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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一年期研究計畫，旨在研發適合國內護理人員學習需求之「護病
性溝通線上課程: e世代性福天使課程」，運用SPOC創新教學，結合
有效教學策略與數位化優勢的混成式線上課程，以改善因工作負荷
大、時間受限而欠缺性健康繼續教育機會的護理人員，能擁有護病
性溝通的學習機會，進而改善不敢與病人談性的問題。為使課程能
符合國內護理人員學習需求，以提高本研究方案之可行性與適切性
，本研究運用ADDIE教學設計模式為課程系統發展架構，先行學習需
求評估研究，再根據評估結果發展課程。
    研究如期完成建構了具性別敏感度之「護病性溝通與課程架構
」，並根據課程架構完成「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 (e世代性福天使課
程)」之課程開發；包含五個單元「線上課程(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與搭配二小時「實體課室活動(off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兩部分，課程導入MOOCs/SPOC線上教學系統，並建置在
中華教育開放平台(https:// www.openedu.tw/ ) 。本研究研發之
「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為台灣護理界首次以SPOC為基礎的混成式
教學課程，所研發之教學模式係運用有效教育理論與策略進行系統
性研發，將可提供護理人員於臨床執行性健康指導的參考，課程與
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課程銜接，將利於護理人員在職教育之數位化優
勢發展。

中文關鍵詞： 性教育，護病溝通，性溝通，護理教育

英 文 摘 要 ： This one-year study developed a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 for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about sex (SPOC-Sex)
that integrates effectiv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and e-
learning methods to meet the Taiwanese nurse’s learning
needs. The research team constructed the course for
hospital nurses following the commonly used ADDIE model
(Dick, Carey, & Carey, 2004).
This study was completed on schedule. At this year, the
SPOC-based 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platform was
developed (Nightingale in Gen-sEx)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framework; it includes five module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wo hours of off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is using MOOCs/SPOCs online teaching system and
constructs on Chinese Open Education platform.
This project is the first SPOC-based blended teaching
program in Taiwan's nursing community. The proposed course
offers a new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nurse sexual health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patient interactions and may help
establish a model for sex education in nurs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aiwan for the future.

英文關鍵詞： sex education,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SP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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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一年期研究計畫，旨在研發適合國內護理人員學習需求之「護病性溝

通線上課程: e 世代性福天使課程」，運用 SPOC 創新教學，結合有效教學策

略與數位化優勢的混成式線上課程，以改善因工作負荷大、時間受限而欠缺

性健康繼續教育機會的護理人員，能擁有護病性溝通的學習機會，進而改善

不敢與病人談性的問題。為使課程能符合國內護理人員學習需求，以提高本

研究方案之可行性與適切性，本研究運用 ADDIE 教學設計模式為課程系統發

展架構，先行學習需求評估研究，再根據評估結果發展課程。 

    研究如期完成建構了具性別敏感度之「護病性溝通與課程架構」，並根

據課程架構完成「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 (e 世代性福天使課程)」之課程開

發；包含五個單元「線上課程(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與搭配二小時

「實體課室活動(off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兩部分，課程導入

MOOCs/SPOC 線上教學系統，並建置在中華教育開放平台(https:// 

www.openedu.tw/ ) 。本研究研發之「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為台灣護理界首

次以 SPOC 為基礎的混成式教學課程，所研發之教學模式係運用有效教育理

論與策略進行系統性研發，將可提供護理人員於臨床執行性健康指導的參

考，課程與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課程銜接，將利於護理人員在職教育之數位化

優勢發展。 

 

 

 

關鍵字: 性教育，護病溝通，性溝通，護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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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 for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about sex 

 

Abstract 

This one-year study developed a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 for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about sex (SPOC-Sex) that integrates effectiv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and e-learning methods to meet the Taiwanese nurse’s learning needs. 

The research team constructed the course for hospital nurses following the 

commonly used ADDIE model (Dick, Carey, & Carey, 2004).  

This study was completed on schedule. At this year, the SPOC-based 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platform was developed (Nightingale in Gen-sEx)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framework; it includes five module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wo hours of off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hich is using MOOCs/SPOCs 

online teaching system and constructs on Chinese Open Education platform. 

This project is the first SPOC-based blended teaching program in Taiwan's nursing 

community. The proposed course offers a new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nurse 

sexual health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patient interactions and may help establish a 

model for sex education in nurs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aiwan for the future.  

