擬的病患背景資料、向標準病人說

明此次情境劇本內容，病患的表現要求及對話，時間約 5分鐘。 

(2) 依教案的情境演示約 15 分鐘，過程中各組同學仔細觀察標準病人及護生的互

動，並進行評分。 

(3) 演示完後讓各組同學互相進行評分一致性的討論、填寫回饋意見，時間約 10

分鐘。 

(4) 最後由授課老師進行課程檢視（De-briefing)活動，邀請各組觀察學習者代表

發表意見，時間約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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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境教學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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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花桇： 

執行單位：護理科 活動日期：  112  年 10  月 18  日 

參加人數：101人 活動滿意度：88%以上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教師執行足部檢查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教師執行足部檢查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教師先向標準病人說明情境教案

的執行目的及進行方式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與觀察學習者說明情境教學之內

容及及進行程序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學習者執行足部檢查情境模擬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學習者執行足部檢查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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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學習者執行足部檢查模擬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學習者執行足部檢查模擬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學習者執行足部檢查模擬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觀察者分組回饋意見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觀察者分組回饋意見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觀察者分組討論回饋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參與學生分享情境模擬的意見 

拍照日期：112.10.18 

照片說明：參與學生分享情境模擬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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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效分析(需含有以下之分析資料，200字以上)： 

※質化分析： 

1.本活動對於學生之學習成效提升之策略描述： 

與同學針對情境模擬課程之學習成果與回饋進行的討論，意見整理如下: 

(1)此種情境教學方式，增加學生臨床的真實感，讓學生能更加投入，提升學習成效。 

「這次的情境教學，讓我們護生有一個機會可以體驗未來臨床上可能遇到的真實情境，多了

真實感，讓大家有機會運用學理和思考」 

「這次的情境教學方式，讓我在做技術時更可以將技術與學理相互結合，在做技術

時也可以更有自信」 

「藉由這次的情境教學，實際與病人互動，讓我覺得更加的貼近臨床，也更加令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2)情境教學可縮短「課堂實作教學」、「臨床實習課程」之的落差，有助於學生臨床上的適

應及運用。 

「運用情境教學方式來授課，可以讓學生較有臨床的真實感，到了臨床也比較不會

手足無措，並且提升個人應變能力」 

「是一個很寫實的情境，讓大家可以學習到比較真實的情景，減少未來初入臨床的

緊張及焦慮，將有助於護生對臨床的適應」 

「面對病人的問題更考驗我們平時累積具備的專業知識，應變能力跟溝通技巧，不

單單的是執行護理技術也要適時的表達同理心跟關懷的態度，希望未來也能夠有更多這

樣的情境教學，相信會降低未來走入臨床面對真病人的不適應感。」 

 

(3)提升學生問題解決能力及促進與家屬間的溝通。 

「觀察操作者做技術時，也可以順便反思自己有哪裡做得不好，大家相互學習，之後也可

以藉由這次的教學來訓練自己的應變能力」 

「這次的擬真教學學習到很多東西，真的跟臨床十分相近，所以我覺得這種情境擬真可以讓

自己具備未來臨床的適應以及反應能力，是相當不錯的教學課程」 

「讓我學習到如何將課本所學到的知識，運用到這個情境，當面對病人突如其來的

問題時，應該綜合所學，再將正確的知識帶給病人。」 

 

2.本活動與課程連結或相關性之描述 

「長期照護」是持續性照護服務的一環，是延伸病人和家屬從急性醫療銜接至長期

照顧服務，也是個案達到理想生活與福祉的柱石。王盈丹（2019）研究顯示長照機構罹

患糖尿病之老人住民，若糖尿病管理不佳，經常導致相關合併症或非計畫性住院增加，

糖尿病是臺灣十大主要死因高居第五，足部病變為糖尿病患者常見合併症之一。由此可

見培養護理科學生具有「糖尿病足部評估與護理指導」的知識及技能是必要的。「糖尿

病足部評估與護理指導」情境模擬教學創造一個更“真實互動＂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透

過情境模擬推演，由老師帶領回饋與反思，並且可以反覆學習照護相關的知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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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及批判性思考等能力，建構與理解糖尿病個案足部評估與護理指導之單元主題中糖

尿病症狀之處理及足部的護理指導等知識。因此，藉由推動情境模擬教學法可發展與臨

床實務相似情境，讓學生反覆的練習與臨床評估，對未來面臨決策判斷做出有效、合適

的介入措施或技術執行。 

 

