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開課學期

高一 高二 112-1 13.週次 第一週期時間 週次 第二週期時間 教師 14.單元名稱 18.教學綱要 15.教學策略 16.學習評量

1 2023/9/20(三)PM13:30-16:00 1 2023/11/08(三)PM13:30-16:00 陳秀玲 胚胎、新生兒 肺發育 介紹人類初始的肺形成及出生後的肺發育

2 2023/9/27(三)PM13:30-16:00 2 2023/11/15(三)PM13:30-16:00 劉博侖 肺部解剖學介紹 介紹人類正常肺解剖構造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3 2023/11/22(三)PM13:30-16:00 劉博侖 影響肺呼吸的不良因素 介紹影響人類肺呼吸的不良因素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4 2023/12/06(三)PM13:30-16:00 陳逸凌 氧氣治療 簡介呼吸治療中的“氧氣治療”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5 2023/12/13(三)PM13:30-16:00 陳秀玲 分組報告 依前四週的上課內容，分小組以組為單位作專題報告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6 2023/12/20(三)PM13:30-16:00 陳秀玲 全校成果發表 於第五堂課獲選的組別，將於禮堂發表(小組報告)

1 2023/9/20(三)PM13:30-16:00 1 2023/11/08(三)PM13:30-16:00 什麼是、什麼不是心理學？

你覺得心理學是什麼？這堂課將探討心理學的重要元素，瞭解為什麼心

理學這麼強調科學本質，並初步認識心理學的各個領域。並介紹本門課

的課程目標與分組報告如何進行。

2 2023/9/27(三)PM13:30-16:00 2 2023/11/15(三)PM13:30-16:00 心智在哪裡

當你被問心在哪的時候，你第一個反應是腦還是心臟？心理學將大腦視

為心智運作器官，這門課會探討複雜的心智功能在大腦中如何運作。另

外，學生需分組報告感興趣的心理學領域與簡介。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3 2023/11/22(三)PM13:30-16:00 無法眼見為憑
看到的不代表真實，而思考也絕非客觀。此門課會介紹心理學如何研究

人類的知覺、記憶與思考。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4 2023/12/06(三)PM13:30-16:00 為什麼我們不一樣

為什麼人類有這麼多差異，連同樣的人面對不同環境都有許多落差？這

門課將介紹心理學如何研究人的個別差異與人際關係，並觸及臨床心理

學。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5 2023/12/13(三)PM13:30-16:00 分組報告
學生將分組報告感興趣領域的知名效應或理論，並介紹其與日常生活的

關聯，以及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6 2023/12/20(三)PM13:30-16:00 全校成果發表 高醫各項微課程共同聚集，發表本次課程成果。

1 2023/9/20(三)PM13:30-16:00 1 2023/11/08(三)PM13:30-16:00 劉慧俐 社會醫療與醫學社會學

從日常生活的脈動與社會事件的型態，理解個人存在於社會所受到既定

的社會制度的牽制，並觀察到在醫療權力結構中，醫療資源支配的基

礎。進而了解醫療社會學的本土化色彩、跨領域整合專業知識的運用與

2 2023/9/27(三)PM13:30-16:00 2 2023/11/15(三)PM13:30-16:00 劉千嘉 社會學想像
引導同學理解社會學想像，並運用實際案例進行練習，培養學生從鉅觀

結構觀點理解微觀個人處境。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3 2023/11/22(三)PM13:30-16:00 鄭夙芬
[社會]事, [工作]事----社會工作專業

初探

社會工作專業在我國當前社安網與長照等重要政策推動下，人才需求度

高，本週課程在於提供高中生對於社工專業基本概念的認識，並透過案

例，引導學生瞭解社工者的角色，並促進其對社會工作學習之興趣與動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4 2023/12/06(三)PM13:30-16:00 劉慧俐 醫療與社會工作
介紹醫療領域中社會工作服務範圍、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等