 

Key word: sex education,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SP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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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關研究發現，國內九成以上護理人員未曾提供病人性健康相關指導或

照顧 (吳，2011；黃，2011)，探討護理人員未能與病人談性的原因，包括自

覺性知識或專業素養不足、缺乏時間、缺乏安靜的隱私空間、與患者討論性

議題時感到困窘、擔心侵犯患者的隱私、缺乏處理性健康的經驗、缺乏性諮

詢相關知識、缺乏在職教育訓練與不知如何開口等(吳，2011；蔡等，2005；

Hautamaki et al., 2007; Tsai, 2004)。雖有一些教育訓練模式用來教導護理人員

在各專科提供病人性健康指導，介入成效也能提升護理人員在性健康照護上

的信心(Katz 2005b; Krebs 2006; Martinez 2007; Mick et al. 2004)，甚至改善性

健康照護技巧(Gianotten et al. 2006; Katz 2005b; Mick 2007)，然而，卻一直對

於護理人員避免與病人談性的問題無法解決，這使得病人無法接受到他們所

需的性健康指導(McCann 2010; Quinn, & Happell, 2012)。 

    相關研究指出，讓病人取得性健康指導的契機，在於讓護理人員能與病

人開口談性，病人不一定需要護理人員是一位性健康專家，而是能提供病人

一個談性的機會，自在的與病人談性、進行性健康評估(Dizon, Suzin, & 

McIlvenna, 2014)。因此，護理人員需要接受有效的護病性溝通訓練，並能在

有限的繼續教育機會及工作時間上，學習護病性溝通的態度與技能。傳統面

授課程與工作坊是訓練護病性溝通有效的訓練模式(Hegarty, Jefford, White, & 

Sutherland, 2009 ; Rosen, Kountz, Post‐Zwicker, Leiblum, & Wiegel, 2006)，而

其中以問題為導向或情境模擬教學策略為介入主要策略(Kim & Shin, 2016)，

也是過去廣為臨床護理人員在職教育的教學方法，但因為臨床護理人員在臨

床工作人力緊縮、學習時間受限，這些教學方式需要耗費較多時間、人力與

金錢(Coverdale, Balon, & Roberts, 2011；Bloomfield & Jones, 2013)。 

    因此，如何善用這些教學策略，卻能以經濟有效的方式讓護理人員學習

護護病性溝通，便非常重要。當前，台灣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線上課程也沒有

提供護病性溝通或性健康教育的課程，考量當前專業資訊快速成長， e 世代

護理生力軍的加入，需要藉由這些創新與資訊整合，引起學習興趣，並提供

可近性與彈性的學習機會，需要研發結合有效性溝通教學策略與數位化線上

優勢的護病性溝通課程，以提升護理人員在護病性溝通的態度與技能。故本

計畫旨在研發具適合國內護理人員學習需求之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以改善

因工作負荷大、時間受限而欠缺性健康繼續教育機會的護理人員，能擁有護

病性溝通的學習機會，改善不敢與病人談性的問題。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旨在研發適合國內護理人員學習需求之「護病性溝通線上課

程: e 世代性福天使課程」，運用 SPOC 創新教學，結合有效教學策略與數位

化優勢的混成式線上課程，以改善因工作負荷大、時間受限而欠缺性健康繼

續教育機會的護理人員，能擁有護病性溝通的學習機會，進而改善不敢與病

人談性的問題。 

 

文獻探討 

一、 病人性健康照護需求與護病性溝通 

    性(sexual)存在於人類整個生命週期中，遠遠超過生殖生理與性活動所涉

及的範圍 (WHO, 2006)。而全人的性(Sexuality)包含了個體關於性別、性別

認同、性角色、性傾向、情慾、性歡愉、依附關係、親密關係與生殖等多種

不同的面向所組成(Wellings et al.,2012；WHO, 2012)，故性健康著實影響人

類生命的各個層面 (Sanchez Varela et al., 2013；WHO, 2006)。 

    疾病或治療所引起之合併症經由直接、間接與醫源性等三種方式對性健

康造成衝擊，影響患者的性功能或性生活品質(Verschuren, Enzlin, Dijkstra, 

Geertzen, & Dekker, 2010)。研究也顯示性影響生活品質，而生活品質又與癌

者的存活有關(Ashing-Giwa, 2010)，這也說明了，護理人員應主動提供性健

康訊息給病人，並列入整體照護的例行工作中(McKee & Schover, 2001；

Ussher, Perz, Gilbert, Wong, Mason, Hobbs, & Kirsten, 2013)，然而，這些病人

的性健康需求或問題，卻很少在臨床上被提起(Quinn, Happell, & Browne, 

2011)。護理人員對於性健康照顧的態度雖傾向於正向，也了解疾病對病人性

健康的影響應該被關照( Lindau, Surawska, Paice, & Baron, 2011; Stead, Brown, 

Fallowfield, & Selby, 2003)，但護理人員卻很少與病人談性或提供性健康評估

(Ayaz, 2013)。國內相關研究調查也發現，有九成以上護理人員未曾提供病人

性健康相關指導或照顧 (吳，2011；黃，2011)，對於性健康衝擊極大的婦科

癌症病人，也只有不到三成病人接受過性健康衛教(李等，2013)。 

    探討護理人員未能與病人談性或提供性健康照護的原因，包括自覺性知

識或專業素養不足、缺乏時間、缺乏安靜的隱私空間、與患者討論性議題時

感到困窘、擔心侵犯患者的隱私、缺乏處理性健康的經驗、缺乏性諮詢相關

知識、缺乏在職教育訓練、不知道何時及該如何開口、擔心受到同事的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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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吳，2011；蔡等，2005；Hautamaki et al., 2007; Lavin, 2006; Stead,2003 ; 

