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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 

特色課程活動成果報告書 

114 年 1 月 11 日填報 

開課系級 醫管三年級 課程名稱 醫療資訊管理 

課程代號 A5130900 授課教師 黃俊哲 修課人數 67 

課程屬性 
□院共同基礎核心    □扎根學堂    □職場走讀-暑期企業探索課程 

X+AI 課程         □深碗課程 

I. 授課內容： 
透過老師講授內容涵蓋醫療機構主要(含門診、住院、急診和管理)和次要(含護理、加

護病房、檢驗、放射、藥劑、臨床、病人安全、傳染病監測等)資訊系統、醫療資訊系統

開發(含醫學詞彙及編碼標準)、醫療影像擷取與傳輸系統(PACS)、電子病歷、遠距醫療、

醫療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等)、醫療資訊技術(含資料交換標準[如健康資訊交換第七層協定

(HL7)、快速健康照護互操作性資源(FHIR)、醫療數位影像及通訊協定(DICOM)]，以及醫

療資訊發展趨勢(應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演算法相關技術，並結合物聯網(IoT)、第五代

行動通訊(5G)技術)等議題。 

    健康資訊產業整合協會(IHE)結合健康資訊技術領域系統的開發者與使用者，依據各

專科醫療領域特性，建立相關應用技術架構，依臨床作業流程需求，制定整合規範，並定

期舉辦實機連測活動，測試及驗證廠商所建置完成的資訊系統是否具備符合整合規範所規

定的功能，可提供健康照護業者採購設備之重要參考。此外，在課程講授過程中會穿插議

題討論、實作等多元教學形式。 

 

II. 教學心得： 
課程把智慧醫療應用相關知識及創新實務案例帶到課堂中，讓學生能瞭解醫院應用醫

療資訊與管理技術，與擁有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和資訊安全相關廠商合作開發，透過醫療

與科技跨域結合，產出具商業價值的產品、技術或是資訊平台，而不同智慧科技導入於各

醫療專科實際應用(附件照片 1‒3)，開啟學生對智慧醫療及資訊安全相關技術的學習視

野，有助於引發學生自主學習意願及提高學習興趣。 

    另外，從台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平台(Health Smart Taiwan)所釋出的醫院單位和資訊

科技(IT)廠商合作製造或研發成功案例，讓學生針對實務案例進行分組討論(附件照片 4、

5)，並依據指定題目進行資料查找、蒐集及彙整，且適當使用分析工具(如優缺危機

[SWOT]、魚骨圖、PDCA循環規則等)，藉由個案研討方式來驗收學生學習成果，讓修課

學生接觸到醫療資訊實務領域專業知識及技術，得以瞭解醫院和資訊科技(IT)廠商如何導

入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演算法與開發資訊平台實際執行作法及成果。 

    老師使用範例解說，並要求學生運用個案研討方式來呈現部分學習成果，而過程中需

留意各小組製作簡報上所遭遇之疑惑及問題，且及時協助學生排除困難(如加入個案相關

多媒體[圖片、影音]素材，影像片段剪輯等)，且適時觀察學生在團隊合作中能加強溝通、

互助、思辨、決策及創造等能力(附件照片 5、6)。透過期末分組報告展現和與現場師生進

行意見交流和互動(附件照片 7‒12)，增進學生對智慧醫療和資訊安全應用能有更多的想法

和刺激，讓師生能夠從中獲益良多。 

    對課程學習心得及建議相關調查結果，多數學生反映老師對製作個案研討報告要求會

較嚴格的態度，讓學生雖感到有挑戰性但卻仍願意投入時間來確保簡報內容的品質，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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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指定個人作業、個案研討和期末分組報告等事項，值得給予肯定。另外，學生對人工智

慧、機器學習演算法、物聯網(IoT)和第五代行動通訊(5G)技術可應用於醫療健康照護範圍

有更多瞭解。 

 

III. 建議事項： 
    由於醫療資通訊科技和技術發展快速，而在教材準備上會補充課程以外的內容，增加

學生對醫療資訊相關產品、技術應用及整合平台的認知，並採取滾動式調整教學內容的廣

度和深度，更需鼓勵學生在課餘期間多善用網路資訊及自媒體等工具進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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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特色課程活動照片 

照片1：介紹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Labs)

對智慧醫療應用的說明。 

 

照片2：帶領學生出席產學講座‒生成式AI與智慧

照護應用。 

 

照片3：學生對指定個案進行分組討論，並由教學

助理(TA)協助老師解說分析工具相關疑問。 

 

照片4：期末分組報告‒嘉基基督教開發X光心胸

比預警小幫手。 

 

照片 5：期末分組報告‒花蓮慈濟導入 AI 於智慧

化環境管控。 

 

照片6：期末分組報告‒奇美開發AI預測透析低血

壓發生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