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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成果報告表 

（請提供受補助學年度之執行成果，篇幅以不超過 A4 四頁為原則，雙面列印） 

計畫名稱 從愛開始、從心出發 

主辦學校 高雄醫學大學 

合作學校/社區/
民間團體/縣市 

■跨教育階段別合作：合作學校－國立中山大學、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 

■與社區合作：合作社區名稱－旗津區大陳長照巷弄站、上竹

長照巷弄站 

□與民間團體合作：合作團體名稱－________ 

□與所在縣市合作：合作縣市－____________ 

已執行經費 

1.教育部補助款：108,156

元 

2.學校/縣市配合

款：60,000元 

辦理時間 
自 106 年 08 月 01 日起 
至 107 年 07 月 31 日止 

執行成果 

一、關懷生命活動-動物之家參訪活動 
(一)活動時間：107 年 3 月 24 日。 
(二)活動簡述：實際到動物之家進行參訪活動，讓參與人員能親身了解台

灣當前的動保環境與情況。 
(三)參與對象：高醫師生。 
(四)參與人數：約 20 人參加。 
二、關懷生命活動-壽山獼猴參訪 
(一)活動時間：107 年 4 月 7 日。 
(二)活動簡述：透過近距離與獼猴們互動的機會，進而了解他們的生活習

性，探討環境驟變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提升社員對於動保議題的敏感

性。 
(三)參與對象：高醫師生。 
(四)參與人數：約 6 人參加。 
三、關懷生命活動-與狗相癒講座 
(一)活動時間：107 年 4 月 9 日。 
(二)活動簡述：透過講座活動主題為療育犬的相關事項，讓活動參與者能

更加了解療癒犬的工作及狗狗的內心世界。 
(三)參與對象：高醫師生。 
(四)參與人數：約 20 人參加。 
四、關懷生命活動-鳥類急救大解密 
(一)活動時間：107 年 6 月 1 日。 
(二)活動簡述：藉由講座讓參與者了解有關於鳥類急救相關知識，包含觀

察方式、情況判斷、急救方式及救護管道，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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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對象：高醫師生。 
(四)參與人數：約 15 人參加。 
五、關懷多元性別系列活動 
(一)活動時間：106 年 11 月 23 日及 107 年 03 月 29 日。 
(二)活動簡述：辦理「我們真的平等嗎?-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讓學生了

解性別認同與性傾向弱勢族群的現況，並能透過尊重與同理，共同提

升校園中的性別友善；辦理「酷兒氣質-多元性別氣質講座」，引導學

生反思個人性別價值觀，進而能尊重不同於傳統社會期待的性別氣

質，而能對於身邊的人多予以尊重與關懷。 
(三)參與對象：本校學生。 
(四)參與人數：兩場次共 205 人次。 
六、關懷偏鄉學童-健康衛教育樂營 
(一)活動時間：107 年 1 月 22 日-107 年 1 月 24 日。 
(二)活動簡述：針對性教育、飲食均衡、失智症預防、牙齒視力保健以及

物理實驗設計高低年級不同的教材，並在每天的闖關遊戲中，學童必

須運用早上所學課程的知識進行破關。  
(三)參與對象：高醫師生及屏東縣萬巒鄉赤山國小學生 
(四)參與人數：約 108 人參加。 

品德教育微電影
簡介 

(無拍攝計畫者免填列) 