Rasmusson, 2008; Tsai, 2004)。雖有不少教育訓練模式用來協助護理人員在各

專科領域如何與病人談性，介入成效也能提升護理人員在性健康照護上的信

心(Katz 2005b; Krebs 2006; Martinez 2007; Mick et al. 2004)，甚至改善性健康

照護的技巧(Gianotten et al. 2006; Katz 2005b; Mick 2007),然而，卻一直對於護

理人員避免與病人談性的問題無法解決，這使得病人無法接受到他們所需的

性健康指導(McCann 2010；Quinn, & Happell, 2012)。 

    根據主持人研究文獻與臨床實際狀況比對，讓病人取得性健康指導的契

機，在於讓護理人員能與病人開口談性，病人不需要護理人員是一位性健康

專家，只要護理人員能提供病人一個談性的機會，自在的與病人談性、進行

性健康評估(Dizon, Suzin, & McIlvenna, 2014)，這便是病人性問題解決的契

機。因此，護理人員需要接受簡單而有效的護病性溝通訓練策略，並能在有

限的繼續教育機會及工作時間上，以經濟有效的方式學習護病性溝通。 

二、 促進護病性溝通之有效教學策略與教育介入理論 

     當前有關促進護病性溝通教學之相關研究較欠缺，傳統面授課程與工

作坊是訓練臨床醫病性溝通較有效的訓練模式，能減少護理人員談性的阻

礙、增加談性的自信、增加與患者討論性問題的次數(Hordern, Grainger, 

Hegarty, Jefford, White, & Sutherland, 2009)，而其所運用之教學策略以「問題

為導向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Chan, 2012; Tavakol & 

Reicherter, 2003)及情境模擬教學策略(Kim & Shin, 2016)為主，而角色模範

(role modeling)，則能有效的將護理實務與行為的知識進行轉換(Nelms, Jones 

& Gray，1993)，因此，此三種教學策略在過去是臨床護理人員在職教育常見

而被肯定的教學方法，其中，又以情境模擬教學策略之成效倍受矚目。 

     「跨理論模式（The Trantheoretical Model; TTM）」（Prochaska, 

Redding & Evers, 1997）針對不同學習階段之學員提供合適的教育介入策

略，以促進教學互動之層次與採行健康性行為之動機。此理論之介入理念，

正與網路學習(WBL)的課程設計理念相呼應，網路學習正是讓學習者依照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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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力、偏好與需求選擇自己想要的課程、學習形式、內容、順序，乃至學

習發生的時間與地點，已達較佳的學習果效。因此，本研究將採用「跨理論

模式」做為教育介入理論基礎，並依據主持人運用跨理論模式為基礎研發之

「互動式性健康教育方案(Interactive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me; 

ISHEP)」(Lee & Tsai, 2011)為本研究線上課程設計之參考基模。而為發展教

學媒體，強化教材之訊息設計理念基礎，則運用健康傳播理論中「說服傳播

理論」於健康媒體之訊息內容、結構與型態發展策略與說服策略之依據，並

以 MaGuire 的 Input/ Output Matrix 為設計媒體訊息策略的依據與預期目標訂

定的參考。 

    綜合以上促進護病性溝通之有效教學策略與教育介入理論，考量當前護

理專業臨床工作人力緊縮與學習時間受限的景況，合適的護病性溝通教學策

略，須善用情境模擬及問題導向學習理論，導入滿足護理人人員彈性學習時

間與需求的網路學習課程，而網路學習種種特性與設計理論，大多以建構主

義及和其概念緊密相連的相關理論 (如問題導向學習理論、情境教學理論

等)，因此，藉由網路學習設計融合前述傳統教學策略，導入臨床護理性健康

繼續教育，是極為適合做為發展線上護病性溝通課程之教育介入基礎模式。 

    因此，本研究欲意研發「線上學習為主，課室面授為輔」之護病性溝通課

程，非常適合以「小規模限制性線上課程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來做為課程研發與組合的模式。研究之教育介入理論以跨理論模式(TTM)為基

礎，以該理論研發之「互動式性健康教育方案 (Interactive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me; ISHEP)」(Lee & Tsai, 2011)為本研究線上課程設計之參

考基模，透過行為階段診斷，呈現其學習準備度，揭示其個別性學習需求，提供

適合各階段的教育策略，設計不同學習路徑，滿足不同護理人員學習需求。 

三、 小規模限制性線上課程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簡介 

    本研究欲意研發「線上學習為主，課室面授為輔」之護病性溝通課程，

非常適合以「小規模限制性線上課程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

來做為課程研發與組合的模式。而 SPOC 實由「磨課師 (Massiv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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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Courses; MOOCs)」衍生而來，是一種藉以提高課程完課率、可彈性

