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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德 醫 護 管 理 專 科 學  

113年 度 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112學年度二學期 

一 分項計畫：分項12_12.2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一 活動主題：醫務管理實務 

二 活動地點：電腦教室 C 

三 活動目的：讓學生了解醫療器材在醫務管理上的應用。 

四 活動內容： 

日期 課題 大綱 

5/14 醫材輔具介紹 輔具介紹-身障人士與高齡族群之生活與行動輔具介紹與說明。 

醫材法規-國內與國際法規 

如何設計-淺談產品設計發想與設計說明。 

未來趨勢-未來需求與科技新產品。 

5/21 無障礙設備介紹 無障礙設備設計-目前國內與國際間設備介紹。 

5/28 多段式手調復健手

復健系統設計 

復健手設計-含結構設計、電控設計、人因設計、資通訊設計、

AI設計。 

復健手體驗-實際讓學生體驗與操作。 

6/4 行動輔具設計應用 爬梯機設計-含結構設計、電控設計、人因設計。 

爬梯機體驗-實際讓學生體驗與操作。 

五 活動花絮： 

執行單位：人工智慧暨醫療應用科 活動日期：113年5月14日 

參加人數：18 對應 SDGs 指標：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3年5月14日 

照片說明：醫材輔具介紹 

拍照日期：113年5月14日 

照片說明：醫材輔具介紹 

  
拍照日期：113年5月14日 

照片說明：醫材輔具介紹 

拍照日期：113年5月14日 

照片說明：醫材輔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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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人工智慧暨醫療應用科 活動日期：113年5月21日 

參加人數：16 對應 SDGs 指標：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3年5月21日 

照片說明：無障礙設備介紹 

拍照日期：113年5月21日 

照片說明：無障礙設備介紹 

  
拍照日期：11113年5月21日 

照片說明：無障礙設備介紹 

拍照日期：113年5月21日 

照片說明：無障礙設備介紹 

 

執行單位：人工智慧暨醫療應用科 活動日期：113年5月28日 

參加人數：18 對應 SDGs 指標：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3年5月28日 

照片說明：復健手操作 

拍照日期：113年5月28日 

照片說明：復健手操作 

  
拍照日期：113年5月28日 拍照日期：113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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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復健手操作 照片說明：復健手操作 

 

執行單位：人工智慧暨醫療應用科 活動日期：113年6月04日 

參加人數：16 對應 SDGs 指標： 

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3年6月04日 

照片說明：解說爬梯機 

拍照日期：113年6月04日 

照片說明：同學操作爬梯機 

  
拍照日期：113年6月04日 

照片說明：業師操作爬梯機 

拍照日期：113年6月04日 

照片說明：解說爬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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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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項至少選填二項，5及6項務必填寫)：（格式：字體12，固定行高18點） 

1.本活動對於學生之學習及專業實務能力成效提升之策略描述及具體成果：初期，學生

可能會對新增的三位業界講師感到不適應。這些講師首先會解說產業狀況，接著詳細說

明產品開發流程。不僅如此，老師還希望每位同學能實際操作，並提出改進的想法，以

提升學習成效。 

2.本活動與課程連結或相關性之描述及具體成果：業界講師提供的專業資訊，不僅讓我

們獲得更多新知，還激發了同學們的積極性，雙師協同教學不僅讓教學時間更充裕，還

讓我們學到更多內容。講師有效引導學生發言和提問，並在實作中遇到問題時，提供了

多種建議和改進方法，幫助學生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3.本活動對於教師專業的啟發與成長之描述及具體成果：對於教師而言，此活動能幫助

了解產業狀況及輔具資訊管理的現狀。我們經常需要與不同專業的醫護人員、管理人員

以及患者家屬進行溝通和協作，這種經驗啟發了我對知識和資訊共享的重要性的認識。

作為一位教師，我可以將自己在醫療管理領域中所學到的知識和經驗分享給學生，幫助

他們更好地理解和應用相關的理論和實踐。 

4.結合學校教研能量及社會資源，促進在地永續發展之作法及成效：我們結合學校的教

研能量與社會資源，通過與地方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合作，開展了多項針對在地永續發展

的專題研究和實踐活動。這些活動包括社區健康調查、環境保護宣傳和可持續發展課程

的開設等。 

5.本活動執行成效與亮點：活動的執行達到了預期目標，學生的專業知識和實務能力得

到了顯著提升。通過業界講師的引導，學生能夠更好地將理論與實踐結合，提升了他們

的綜合素質。 

6.活動執行檢討與未來精進：在活動執行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在初期對於新模式的適

應需要時間，部分同學在實作過程中遇到了困難。這說明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初期的指

導和支持，並且在活動設計上需要更多考慮學生的個別差異。 

※量化分析，不可僅寫滿意度調查結果： 

*參與人數：16 *學習及能力提升人數：16 取得證照張數：0 

*可融入的課程數：1 課程名稱：醫務管理實務 

產出作品 
件數：0 

產出教案 
件數：0 

作品名稱：0 教案名稱：0 

與校外單位合作數：1 合作單位名稱：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其他量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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