面向，並說明醫務社會工作的意義與內涵。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5 2023/12/13(三)PM13:30-16:00 劉慧俐 長期照護下的性別觀點(含小組實作) 長期照顧中婦女權益的提升仍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6 2023/12/20(三)PM13:30-16:00 劉慧俐 全校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1 2023/9/20(三)PM13:30-16:00 1 2023/11/08(三)PM13:30-16:00 蕭世芬 動作的演化	 認識人類動作的起源與特性

2 2023/9/27(三)PM13:30-16:00 2 2023/11/15(三)PM13:30-16:00 蕭世芬 動作的控制 學習人類動作的特性與動作控制理論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3 2023/11/22(三)PM13:30-16:00 朱允慧 動作的發展 了解人一生的動作變化與發展理論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4 2023/12/06(三)PM13:30-16:00 蕭世芬 動作的學習 認識動作學習理論與練習的方式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5 2023/12/13(三)PM13:30-16:00 朱允慧 分組報告 分組報告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6 2023/12/20(三)PM13:30-16:00 蕭世芬 全校成果發表 全校成果發表

V 60 64 V 1+2期
影片、示範實作與問題討論

講演報告與問題討論
課堂參與

雄中16

雄女16

鳳中16

高師大附中8

中山大附中8

12.實施周期

8.授課年段

V V 18

V 32 32 V

V 50 56 V 1+2期

V

1+2期

人數分配

雄中14

雄女14

鳳中14

高師大附中7

中山大附中7

雄中6

雄女6

鳳中6

高師大附中3

中山大附中3

雄中8

雄女8

鳳中8

高師大附中4

中山大附中4

此門課為心理學入門，引領學生通

過多樣活動深入探究心理學，揭開

神秘面紗。 課程設計： 第1週將帶

領學生踏入心理學的大門，介紹心

理學的領域、研究方法與高醫心理

系的優勢。第2至第4週將簡介生

理、知覺、認知、臨床、性格和社

會心理學，搭配案例和實驗活動，

讓學生瞭解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第5週，學生將以小組形式進行報告

，展示他們所選擇的心理學有名效

應或理論，並探討如何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第6週為成果發表會，向其

他課程分享成果。 課程優勢： 專業

導師：心理學專業教師全程指導。

互動探究：案例和實驗活動，培養

批判性思維。 團隊合作：分組報告

促進溝通技巧培養。 實踐應用：課

程內容與實際生活結合。

1. 理解心理學基本概念與領域，包

括心理學的定義、研究方法和主要

領域，建立對心理學的整體了解，

為深入學習奠定基礎。 2. 運用心理

學知識解析案例，培養學生將理論

應用於實際情境的能力，加深對心

理學理論和概念的理解，並提升解

決問題的能力。 3. 發展團隊合作和

溝通技巧，透過分組報告活動，學

生學會有效溝通、傾聽和尊重他人

意見，提升團隊合作和領導才能。

1
救命的呼吸

*含成果發表

2
心理學探索之旅

*含成果發表

3
社會與心理

*含成果發表

Psychosocial

aspects

跨領域

/科目

專題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1.社會參與與公民意識。 2.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 3.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

Life-saving

respiration

4
動作科學入門

*含成果發表

Essentials of Human

Movement Sciences

探索

體驗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6.課程簡介

社會與心理學群

由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醫

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所老師將從

事以人類健康福祉為焦點的社會、

心理、性別與人文學之研究, 透過本

課程介紹高中生認識,以培育健康與

醫療產業中所需社會與心理學應用

及性別研究之人才。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彈性學習微課程時間如下:

第一週期→112年9月20日、9月27日、10月4日、10月11日、10月25日、11月1日

第二週期→112年11月8日、11月15日、11月22日、12月6日、12月13日、12月20日

項次 1.課程名稱(中)
2.課程名稱(英)

可略

9.原訂授

課人數

10.建議授

課人數

3.課程

屬性
5.對應學群 7.學習目標4.核心素養

時間與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及教室

教學大綱

Psychology

Exploration Journey

V

V24 1+2期

第1-4堂：藉由上課講課與分組討論，帶

領學生思考問題。

第5堂：藉由分組報告，運用知識於生

活。

第6堂：藉由分組報告，運用知識於生

活。

以課堂參與評量。

以分組報告評量

專題

探究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社會與心理學群

1.教師講授

2.影片觀賞與討論

3.團隊導向學習(TBL)

