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醫大公衛學院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外籍學生偏鄉體驗活動 

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學位學程，於 2022 年 3 月 25 日、26

日透過課程「社區衛生與基層醫療」，由林益仁、陳拓宇老師帶領學生前往新竹縣尖

石鄉原住民部落，舉辦泰雅族部落步行工作坊。期待透過步行的方式，近距離接觸泰

雅族原住民醫療、文化、農業等各大面向，觀察當地原住民部落基層醫療運作型態，

除了解新冠肺炎（COVID-19）如何衝擊基層醫療與生活，並達到國際交流的目的。 

原住民部落的人口組成特殊，且基層

醫療資源稀缺，地理環境亦有所限

制，學生於長者健康中心的參訪過程

中，深入與當地居民溝通了解現況，

認知到當地醫療資源缺乏。透過部落

長者分享得知，當地年長者若有健康

狀況，多半需仰賴其他部落駐點的醫

師，遭遇緊急狀況時則可能會因長時

間的車程而出現耽誤就醫等情形。除

提供醫療資源之協助外，當地健康中

心亦扮演著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角色，以每日共餐的形式，提供當地長者一個相互交

流的場域。【右圖：外國學生參訪當地健康中心】 

除當地醫療型態，農業的發展也牽動原住民部落世代之

間的連結。小米早期為原住民部落普遍耕作的農產品，

卻隨著時間更迭而逐漸沒落。近日由年輕一代推動的小

米復育，帶起了年輕世代及年長者之間的聯繫，年長者

回歸農田分享耕種經歷，年輕一代復興小米耕作、向外

推廣小米復育及生態觀念。 

小米在復興的同時，也帶起了部落世代傳承的鏈結，更

由內而外地活絡當地年長者的心理及身體健康。【左

圖：外國學生體驗臺灣原住民部落的農業發展歷史及小

米耕作的過程】 

全衛學程舉辦之泰雅族部落步行工作坊，帶領來自世界各國學生接觸及學習當地泰雅

族基層醫療、文化及農業。逐漸復甦的小米耕作、缺乏待興的基層醫療，希冀此次經

驗得作為外籍生於自己國家發展基層衛生時之參考。（文/公共衛生學院）【下圖：林

益仁（後排右 2）、陳拓宇老師（前排左 1）及公衛學院外國學生合影於新竹縣尖石鄉

原住民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