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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一、計畫緣由與目的：  
    生物心理社會取向的人性化醫療已被認為是醫療照顧中一個重要的面向，為了有
效的達到維持健康的目的，醫師必須將病患視為一個全人而加以照顧。為了培養和發

展醫師的人文社會特質，需要從根本的醫學教育著手，近年來開始對醫學教育在這方

面的缺失有了反省的聲音，也開始有相關課程的開設和訓練方案的進行。現在的醫學

生除了基礎與臨床的醫學知識和技能的訓練之外，也開始接受人文和心理社會課程的

涵養，以便其對病患實施全人照顧的醫療，並且能夠提供適當而完整的醫療照顧。 
    因此對於醫學生對醫學人文取向之醫療的態度的訓練與發展，便成為今日醫學教
育改革中重要的一環，隨著歐美改革的腳步，台灣也在2000年左右開始了全面性的醫
學教育之改革，這個以加強對醫學生人文特質之培養的重大變革，延續至今對於整個

醫學生在這個新的課程安排下，對其醫學人文相關信念與態度之發展的評估，也到了

必須要進行的時候了。國外已開始針對醫學生進行了長期性的追蹤性研究，其中部份

研究發現1‐6，醫學生的對社會人文關懷與正向的價值觀，也同樣的會隨著年級的增長，

或是接觸的醫學專業愈多，而日益遞減。一些慣時性的研究建議對某些群體，如老人
1‐2和貧窮3‐4的病患，醫學生們的正面態度會因在醫學院的時間愈多而愈來愈少，Griffith 
和Wilson 所進行的研究中也發現，醫學生在學習成為醫師的過程中，學生的理想性會
隨著投入專業領域愈深而愈低5‐6。 

因此本研究計劃在過去既有研究的基礎上，針對已接受了四年醫學人文與基礎醫

學教育，正要開始接觸臨床醫學專業訓練的醫學系五年級學生們進行第四次的追蹤調

查，並比較其接受了兩年的醫學人文課程之訓練後，又再受到兩年基礎醫學的薰陶之

下，找出在其醫學人文取向醫療態度的變化情形。而今這群醫學生即將開始五年級的

臨床醫學訓練，隨著身處於醫療專業的時間愈來愈多，是否對於其以醫學人文為取向

之醫療態度，會有更劇烈的影響，是非常需要加以研究瞭解的，加上當前本土的文獻，

並無任何相關的實證研究資料，因此本研究的施行就有其必要性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一以96學年度醫學系五年級學生為對象的長期追蹤調查，這群醫學生

是自  92 學年度入學之所有醫學系大一新生開始追蹤之研究，資料蒐集的方法，主
要採行受訪者自填式之問卷調查。先前的問卷調查從  2003 年第一學期開始，至 

2005 年為止共歷時三年，一共進行了連續三年三次的問卷調查。本年度之研究主
要是進行第四波的追蹤調查，依照先前的方式，透過對這些即將進入第五年醫學生

涯之固定樣本的追蹤研究，在其接受醫學基礎課程學習之後，和進入臨床醫學的實

務訓練之初，在醫學人文取向和態度上的發展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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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圖一至圖四是醫學系學生從一年級到五年級之間，在四個時間點的上，其醫學人文

之測量之變化狀況，這四個醫學人文的測量，除了對照顧取向之醫實施中，二年級的

醫學生在升上三年級之時有小幅度的上升之外，基本上都是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因

為這四個測量的題數不同（以病人為中心有18題、同理心20題、照顧取向17題、社會

心理取向7題），因此其原始之平均分數高低差異非常大。為了進一步比較此四個測量

的變化，因此將其平均數除以題數，除了照顧取向的測量，因其選項有7項，故平均分

數會較高之外，其餘三項測量之問題選項都僅有四項，所以其平均分數便較能進行比

較，結果如圖五所示，基本上同理心的分數是高於以病人為中心和社會心理取向之醫

療的，如果照顧取向加以標準化的話，應該和後兩項的分數較接近。 

表一中所顯示的是固定樣本在第一年和第五年之測量差異的顯著性檢定，在經過成

對樣本的t檢定(paired t-test)之後，結果發現不管是男同學或是女同學，以及全體同

學，在這四年之間其在四個測量的分數上，皆呈現非常顯著的下降。特別是女同學，

其差異的平均值，是比其男性同學分數的差異更大。 

表二是以病人為中心、同理心、照顧取向和社會心理取向四類醫學人文取向從一年

級到五年級之相關分析，整體上來說，這四個測量，其各自在四年之間的相關程度，

都是相當穩定的，最高在.5以上，而最低也在.28左右。而不同測量之間也都有著不錯
的相關程度，除了第三人手的同理心和第四年的照顧取向之外，都在統計上是顯著的。

這也代表這四個測量之間，彼此都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因此可以說是測量了類似的概

念，也就是醫學人文取向之醫療的概念。 

   總而言之，從以上的分析結果，都顯示出學生從一年級入學時，其對醫學人文取
向之醫療，有最正面的看法，但是隨著時間的增加，以及隨著接觸的醫療專業愈多，

則其背離了醫學人文取向的醫療則愈多，這樣的現象和國外的研究是相類似的。未來

我們需要針對這些，進行更深入與精確的比較分析，才可能探尋出相關的可能因素。

此外就是進行下一階段之追蹤研究是另一個的重點，在經過五、六年級的見習階段後，

要開始其真正專業生涯的實習醫師階段，可能是另一個重要的觀察點，建議未來應該

針對實習醫師，同樣地進行追蹤調查，以完整的探查從醫學生到專業醫師階段，其對

醫學人文取向醫療之態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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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在本年的執行成效上，完成了既定的工作目標：以之前的三年研究成果為依
據，進一步來追蹤訪問醫學系  92 學年度入學的一年級所有新生，在取得醫學生在正

式接觸醫學人文課程之前，其原本所具有之醫學人文態度的相關資訊之後，藉以比較

其之後在醫學院校接受相關人文課程的學習，以及基礎醫學科目的薰陶之後，其在醫

學人文態度與價值觀方面之發展與變化。基本上今年的成果，亦達到了原先所設定的

目標，所得之研究成果發現了醫學生，在不同的醫學人文取向上，大致上呈現明顯下

滑的趨勢，然而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因此建議未來應再進行更長期和更深入的追蹤

研究，以確實掌握醫學生們，在醫學人文取向之態度與看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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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以病人為中心的平均數變化 

 

 

 

圖二、同理心的平均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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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照顧取向之醫療實施的平均數變化 

 

 

 

圖四、以社會心理取向之醫療實施的平均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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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四個測量之平均數變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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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以病人為中心、同理心、照顧取向和社會心理取向四類醫學人文取向一年級與五

年級差異之平均數比較 

    全部    男生    女生   

  平均  t值  平均  t值  平均  t值  

病人中心  -1.97  -7.47**  -1.81  -5.91**  -2.33  -4.58**  

同理心  -4.14  -12.65**  -4.07  -10.08**  -4.31  -7.90**  

照顧取向  -2.37  -5.81**  -2.14  -4.22**  -2.90  -4.36**  

社會心理  -1.23  -10.54**  -1.13  -8.30**  -1.46  -6.55**  

** p<.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