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區原住民醫師會議」心得 

Pacific Region Indigenous Doctors' Congress（PRIDoC） 

 

醫學系六年級  吳培文 

這場會議是太平洋地區重要的原住民醫師團體的聚會，作為太平洋地區原

住民籍醫療人員相互扶持及經驗分享的平台。是一場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醫

療衛生會議；會議以論壇的模式進行，在會議中有各項與原住民健康議題的討

論，藉由交流促進彼此面對原住民部落健康問題的挑戰時的應對能力。 

PRIDoC在 2000年時成立，隨即在 2002年於夏威夷檀香山，2004年在澳

洲昆士蘭，2006年在紐西蘭羅托魯瓦，2008年在夏威夷可愛島舉行 PRIDoC

會議。主要的參與人員來自美國、加拿大、紐西蘭、澳洲與太平洋區域島嶼之

原住民醫師、傳統醫療人員及醫療衛生研究人員。 

這次舉辦的地點在台灣花蓮的美侖飯店，會議主題是「家庭與伙伴

（Family and Partnership）」，由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主辦，而我與其他原住民醫

學生是其學會之下的學生團體。 

 

 
2014 PRIDoC 會議「家庭與伙伴」 

 

第一天（11/2）是會議前的學生日（Student’s day），由我們原住民醫學生

策劃，地點是在花蓮的撒固兒部落，當地主要是台灣的撒奇萊雅族。一整天我

 



們與國外學生跟著當地的長老一同參訪部落和認識他們的文化，我們也體驗了

撒奇萊雅族的傳統技能，例如補鳥道具、搗米和走佐倉步道到他們的祖靈地等

等。學生日除了認識文化之外，也在活動中認識了國內其他原住民醫學生和國

外的原住民醫學生。 

 

 

學生日：撒固兒部落長老講述撒奇萊雅族的文化與歷史 

 
學生日：體驗撒奇萊雅族傳統補鳥陷阱 



   第二天（11/3）至第五天（11/4）是 PRIDoC的主要會議，以論壇的方式去

呈現。會議之前，有一場開幕儀式，是邀請花蓮的撒奇萊雅族部落長耆老為大

家祈福，祝福這場會議可以進行地順利。 

 

 

PRIDoC 開幕儀式，花蓮的撒奇萊雅族長老們為我們祈福 

 

 

第一天（11/3），論壇內容有「台灣原住民醫師人才培育回顧與展望」、「澳

洲的原住民健康差異」和「台灣的部落健康營造十年回顧」等；第二天

（11/4）主要在探討各國的傳統醫療和西醫醫療的差異與整合，下午也帶領國

內外的學生與醫師們分組去花蓮的豐濱原住民分院和太巴朗部落，認識當地文

化和接觸當地人民，也去了解當地原住民醫療狀況；第三天（11/5）探討的有

包括各國原住民健康現況、原住民健康政策、原住民醫學教育的整合與計畫，

甚至邀請世界家醫學會（WONCA）去探討原住民健康議題，內容著實豐富，

而在這一晚，是這場會議的「文化之夜」，各國一邊享用豐美的晚餐一邊欣賞

各國原住民醫師與醫學生們準備的文化表演，是一場很盛的大文化交流活動；

最後一天（11/6）主要的探討內容是原住民醫學教育和紐西蘭傳統醫療知識，

在原住民醫學教育這一個論壇當中，我也上台分享自己正在做的研究「探討醫

學教育與原住民地區實際醫療服務之差異」，其他演講者都是來自各國的原住

民醫學教育學者或是決策者，他們很開心有台灣學生正在研究這個領域，我們

也在論壇當中認識各國在制定原住民醫學教育的過程和實施成效，並一同討論

如何改善現今碰到的困難和未來的展望。 



 

 

大型會議 

 

 

 

參觀花蓮的豐濱原住民分院 

 

 



 

上台分享自己的研究 

 

 

 

文化之夜 

 

 

很開心這次能參加 2014的 PRIDoC，在兩年前，自己也與幾個原住民醫學

生一同前往澳洲參加 2012的 PRIDoC，除了了解各國原住民的健康醫療狀況之



外，也認識了很多各國的原住民醫師與醫學生，雖然我們來自不同國家，但因

為這場定期兩年一次的會議，讓大家就像家人和伙伴一樣，每次相遇都覺得很

開心很親切，然後一起面對困難一起討論議題，是很棒的經驗，也是個很值得

去努力實現理想的地方。 

 

 

與國外原住民醫學生與醫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