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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治時代以來，臺大醫學院已培育出許多優秀的人才，不管是在醫學領

域或非醫學的領域，這些人才在臺灣轉變過程中成為重要的推手與影響力量。 

過去幾年來，不斷地有醫學教育改革的意見與聲浪，確實臺灣現行的教育

制度是有許多環節需要再做調整，但並不意味著就需要全盤推翻，或是全面改

革。  

臺灣醫學教育擁有悠久的傳統並培養出諸多優秀人才與典範，舉如解決鴉

片問題的杜聰明教授、對於蛇毒研究有諸多貢獻的李鎮源教授……，這些人都

是臺灣醫學教育中的優異典範，甚至許多受臺灣醫學教育的學生到外留學後直

接留任當地教授，教導學生，若非是優秀的人才，何以能夠在當地從事教育工

作！  

我在1984年至1986年間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服務，在當地，我接觸到來自世

界各地的醫師，包括英、美、德、埃及、印度等地，每位醫生都很優秀，但我

發現臺灣醫師的專業訓練與知識並不比其他國家的醫師差，包括紮實專業的醫

學訓練以及良好的病患處置。可見，醫療及教育的水準或許不是頂尖，但相較

於其他各國，是有更好的水準。  

臺灣的醫學教育並非需要改革，而是要因應時代加以調整，才能發揮更大

的教育責任與效果。 

 
合適的教育制度比新穎出奇更重要   

世界一直在進步，專業知識也不斷地在增加，如今，傳統的教學方式已不

如以往有效，學生需要更具效益的教學模式。因此，如何整合課程，讓學生學

得更有效率、更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只如此，我們還要給學生足夠的時

間與空間去學習，過往的填鴨式教育已經不符合時代的需要，一個好的老師是

要能夠帶領學生自主學習，幫助學生開發能力，而不是硬要把十八般武藝都塞

給學生。  

我相信，問任何一個學生：「畢業這麼多年來，你印象最深刻的是怎樣的一

位老師？」答案絕非是那種每天把課程內容塞得滿滿、一週上足十八堂課、給



很多資料的老師。往往學生最感激的、永遠記得的，是老師的一句話、一個觀

念、一個行為，所以身為師長，應該要回過頭思考，要如何鼓勵、教導學生，

給予他們一個良好的學習方向，這才是正確的教學態度！ 

我並不贊成完全移植某個制度或某個教學方式，我認為優良的教育制度必

須要適合環境、適才、適性，並且能夠給予學生更多自主學習的空間與時間，

讓他們自己去發揮，如此，才能夠真正地教好學生。 

 
讀醫學院不該只會立志當醫師  

長年以來，臺灣整體社會的價值觀與文化皆促成成績優異的學生第一志願

就是念醫學院，這些學生的素質可說是全臺灣最優秀的，既然是最優秀的，就

不應該單單只是立志當個醫師而已，這是不夠的，也是一種人才的浪費！ 

綜觀臺灣近年來的發展，可以發現，許多優秀的醫學人才不見得只專注於

醫師本業，而是分布在各種產業中，幫助臺灣進步。對於這些優秀的醫學生，

我們應該有更大的期待――他們要具有更寬廣的視野與想法、更成熟的邏輯思

考力與更專業的素養，並能夠將自己的專業能力延伸到不同的領域而加以發揮，

而不僅僅就只是想當個醫師而已。讓這些優秀學子有更精湛、更廣博的發揮，

對臺灣社會才是更正面的做法。 

能夠進來醫學院就讀的學生，若能幫助自主思考，則是社會之福。我擔任

醫學院院長的時候，對新生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千萬不要相信院長說的話。」

我的用意是要給學生一個觀念――不要盲目相信權威。盲目相信權威會讓學生

難有良好的發揮，無法做得比老師更好，學生必須要有挑戰權威的想法，才能

有所突破。 

我對學生說的第二件事是「名醫」與「良醫」的差別，進入醫學院後，最

重要的是要幫助病人，而不是把當名醫作為最重要的目標。 

第三件事則是學生個人的生涯規劃，也就是專業的素養與醫療倫理問題。

臺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追求成功是必然的，但假設

你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成就自我的同時卻傷害了身邊的同儕或其他人，這就不

是你應該做的正確選擇。一個真正優秀的人才絕對會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幫

助到別人，這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許多醫學生都立志要當史懷哲，準備跨出醫學院就要捲起袖子，到偏遠地

區濟世救人，其實並不需要如此。每個醫學生都應該了解，自己今日之所以能

進醫學院念書，是靠許多人的幫忙，在矢志成為史懷哲之前，要知道「反省」

與「回饋」。人的一生當中，總要想著為社會做點事，無論大小、多寡，只要能



想著為社會付出並確實去做，對社會的發展才具有正面而良好的力量，而越多

人有這樣的想法，這個社會就越會往正向發展。 

 
人才的培育要往下扎根  

人才的培育必須從改變教育的理念出發，唯有從環境、文化著手，讓學生

擁有正確的價值觀、正面的想法，並養成廣博涉獵 各種領域的知識，隨時學習

吸收來自四面八方之新資訊，不管做任何事，都會優先考慮到利他性及社會的

需要，這才能培育出真正的人才。各行各業，只要能夠盡本分、做好自己的事

情就是人才。 

孩子的成長，幼稚園、小學期間對其影響可能是最大的，無論是價值觀、

觀念都是在這個階段養成，很多想法都在此時成型，到了大學時期才想要改變

他們的想法、觀念可能已經嫌遲了，但是雖然慢了一步，還是可能改變的，大

學端可以從自己能做的開始做起。 

譬如，現在的高中因為推甄的影響，幾乎只剩兩年半的學習時間，最後半

年都在忙推甄，忙完後，學生也無心上課了。所以，我們推動「把高中三年還

給高中」計畫，希望高中生能夠擁有完整高中三年的學習時間，不會因為行政

程序的影響，而讓學生損失半年的學習時間，讓高中教育正常化。 

大學端可以透過課程調整，提供高中生先修課程，鼓勵有能力的學生先學

習一些大學課程，等這些學生進入大學後，直接給予相關學分。例如，英文能

力好的高中生可以先修大一的英文，等入學後，直接給予學分，而不需要再上

大一英文，學生可以把時間拿來學習更專業領域的英文，像是如何撰寫英文報

告、論文，如何用英文來討論等。這麼做，讓學習更有彈性，學生有更多時間

做其他學習，自然會更具創意、更有國際觀。 

這樣的改變就從臺大開始做起，然後慢慢地往前影響，將這樣的改變往下

扎根，只要做就不嫌遲！  
 

(本文轉載自臺大景福基金會2015年6月‧第32卷第6期景福醫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