混合課室面授的線上課程。在各種數位化學習資源種類中，「磨課師 

(MOOCs)」擁有讓廣大群眾取得學習資源、使課程趨向實用化、精熟學習的

特色，並擁有以問題解決導向引發學習動機、評量形式與合作學習活動多元

化以及善用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等特性。隨著 MOOCs 近年來風潮席捲全

球，教育部也積極推動磨課師計畫，成為台灣未來數位學習發展的一個方

向。 MOOCs 在本質上，是一個有組織的課程活動，學習者被要求在一個有

限的時間週期內完成課程（Spector，2014），所有教材和 MOOCs 內的互動

通常都是在線上完成（Riel＆Lawless，2017）。自 2011 年第一個 MOOCs 出

現以來，過去五年的研究中已經證明了 MOOCs 許多的教學成效（Riel＆

Lawless，2017）。在台灣，MOOCs 於 2013 年開始引入高等教育和企業培訓

領域，台灣教育部（MOE）也從 2013 年 2 月開始製定和推廣高等教育

MOOCs 的四年計劃（MOE，2013）。之後，國內成立了五個主要的

MOOCS 平台供應商，包括「中華開放教育平台(OpenEdu)」、Sharecourse、

ewant、TaiwanLIFE，和 ProEra，目前已經提供了 152 個大學上的 MOOCs

（陳，2015）。 而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是由 MOOCs 衍生

的一種小規模限制性的線上課程形式，相對於 MOOCs 課程對全球學生的大

量性及開放性，SPOC 課程為小型、名額限制與非公開課程，此授課形式，

教師較能掌握學生的學習過程，也較能提升師生的互動體驗。此學習模式，

非常適合護病性溝通教學之設計，既可讓護理人員以線上方式學習有效的性

溝通技巧，又可結合少時數的課室教學(混成式教學)，達成經濟有效的教學

效果。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以系統化教學模式 ADDIE 教學設計模式之五個階段於分析

（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Implementation）

及評量(Evaluation)( Dick, Carey & Carey, 2004)，作為護病性溝通課程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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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本年度研究計畫為 ADDIE 教學設計模式之發展階段，進行「護病性溝

通線上課程 (e 世代性福天使課程)」之課程開發。根據先前研究教學設計模式

之分析結果，研擬出理想的護病性溝通課程模式為混成式課程:「線上學習為

主，課室面授為輔」(李等，2019)，故以「小規模私人性線上課程 (SPOC;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做為課程研發與組合的模式，包含五個單元「線上課

程(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與搭配二小時「實體課室活動(off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兩部分。根據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架構，進行護病性溝通案例

編撰、單元教材、教學影片製作與學習管理平台建置，以及實體課室教學前驅

測試。擬定具性別敏感度之「護病性溝通課程架構」，並經專家效度確認其合

適性，再依據課程架構編擬教材，最後導入「MOOCs/ SPOC 線上教學系統」， 

該系統擬建置在中華教育開放平台( https:/ /www. openedu.tw/)。 

  (一)平台系統建置  

    本系統與課程內容設計旨在提供護理人員一個主動式的「護病性溝通學習

管理平台」，並依學員不同學習階段、基本屬性，以提供群組化的性健康指導

資訊，有別於被動式的上網查詢資料服務型態，並運用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 等)透過電子郵件、簡訊、或是網路即時訊息等方式，傳送叮嚀個人

學習提醒事宜。系統也整合相關性健康資訊重要網站連結，期使學員能方便找

尋所需專業而正確之性健康資訊及資源。 

    本系統主項目擬包含自我檢測、課程內容瀏覽、性健康教育資訊、線上諮

詢討論系統、自動提醒系統、學習進度與狀態等功能，以期達到主動式學習目

的 (有關系統技術內容、功能介紹、與介面設計(詳見附錄二)。 

  (二) 教案與教學影片製作 

根據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各單元學習目標，進行護病性溝通課程教材與

實務情境案例編撰，設計每一教學單元之腳本設計，再根據腳本設計製作教學

內容、研發動畫教材與教學影片製作。 

  (三)課室活動設計 

    由於自我揭露技巧，目前仍較難以網路平台學習產生足夠的學習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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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運用課室模式進行，因此，混成式教學中 2 小時「實體面授課程」設計

之研擬，乃針對促進醫護人員性溝通技巧之「性減敏課程」，運用有效教學

策略「自我揭露」，促進醫護人員於護病性溝通時之自信與技能。基於護理

人員學習時間極為有限，考量本研究課程設計於未來臨床實務推廣之可行

性，因此，根據第一年學習需求評估結果擬定之護病性溝通課程模式(李等，

2020)，其中所提出的課程建議要點(見表一)，課室活動時間安排為每次一小

時，共二次(二小時)。故二小時之課室活動包含分次進行的「學習前導」與

「性減敏教學活動」。 

         

表一  「護病性溝通」課程建議要點 

項目 要點 

課程形式 1. 課程形式需具備「省時有效」、「時間與選課具彈性」、 「資

源檢索性」且「具認證性」的特質。 

2. 以「混成式課程方式」為優: 以「網路課程為主」、「實體

面授課程為輔」，先網路學習，再進行課室教學。 

3. 透過課室互動，學習觀摩談性的技巧 

課程內容 1. 「線上課程」五個單元，每單元以 10-15 分鐘為宜，與搭

配 2 小時「實體面授課程」（第六單元）兩部分。 

2. 課程內容重點是「如何與病人談性及提供性諮商」，而

不只是現階段在職教育課程中的「性騷擾、兩性平

權」。 

3. 課程單元應包含「性健康資源的轉介技巧」 、「如何與

病人性溝通的技巧」、「性健康的意義與重要性:性的好

處」。 

課時時間 網路課程學習影片總長宜在 2 小時以內（分次完成），課室教

學宜在 2 小時以內完成． 

課程認證 課程應提供繼續教育積分(線上五個單元應抵兩個積分，面授

課程兩小時可抵兩個積分)，以提高學員對課程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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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本一年期研究旨在建置「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 e 世代性福天使課