分組討論及總結呈現

第1-4堂：投影片教材授課，並以小組問

題回答討論互動模式作教學

第5堂：依前四週的上課內容，分小組以

組為單位作專題報告互動模式作教學

第6堂：全校發表會+頒獎（提供禮品)+

拍照

課堂討論與回答問題

小組成果報告

全校發表會

專題

探究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醫藥衛生學群

“呼吸”是人類存活的根本。本課

程從人類的胚胎肺發育開始講起，

接著談到新生兒出生後的肺開始有

真正的功能執行，再到肺的生理解

剖，及介紹影響肺呼吸的不良因

素。最後再簡介呼吸治療中的“氧

氣治療”。使得同學上完本課程後

能了解讓我們得以在地球上存活的

“呼吸”。

讓同學能： 1。了解胚胎及新生兒

出生後的肺發育 2。了解人類肺的

生理解剖，及影響肺呼吸的不良因

素 3。了解什麼是氧氣治療

V

何文澤

醫藥衛生學群

本課程提供對醫學、物理治療、職

能治療、運動科學等領域有興趣的

學生一個了解人體動作表現及控制

之機會，並從中認識動作從發展到

老化的過程、如何學習並精熟動作

之控制，以及生活中因應動作需求

而衍生之環境改造。

認識人體動作的相關知識，並藉由

討論與合作解決問題來增進學習能

力。



11.開課學期

高一 高二 112-1 13.週次 第一週期時間 週次 第二週期時間 教師 14.單元名稱 18.教學綱要 15.教學策略 16.學習評量
12.實施周期

8.授課年段

人數分配6.課程簡介項次 1.課程名稱(中)
2.課程名稱(英)

可略

9.原訂授

課人數

10.建議授

課人數

3.課程

屬性
5.對應學群 7.學習目標4.核心素養

時間與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及教室

教學大綱

1 2023/9/20(三)PM13:30-16:00 1 2023/11/08(三)PM13:30-16:00 李怡琛 起源: 胚胎學概要 人體在胎兒時期各系統不同的變化

2 2023/9/27(三)PM13:30-16:00 2 2023/11/15(三)PM13:30-16:00 李怡琛 形體: 人體解剖學 人體解剖學介紹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3 2023/11/22(三)PM13:30-16:00 蔡克勵 運行：生理學精華 生理學精華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4 2023/12/06(三)PM13:30-16:00 陳怡真 成長: 兒童的生長發展 兒童的生長發展介紹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5 2023/12/13(三)PM13:30-16:00 林佩瑾 疾病 : 免疫與癌症 免疫與癌症介紹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6 2023/12/20(三)PM13:30-16:00 林彥克 老化: 以肌肉骨骼為例 以肌肉骨骼老化機能介紹

1 2023/9/20(三)PM13:30-16:00 1 2023/11/08(三)PM13:30-16:00 黃斌 碳捕捉技術與全球碳權議題
碳權議題將在未來數年影響人類的生活。除了減少排碳，是否也能夠主

動捕捉碳呢?

2 2023/9/27(三)PM13:30-16:00 2 2023/11/15(三)PM13:30-16:00 黃斌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糞便移植與生命

逆轉
遺失蛋白質，氣體分子，腸道微生態及粒線體移植等逆轉生命的研究。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3 2023/11/22(三)PM13:30-16:00 林壯宇 返老還童---幹細胞與再生醫學
介紹幹細胞的發展歷史，以及幹細胞在醫學研究與疾病治療方面扮演的

角色。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4 2023/12/06(三)PM13:30-16:00 李瑞年 人類與病毒 主要探討微生物與人類健康等相關性。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5 2023/12/13(三)PM13:30-16:00 劉佩芬 精準醫療知多少 應用資料庫篩選腫瘤生物標記與藥物標靶以達到個人化醫療目的。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6 2023/12/20(三)PM13:30-16:00 張永福 基因解密

基因運作的過程因為很抽象，是高中學生讀生物時的一大困擾。此單元

將以淺顯的方式介紹基因運作過程及相關的因子，希望對學習基因相關

單元，能有所助益。

1 2023/9/20(三)PM13:30-16:00 N N 陳培詩  阻擋危害攻擊我們 環境中那些物質與因素會害我們生病?