影片名稱：「高醫有愛、關懷無礙」 
透過人本精神、尊重關懷、活化生命，融入「6E」教學方式的概念，

配合本校深耕計畫主軸，以生命、家庭、校園、多元性別及社區為關懷

對象，內容除紀錄「付出關懷系列活動」之始末，並紀錄參與學生之心

路歷程、被關懷者之感受等，讓學生藉由參與、體驗，體會出人文、關

懷、生命的意涵，進而讓學生體會到只要每個人願意多一點付出，社會

必定更溫暖和諧；在付出關懷的同時，自己也能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

真諦。再透過所拍攝剪輯的影片作為品德教育宣傳品，經由校園電視牆、

校內 MOD、數位網路學園、you tube 網路平台等傳播，把愛從個人家庭

學校社區散播出去，建立有愛無礙的社會氛圍。 

自我檢核 本校品德教育活動已持續辦理多年，活動已內化至校內學生社團，並有

學生社團主動辦理相關活動，對校內品德教育風氣提升頗有幫助。 

未來改進策略 

一、提升同學參與度：於 106 學年度首次至偏鄉國小舉辦健康衛教育樂

營活動，但同學參與率不高，未來將積極結合各學院特色，開發出

更具特色品德教育活動。 
二、活動理念落實至校園：未來將繼續推動並利用學校經費持續推動，

以達品德教育正向影響之目的。 
106 學年度品德教育推動特色案例分享 

(500-2000 字為限) 
老家在屏東佳冬鄉，也是車程距離城市和大醫院頗遠的一個小鄉鎮，小時候每當過年吃壞

肚子長輩總教我們喝廟裡的符水；到田裡玩耍受傷，長輩總會說用土敷一敷吸收地氣就會好了。

現在回想起來雖然有趣卻也捏了把冷汗。台灣有許多像這樣的偏鄉，得不到正確的醫療資訊、

缺乏醫療資源，民眾也因為距離醫院遙遠而遇到疾患被動就醫。也正因這原因，今年我們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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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學校和社區服務地點時以社經地位較低，實屬偏遠地區也真的較少社會資源進入的地區，很

幸運地我們來到赤山地區，當地狀況正符合我們所想，且當地社區理事長及赤山國小校長對於

我們的前往也非常熱情且極力配合，讓我們不但受寵若驚也希望在當地扎根。 
從小在鄉下長大，隨著求學來到大城市，我深深體會台灣的醫療資源分配是一個失衡的關

係，偏鄉地區要向上求取醫療資源是困難的，甚至這聲音很難往上傳達到資源中心。因此，這

次的活動我們思考應由身在資源中心的我們直接將醫療資源帶到民眾的面前。我們透過許多管

道與不同醫師的基金會及醫療團隊合作，邀請他們一同到偏鄉服務，這次很幸運的是獲得戴嘉

言醫師的肝臟學術基金會支持，伴隨我們到赤山社區為民眾進行肝炎篩檢，且同為基金會成員

的高醫黃釧峰醫師親自前往和民眾談論肝炎相關最新醫療資訊。除此之外，這次最支持我們的

指導老師高醫陳天文醫師也加入我們將復健科的團隊帶到赤山協助民眾做體適能篩檢。在偏鄉

地區預期談論治療，不如正確的傳授民眾預防醫療的觀念，活得健康就可避免舟車勞頓前往醫

院，這正是我們這次將篩檢帶入赤山社區真正的目的，透過篩檢讓民眾知道自己上有哪些不足

是要去為自己健康努力的部分。 
台灣的偏鄉家庭組成大多都是以隔代教養居多，父母較少參與孩子們教育的部分，這也讓

我回想起在國中以前我幾乎都是跟隨阿公阿嬤和一群大小孩一起成長，我們的知識建立和健康

觀念建立都是大小孩傳小小孩，或是隨耳聽到較年長長輩口述，大多毫無根據，但也看到從小

正確觀念建立是很重要的!我一直深信每個孩子都是一顆種子，我們將正確的”預防醫療”知識

帶到偏鄉讓他們盡情吸收，而每粒種子萌芽都會長成一棵大樹，而許多大樹就會長成一片森林，

這些正確知識就會在赤山地區散播開來，如此代代相傳下去這個地方即使離醫院和市區很遠，

也無所畏懼，因為他們知道如何保持健康預防疾病，這正是我們的終極目標。因此這次我們不

但有小學健康衛教育樂營，甚至設計互動式的教學將範圍擴大至學齡前幼稚園兒童，希望未來

持續在這地區深耕幾年，赤山地區的醫療觀念能有很大的躍進。 
雖然這次不是我第一次到偏鄉服務，但第一次站在決策及領導的位置仍然發生許多疏失，

也自覺許多處事上不夠圓融的地方，但也由於大家通力合作互相包容，這次偏鄉活動才能順利

圓滿結束。一直以來期許透過這次活動能讓身為醫學生，總是站在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大家能夠

親身體驗台灣角落還有許多是我們能夠去付出能夠去幫忙的，並且也學會以謙卑的姿態去與弱

勢相處，以謙卑的心態去接納來自社會不同角落的心聲。從四天的活動，居民臉上的笑容、孩

子們悅耳的笑聲，大家從第一天的不適應到最後一天也都能邁開嘴角，想必也收穫不少! 
                                      (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二年級 林詠涵 同學)  

相關活動照片(以 6 張為限) 

  
志工體驗&動物之家參訪 鳥類急救大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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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狗相癒講座 

邀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群發展部林昱

君主任演講 

  

物理實驗課-學童自行動手體驗 學童運用所學進行闖關大地遊戲 

相關附件：■電子檔光碟(含：活動相片原始檔(500kb 以上))  □其他（請說明）           

聯 絡 人 郭添漢 聯絡電話 07-3210571 

傳真號碼 07-3217387 E-mail R041097@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