程」，研究已如期完成建構了具性別敏感度之「護病性溝通與課程架

構」，並根據課程架構完成「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 (e 世代性福天使課

程)」之課程開發；包含五個單元「線上課程(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與搭配二小時「實體課室活動(off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兩

部分，根據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架構，進行護病性溝通案例腳本編撰、單

元教材、教學影片製作以及課程 logo 設計(見圖一)，課程導入

MOOCs/SPOC 線上教學系統，建置在中華教育開放平台(https:// 

www.openedu.tw/ ) ，並完成實體課室部分之教學前驅測試。茲將研究結

果分述如下: 

 

                    圖一 課程 logo 

 

一、 護病性溝通案例編撰與課程教材製作 

根據課程架構擬定每一單元本之學習概念，根據學習概念，進行教材製

作。為能有效製作教學影片，主持人發起與組織教學影片製作團隊，包

括腳本撰寫、影片導演、攝影師、教材設計、剪輯與後製人員等，並定

期開會討論、檢討與修正影片，以確保教學影片品質。課程以多種方式

呈現教材內容，以「護病性溝通情境模擬短片」(見圖二)，讓學習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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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模擬中，學習與體認護病性溝通情境與技巧，並將艱澀難懂之性知

識以「動畫影片」呈現(見圖三)，以提高學習興趣與成效。每一個學習

單元前後，搭配測驗，並提供即時分數與獎勵回饋，以鼓勵其學習參與

之持續性。研究依據上述教育策略，配合網際網路之互動及自我選擇之

特性，設計出網頁介入流程。使用者之基本資料建檔處理後，進行階段

測驗，並在設計中配合其階段策略，引導其接受適當的教育課程，以達

其最大果效。我們亦邀請兩位資訊科技管理的教師，參與建置開發數位

互動式平台與數位教材及動畫製作。 

  

圖二、護病溝通情境模擬短片示例 圖三、 以動畫影片解釋性學知識示例 

 

 

圖四、 課程推廣宣傳預告片與 QR code 

 

二、 護病性溝通學習管理平台建置 

    目前已將本課程(e 世代性福天使)建置於中華開放教育平台(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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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習平台為一主動式的學習管理平台，並依學員不同學習階段、基本屬性，

以提供群組化的性健康指導資訊，有別於被動式的上網查詢資料服務型態，並

運用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等)透過電子郵件、簡訊、或是網路即時

訊息等方式，傳送叮嚀個人學習提醒事宜。系統也整合相關性健康資訊重要網

站連結，期使學員能方便找尋所需專業而正確之性健康資訊及資源。本系統主

項目包含個人基本資料、自我檢測、課程內容瀏覽、性健康教育資訊、線上諮

詢討論系統、自動提醒系統、學習進度與狀態等功能，以期達到主動式學習目

的。本方案完成課程預告片拍攝，並於平台進行推廣與宣傳(圖四)，利於護理

人員取得護病性溝通課程資訊。 

 

三、 「實體面授課程」研擬與前驅測試 

    針對實體面授課程「性減敏課程」進行教學介入成效之前驅測試。課室活

動時間安排為二小時。安排於學員完成線上系統課程五個單元後(線上學習一

個月後)，提供「性減敏」教學活動，以促進性溝通技巧之「自我揭露」與「營

造安全的學習氛圍」策略，促成護理人員對性減除敏感，增進其護病性溝通之

自在，透過課室面授，強化教師於性溝通之角色典範作用，補強線上課程有限

的師生互動可能帶來教學指引與鷹架受限的問題。為測試實體面授課程之初步

成效，以「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方便取樣北部某一大學護理研究所選修「人

類性學課程」之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n=10)，提供其一小時「自我揭露」之性

減敏實體面授課程。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揭露策略之介入對參與學員在減輕護

病「性溝通障礙」(p＜.001)、促進「護病性溝通態度」(p＜.001)與增加「與病

人談性的頻率」(p＜.001)皆有進步成效，且達顯著差異(李等，2018)。由「實

體面授課程」前驅測試，可見其教學初步介入有其效果，宜再進一步以實驗性

設計驗證其介入成效。 

    研究也將持續進行「運用 SPOC 創新教學於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之研

發與測試」第三年的計畫，在中華開放教育平台推廣、於臨床實施，運用

嚴謹實驗設計驗證其介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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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研究如期完成「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 (e 世代性福天使課程)」之課程