2 2023/9/27(三)PM13:30-16:00 N N 王姿乃 防疫新生活、公衛不能少 以流行病學的角度來了解防疫要項。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N N 梁富文 用大數據揭露健康真相 原因與結果的想法。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N N 彭瓊瑜 生活中的空氣污染源與影響 生活經驗的汙染源介紹與趨吉避凶。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N N 吳明蒼 預防{塑}化人生 常見食入汙染物簡介與實例討論。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N N 何啟功 要工作也要健康 了解工作跟健康的關係。

1 2023/9/20(三)PM13:30-16:00 N N 黃詠愷 口腔健康是什麼？ 瞭解口腔健康定義

2 2023/9/27(三)PM13:30-16:00 N N 黃詠愷 我的口腔健康嗎？ 1.瞭解影響口腔健康因素 2.盤整自身口腔健康狀態

3 2023/10/04(三)PM13:30-16:00 N N 吳如惠 牙科診間好幫手 瞭解口腔衛生師於牙科診間的價值

4 2023/10/11(三)PM13:30-16:00 N N 李貞儀 牙科診間病人哪裡不安全？ 1.瞭解牙科診間有關病人安全項目 2.參與牙診病安桌遊

5 2023/10/25(三)PM13:30-16:00 N N 許瀚仁 給我一張韓風臉 瞭解口腔外科診間溝通內涵

6 2023/11/01(三)PM13:30-16:00 N N 黃詠愷 成果發表會觀摩 成果發表會觀摩

V 50 56 V 1+2期 講授者以PPT授課以及互動 團隊搶答以及創意競賽

課堂講課及互動。 出席情形及課堂互動。

雄中20

雄女20

鳳中20

高師大附中

10

中山大附中

10

雄中14

雄女14

鳳中14

高師大附中7

中山大附中7

6
再生醫學與生態

保育

跨領域

/科目

統整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生命科學學群

生物學為基礎科學，因此本課程從

微觀量子物理延伸至分子生物學，

乃至巨觀之族群生態保育進行縱向

與橫向之醫學教學，不同於傳統填

鴨教學的翻轉教室，該課程將擘畫

台灣未來百年的醫學研究。

培養跨領域之生物醫學與生態保育

之人才。
V

V5
醫學探索-

人體奧秘解析

Exploring medicine

–

secrets of the

human body

專題

探究
醫藥衛生學群

人體在胎兒時期各系統有不同的變

化，一出生身體各器官隨即開始調

整適應外在環境的改變，由兒童到

成人的過程，人體經歷成長、發育

與學習，發展出高等的智慧與適應

能力。免疫力保護人體，免疫力的

異常與許多疾病，包括過敏和癌化

現象都有關聯。癌症長久以來為醫

藥生物科技界熱門的研究課題，老

化更是越來越受到重視的現象。 本

課程由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教師群

帶領同學認識人體的構造和運作，

並從出生至老化，介紹人體旅程中

有趣而實用的概念和知識。

本課程由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教師

群帶領同學認識人體的構造和運作

，並從出生至老化，介紹人體旅程

中有趣而實用的概念和知識。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V 80

參與式學習 敘事教學

遊戲化學習

團體討論海報作品

牙科診間好幫手學習單

病人安全學習單

韓風臉溝通學習單

課程講授與實例討論，部分課程前半段

課程講授，後半段為角色扮演和辯論。
上課表現

80 V 1+2期

雄中10

雄女10

鳳中10

高師大附中5

中山大附中5

雄中8

雄女8

鳳中8

高師大附中4

中山大附中4

V

V 30 32 V 1期

V 36 40 V 1期

V

7 要健康，不生病 Be healthy
專題

探究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醫藥衛生學群

公共衛生是一門整合型課程，其範

疇橫跨流行病學、生物統計、預防

醫學、環境與職業衛生、健康政策

與管理、健康行為與社區等層面。

公共衛生唯一課技整合的科學，以

族群健康為目標，以疾病預防為出

發點，其範疇橫跨流行病學、生物

統計、預防醫學、環境與職業衛

生、健康策略與管理、健康行為與

社區等層面。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認識及探討重要

的公共衛生議題，以了解這些議題

對於社會大眾健康及政策的意義及

影響。

8 從齒開始 From teeth to life
職涯

試探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醫藥衛生學群

引導高中生瞭解口腔健康與牙科診

