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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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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說
明 

1、西方近代醫學發展之前，為求生存，各族群以不同方式詮釋疾病，

並且演化各式各樣的預防與治療行為。 

2、疾病與人存在共生的特殊現象，容易出現饒具區域性的醫療行

為。從觀察族群面對疾病的處理態度，可以顯示該區文化特色，與

常民普遍的觀念。而觀念的養成非一蹴可幾，對於生命的禁忌與期

待，常透過制約的儀式，雜揉為該區的精神指標，形成牢不可破的

傳統。 

3、醫療是維護生命表徵的利器，文化是承繼生命尊嚴的歸所。本課

程設計目的，希望藉由宗教、民俗、常民生活等現象觀察，說明文

化中存在的醫療輔助行為。期望在醫學科技延續生命的同時，展現

共多的人文關懷與尊重。 

教
學
目
標 

1、多面向授課教學，說明文化中可能隱藏的醫療行為。 

2、透過校外參訪保安宮、行天宮等處，觀察大眾的宗教祈求內容，

實地參與瞭解常民的疾病態度。 

3、以學生自身的家庭親戚為觀察對象，藉由訪談疾病處理經驗，產

生對話與省思。 

4、科技為醫療帶來新的演繹，在壽命延續同時，學習尊重他人，協

助他人活出尊嚴，將是醫療與文化課題中，最重要的目的。 
本課程以增能通識三大核心能力為教學目標：溝通、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30%、人文素養的能力 40%、尊重他人及多元文化欣賞的能力 30%。 

教
學
方
式 

1、自編授課講義，以期符合課程教學目標。 

2、透過校外教學實地採訪，製作專題討論 

3、製造情境教學，讓學生親身參與其中，達到共鳴效果 

4、訪談家庭親友疾病處理經驗，製造話題 

評
分
標
準 

1、參與課程小組討論50%：  

出席20%，討論30%  

2、參與課程設計活動50%：  

分組作業30%、作業心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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