開發；包含五個單元「線上課程(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與搭配二小時

「實體課室活動(off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兩部分，課程導入

MOOCs/SPOC 線上教學系統，並建置在中華教育開放平台(https:// 

www.openedu.tw/ ) 。本研究研發之課程為台灣護理界首次研發之以 SPOC 為

基礎的混合式線上教學課程，且植基於需求評估之基礎，是一套適用於我國

護理人員之護病性溝通訓練課程與教材，不但具備性別敏感度之實證教材，

所研發之教學模式係運用有效教育理論與策略進行系統性研發，將提供護理

人員於臨床執行性健康指導的參考，兼具臨床實務推廣與學術發表價值。本

課程將與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課程銜接，按照衛生福利部每 6 年授權續訂護理

執照之規定，讓本課程列入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課程積分，利於護理人員在職

教育之數位化優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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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 世代性福天使課程學習管理平台簡介  

 

    本課程(e 世代性福天使)建置於中華開放教育平台，是由中華開放教育聯

盟所維運的開放式課程平台，平台架設的軟體是 Open edX，Open edX 是以開

放原始碼方式發行的軟體，軟體涵蓋所有開放課程所需要的組件，例如 Open 

edX Studio 協助建立課程，Open edX 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管

理課程參與學生學習的歷程，Open edX Insights 提供學生學習行為的分析系

統…等等重要平台組件，可以輕易建構開放課程，提供完整線上學習環境，並

且透過分析系統可以有效評量學生使用課程的情形(圖 1)。 

    本學習平台為一主動式的「護病性溝通學習管理平台」，線上課程包括課

程區、參考區、討論區、學習進度、測驗區(問卷調查)、教師功能面板等，並

依學員不同學習階段、基本屬性，以提供群組化的性健康指導資訊，有別於被

動式的上網查詢資料服務型態，並運用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等)透

過電子郵件、簡訊、或是網路即時訊息等方式，傳送叮嚀個人學習提醒事宜。

系統也整合相關性健康資訊重要網站連結，期使學員能方便找尋所需專業而正

確之性健康資訊及資源。本系統主項目包含個人基本資料、自我檢測、課程內

容瀏覽、性健康教育資訊、線上諮詢討論系統、自動提醒系統、學習進度與狀

態等功能，以期達到主動式學習目的。 

 

 

圖 1：學習管理平台提供的 Insight 模組呈現的學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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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Edu 所開設的課程，可以包含基礎課程組件，包含影片、公布欄、測

驗、同儕互評、討論、自訂頁面等，透過平台軟體操作可以輕易編輯各個基礎

課程組件，建構出整個開放課程。開放課程最主要的內容大多以影片方式呈現

(圖 2)，課程影片可以放置在網路上知名的媒體服務提供網站，例如全球有名

的 Youtube，大陸的土豆網，系統本身也提供 OpenEdu Media Server 課程影

片存取的媒體伺服器，另外為符合全球化學系的趨勢，課程組件也提供多國字

幕功能，讓課程可以使用多國語言的方式呈現，提供更多更多學生學習的機會。

課程也可以同步上傳紙本教材供學生學習時使用。 

 

 

圖 2 ： 課程建置在中華開放教育平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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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C)係國際性癌症照護專業團體，是一個跨學科組織，致力

於全球支持性醫療專業人員的研究和教育， MASCC 的使命是改

善癌症患者的支持治療，從診斷，治療和生存到壽命結束。 

MASCC 成立於 1990 年，成員包括來自 70 多個國家和 6 大洲，

為全球癌症照護重要組織，每年舉辦的 MASCC/ISOO Annual 

Meeting 年會，可說是癌症醫護界的盛事! 每年總吸引各國醫療護

理精英前來進行學術交流。 

    此次會議大會包涵四大主題:「數位化科技於癌症照護之應用 

(Digital Health) 」、「癌症治療毒性 (Treatment Toxicities) 」、「癌

症存活(Survivorship) 」、「癌症患者之性健康議題(sexual 

Health) 」。大會一個很棒的特色是 interactive scientific program，

聽眾與演講學者、報告者可以透過下載大會互動 app，取得大會

最新的與會狀況，包括有哪些人提出問題，由於此次會議與會學

者包含 53 個國家將近 1000 人，因此，此互動 APP 非常利於預先

控制場次進行的時間，也讓與會者可以隨時掌握與選擇大會進行

的場次。 

    「數位化科技於癌症照護之應用 (Digital Health) 」相當吸

睛，因會議地點接近矽谷，也更呼應了人們對數位化科技與癌症

支持性護理（從設備，人工智能到遠程技術）的交叉關注，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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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討論數位健康技術在腫瘤學領域的應用，會議還展示人工

智能，虛擬實境，增強現實和可穿戴設備的概述，這些設備可以

幫助癌症患者所面臨的挑戰，例如借由 VR 減輕癌痛等。 

 

  

圖一、圖二   Digital Health session 

 