間輔助作業等口腔衛生專業人員職

業向度。

1.瞭解口腔衛生於社區口腔健康專

業角色與價值。 2.瞭解口腔衛生於

牙科診間專業角色與價值。



11.開課學期

高一 高二 112-1 13.週次 第一週期時間 週次 第二週期時間 教師 14.單元名稱 18.教學綱要 15.教學策略 16.學習評量
12.實施周期

8.授課年段

人數分配6.課程簡介項次 1.課程名稱(中)
2.課程名稱(英)

可略

9.原訂授

課人數

10.建議授

課人數

3.課程

屬性
5.對應學群 7.學習目標4.核心素養

時間與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及教室

教學大綱

11.開課學期
高一 高二 112-1 13.週次 14.時間 15.教師 16.專題 17.單元名稱 18.教學綱要 19.教學策略 20.學習評量

1

2023/9/20(

三)PM13:30

-16:00

課程介紹

與分組
說明課程進行方式，以及興趣分組。

2

2023/9/27(

三)PM13:30

-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3

2023/10/04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4

2023/10/11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5

2023/10/25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6

2023/11/01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7

2023/11/08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8

2023/11/15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9

2023/11/22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10

2023/12/06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11

2023/12/13

(三)PM13:3

0-16:00

專題分組

實作
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指導

12

2023/12/20

(三)PM13:3

0-16:00

專題成果

報告
由同學分享專題成果

項次 1.課程名稱(中)
2.課程名稱(英)

可略

3.課程

屬性
4.核心素養 5.對應學群 6.課程簡介 7.學習目標

8.授課年段 9.原訂授

課人數

時間與授課教師 教學大綱
上課地點及教室

何文獻

鮑永誠

翁世峰

陳雪芬

陳澤龍

魏春旺

上課講解基本

概念後，讓學

生進行實作，

進而發揮創意

與想像力，創

造新型態的應

用。

10.建議授

課人數

1
醫療資訊專題實

作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Project

實作

(實驗)

A自主行動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資訊學群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在醫療領域中

運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透

過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學，學生將

學習如何分析醫療資料、設計和開

發醫療資訊系統，以提升醫療服務

的效率和品質。課程將涵蓋醫療資

訊管理、電子健康記錄、醫療數據

分析、醫療人工智能等相關主題，

並結合實際案例和專案實作，讓學

生能夠深入了解醫療領域的需求與

挑戰。本課程將為學生未來在醫

療、醫療資訊科技或相關領域的職

業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1. 學生能夠瞭解醫療資訊的基本原

理與相關應用。 2. 學生能夠熟悉系

統開發工具與方法。 3. 學生能夠發

揮創意與想像力，建構新型態的醫

療資訊應用。

V V 30 30 V

題目01

Parkinson disease動作偵測

題目02

人體骨架姿態分析相關議題

題目03

運用AI資訊系統速分燒燙傷

題目04

基於大數據分析光體積描法於醫療照

護上的應用

題目05

資料科學與R語言

題目06

人工智慧方法於肌肉質量評估智能系

統之設計與開發

題目07

糖尿病患者的口腔咀嚼及體重變化

1.展示課程要求的實作成品。

2.展示富有創意的個性作品。
高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