3.本活動對於教師專業的啟發與成長之描述 

透過「糖尿病足部評估與護理指導」情境模擬教學的實際運作，讓學生學習統整所

學知識與技能、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能力、實際和病人溝通互動，即時反應及解決問

題能力都有極高的滿意度，提昇學生信心以及批判性思考，對學生而言，是很好的學習

機會，同時，也讓教學者了解到平日教學的成效。但是，學生人數太多、上課時間限

制，因此無法進行深入的小組討論及個人意見回饋分享，只能透過個人問卷的意見再由

授課老師進行統計分析，做為未來課程內容規劃與教學方式的參考。 

 

※量化分析： 

 1.學生回饋： 

(1) 觀察學習者（97人）： 

A 滿意度統計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非常
不同意 

2.不同
意 

3.普通 4.部分 
同意 

5.完全 
同意 

滿意度
% 

1.提升學習興趣 0 

(0%) 

0 

(0%) 

6 

(6.2%) 

23 

(23.7%) 

68 

(70.1%) 
93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0 

(0%) 

0 

(0%) 

3 

(3.1%) 

24 

(24.7%) 

70 

(72.2%) 
94 

3.課程內容的理解 0 

(0%) 

0 

(0%) 

6 

(6.2%) 

22 

(22.7%) 

69 

(71.1%) 
93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

力 

0 

(0%) 

0 

(0%) 

4 

(4.1%) 

24 

(24.8%) 

69 

(71.1%) 93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0 

(0%) 

0 

(0%) 

6 

(6.2%) 

22 

(22.7%) 

69 

(71.1%) 
93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

心 

0 

(0%) 

0 

(0%) 

14 

(14.4%) 

31 

(32.0%) 

52 

(53.6%) 88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0 

(0%) 

0 

(0%) 

4 

(4.1%) 

25 

(25.8%) 

68 

(70.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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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擬學習者回饋(2人) 

A 滿意度統計 

   你認為情境模擬教學有助於： 1.非常
不同意 

2.不同
意 

3.普通 4.部分 
同意 

5.完全 
同意 

滿意度
% 

1.提升學習興趣 0 

(0%) 

0 

(0%) 

0 

(0%) 

1 

(50%) 

1 

(50%) 
90 

2.統整所學的知識與技能 0 

(0%) 

0 

(0%) 

0 

(0%) 

0 

(0%) 

2 

(100%) 
100 

3.課程內容的理解 0 

(0%) 

0 

(0%) 

0 

(0%) 

1 

(50%) 

1 

(50%) 
90 

4.增加對臨床情境的分析思考能

力 

0 

(0%) 

0 

(0%) 

0 

(0%) 

0 

(0%) 

2 

(100%) 100 

5.增加對臨床情境的處理能力 0 

(0%) 

0 

(0%) 

0 

(0%) 

0 

(0%) 

2 

(100%) 
100 

6.對未來臨床情境個案照護之信

心 

0 

(0%) 

0 

(0%) 

0 

(0%) 

1 

(50%) 

1 

(50%) 90 

7.提高學理與臨床應用之結合 0 

(0%) 

0 

(0%) 

0 

(0%) 

1 

(50%) 

1 

(5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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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準病人回饋(2人) 

A 滿意度統計 

   你認為此次情境模擬教學： 1.非常
不同意 

2.不同
意 

3.普通 4.部分 
同意 

5.完全 
同意 

滿意度
% 

1. 教師對劇本內容說明清楚合宜 0 

(0%) 

0 

(0%) 

0 

(0%) 

0 

(0%) 

2 

(100%) 
100 

2. 此劇本內容演出的難度合宜 0 

(0%) 

0 

(0%) 

0 

(0%) 

2 

(100%) 

0 

(0%) 
80 

3. 此教案演出的時間長短合宜 0 

(0%) 

0 

(0%) 

0 

(0%) 

0 

(0%) 

2 

(100%) 
100 

4. 此教案演出的環境和場地設置合

宜 

0 

(0%) 

0 

(0%) 

0 

(0%) 

1 

(50%) 

1 

(50%) 
90 

5. 過程中對模擬學習者的互動表現

滿意 

0 

(0%) 

0 

(0%) 

0 

(0%) 

2 

(100%) 

0 

(0%) 
80 

6. 過程中能了解模擬學習者提供的

處置與說明 

0 

(0%) 

0 

(0%) 

0 

(0%) 

2 

(100%) 

0 

(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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