    難得的是大會將性健康列入此次四大主題之一，由於自己本

身的研究領域是在癌症性健康領域，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也是關於

癌症患者性功能的議題，因此，選擇在這個主題的場次做深度參

與。大會特別以三場平行會議針對男性和女性性問題之“性健康治

療策略” 以及癌症生殖學(oncofertility)進行專題演講與討論。在

“頭頸癌的性健康”場次，討論 HPV 時代的性行為患者常見性問題

討論，也同時探討頭頸癌患者身體心像和性行為的研究，性功能

障礙的介入和處理策略，也探討頭頸癌患者及其存活者有關的自

殺率和風險因素。在性健康場次中，大會安排知名的癌症性學學

者 Processor Ussher 演講癌症患者的性健康問題與照護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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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Processor Ussher 也是自己景仰的癌症性學學者，會後還跟他

彼此交會訊息。 

  

圖三、 與 Processor Ussher

會後交會訊息 

圖四、與自己景仰的癌症性學學

者 Processor Ussher 相見歡 

  

圖五、圖六   Sexual health session 

    第四個主題癌症存活(Survivorship)，針對“存活期間治療相

關症狀的新興策略”進行演講與討論，包括通過使用移動醫療技術

加強自我管理，優化症狀管理和毒性評估的技術、伴侶關係以及

未來研究主題，以“整個生命週期的癌症存活者”為探討對象，包

括兒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癌症存活率。其中， “青少

年和青少年中的癌症倖存者”是 MASCC 和日本癌症支持治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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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CC 聯合會議的主題。另一場平行會議以題為“每位癌症倖存

者必須擁有書面生存關懷計劃”的辯論為特色，與會者包括來自澳

大利亞，墨西哥，英國和美國的學者參與演講。 

 

 

圖七  參與此次大會的台灣會員與各國與會學者相見歡 

 

    自己此次以 e-poster 口頭發表了近期科技部研究成果報告” 

台灣婦癌婦女對性行為的認知研究(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 in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in Taiwan)。口頭發表

兩分鐘，五分鐘接受與會者的提問，由於報告人數眾多，場次安

排極為緊湊，使得提問、討論交流時間並不太足夠，多伴利用場

次休息時間大家進行交流與認識，我的主題與報告得到諸多學者

肯定，因著下年度主辦國家西班牙的主席正好在我發表的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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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還特別與我彼此交換訊息，並邀請我務必參加明年大會，

是一次成功的論文發表! 

 

 

 

圖八 e-poster 口頭論文報告: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 in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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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與明年度主辦國的 chairman 一同合影留念 

二、 與會心得 

    這次此次台灣醫護前往參加人數不多，最大的收獲是聽取數

位化科技在癌症照護應用之新知，以及癌症患者性健康照護策略

的交流，也讓自己有機會與國內外護理學者進行交流與資源分

享，獲益良多。由於自己的研究主要領域在婦女性健康，是少數

研究婦女性健康的護理學者，因此，會後有些國外學者會主動與

對談、交換名片或邀請，對於自己在婦癌性健康照護策略實務及

學術能見度的提升都有新的斬獲與幫助，也讓自己有機會以 e 

poster 方式發表論文，與國內外護理學者進行交流與資源分享，

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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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如下: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 in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in Taiwan 

 

Introduction: Sexual satisfaction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well-being for cancer 

survivors. However, the cancer treatment affects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sexual 

functioning which may lead to decreased sexual satisfaction, especially for 

gynecological cancer survivors.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ing among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s by comparing these 

women with those without cancer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209 women, in which 106 were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and 103 were age- and education-matched women with no 

history of cancer undergoing routine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Self-evaluations 

included the 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FSFI)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Scale for 

Women (SSS-W). ANOVA was conducted for group comparison on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ing. 

Results: The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reported significantly (p < .001) more 

sexual dysfunction, and lower sexual satisfaction. There are polarized score 

distributions in sexual satisfaction as a result of sexual functionality status among 

women with cancer which revealed the larger mean differences of sexual satisfaction 

between sexually functional and sexually dysfunctional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than those obtained from women without cancer.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d evidence that gynecological cancer and its 

treatments can have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for women’s sexual functional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in Taiwan. Besides, sexual functioning determines whether women 

are sexually satisfied, rather than suffering from cancer.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interventions to teach patients effective sexual communication after sexual 

changes due to canc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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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所參加的 2019 MASCC/ISOO Annual Meeting年會於 2019 

年 06 月 21 日至 06 月 23 日共計 3 天，在美國舊金山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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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癌症照護專業團體，是一個跨學科組織，致力於全球支持性

醫療專業人員的研究和教育， MASCC的使命是改善癌症患者的支

持治療，從診斷，治療和生存到壽命結束。 MASCC成立於 1990

年，成員包括來自 70多個國家和 6大洲，為全球癌症照護重要組

織，每年舉辦的MASCC/ISOO Annual Meeting 年會，可說是癌症醫

護界的盛事! 每年總吸引各國醫療護理精英前來進行學術交流。 

此次會議大會包涵四大主題:「數位化科技於癌症照護之應用 

(Digital Health) 」、「癌症治療毒性 (Treatment Toxicities) 」、「癌症

存活(Survivorship) 」、「癌症患者之性健康議題(sexual Health) 」。大

會一個很棒的特色是 interactive scientific program，聽眾與演講學

者、報告者可以透過下載大會互動 app，取得大會最新的與會狀況，

包括有哪些人提出問題，由於此次會議與會學者包含 53個國家將近

1000人，因此，此互動 APP非常利於預先控制場次進行的時間，也

讓與會者可以隨時掌握與選擇大會進行的場次。 

「數位化科技於癌症照護之應用 (Digital Health) 」相當吸

睛，因會議地點接近矽谷，也更呼應了人們對數位化科技與癌症支

持性護理（從設備，人工智能到遠程技術）的交叉關注，該場次會

議討論數位健康技術在腫瘤學領域的應用，會議還展示人工智能，

虛擬實境，增強現實和可穿戴設備的概述，這些設備可以幫助癌症



患者所面臨的挑戰，例如借由 VR減輕癌痛等。 

 

  

圖一、圖二   Digital Health session 

 

難得的是大會將性健康列入此次四大主題之一，由於自己本身

的研究領域是在癌症性健康領域，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也是關於癌症

患者性功能的議題，因此，選擇在這個主題的場次做深度參與。大

會特別以三場平行會議針對男性和女性性問題之“性健康治療策略” 

以及癌症生殖學(oncofertility)進行專題演講與討論。在“頭頸癌的性

健康”場次，討論 HPV時代的性行為患者常見性問題討論，也同時

探討頭頸癌患者身體心像和性行為的研究，性功能障礙的介入和處

理策略，也探討頭頸癌患者及其存活者有關的自殺率和風險因素。

在性健康場次中，大會安排知名的癌症性學學者 Processor Ussher 演

講癌症患者的性健康問題與照護新思維，由於 Processor Ussher也是

自己景仰的癌症性學學者，會後還跟他彼此交會訊息。 



  

圖三、 與 Processor Ussher會

後交會訊息 

圖四、與自己景仰的癌症性學學

者 Processor Ussher 相見歡 

  

圖五、圖六   Sexual health session 

第四個主題癌症存活(Survivorship)，針對“存活期間治療相關

症狀的新興策略”進行演講與討論，包括通過使用移動醫療技術加強

自我管理，優化症狀管理和毒性評估的技術、伴侶關係以及未來研

究主題，以“整個生命週期的癌症存活者”為探討對象，包括兒童，

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癌症存活率。其中， “青少年和青少年

中的癌症倖存者”是MASCC和日本癌症支持治療協會 JASCC 聯合

會議的主題。另一場平行會議以題為“每位癌症倖存者必須擁有書面

生存關懷計劃”的辯論為特色，與會者包括來自澳大利亞，墨西哥，



英國和美國的學者參與演講。 

 

 

圖七  參與此次大會的台灣會員與各國與會學者相見歡 

 

自己此次以 e-poster口頭發表了近期科技部研究成果報告” 台灣婦

癌婦女對性行為的認知研究(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 in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in Taiwan)。口頭發表兩分鐘，五分

鐘接受與會者的提問，由於報告人數眾多，場次安排極為緊湊，使得

提問、討論交流時間並不太足夠，多伴利用場次休息時間大家進行交

流與認識，我的主題與報告得到諸多學者肯定，因著下年度主辦國家

西班牙的主席正好在我發表的場次中，他還特別與我彼此交換訊息，

並邀請我務必參加明年大會，是一次成功的論文發表! 

 

 



 

圖八 e-poster口頭論文報告: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 in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in Taiwan 

  



圖九 與明年度主辦國的 chairman一同合影留念 

二、 與會心得 

這次此次台灣醫護前往參加人數不多，最大的收獲是聽取數

位化科技在癌症照護應用之新知，以及癌症患者性健康照護策略的

交流，也讓自己有機會與國內外護理學者進行交流與資源分享，獲

益良多。由於自己的研究主要領域在婦女性健康，是少數研究婦女

性健康的護理學者，因此，會後有些國外學者會主動與對談、交換

名片或邀請，對於自己在婦癌性健康照護策略實務及學術能見度的

提升都有新的斬獲與幫助，也讓自己有機會以 e poster方式發表論

文，與國內外護理學者進行交流與資源分享，獲益良多。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如下: 

Introduction: Sexual satisfaction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well-being for cancer survivors. 

However, the cancer treatment affects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sexual functioning which 

may lead to decreased sexual satisfaction, especially for gynecological cancer survivors. 

The study was to examine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ing among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s by comparing these women with those without cancer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209 women, in which 106 were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and 103 were age- and education-matched women with no 

history of cancer undergoing routine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Self-evaluations included 

the 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FSFI)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Scale for Women (SSS-

W). ANOVA was conducted for group comparison on sexual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functioning. 



Results: The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reported significantly (p < .001) more 

sexual dysfunction, and lower sexual satisfaction. There are polarized score distributions 

in sexual satisfaction as a result of sexual functionality status among women with cancer 

which revealed the larger mean differences of sexual satisfaction between sexually 

functional and sexually dysfunctional women with gynecological cancer than those 

obtained from women without cancer.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d evidence that gynecological cancer and its treatments 

can have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for women’s sexual functional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in Taiwan. Besides, sexual functioning determines whether women are sexually satisfied, 

rather than suffering from cancer.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interventions to 

teach patients effective sexual communication after sexual changes due to canc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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