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入社區，提供民眾健康自我照護資訊 
 

 

臨床藥學研究所 黃彥銘助理教授   

    今年七月溽暑，過去長期協助學校進行藥學生社區藥局實習的藥

師與我聯絡，告知由於疫情的穩定控制，她們重啟社區醫事 C 巷弄長

照站。其中有一堂健康促進的課程，想請具有藥學專業背景的講者，

向參與活動的住民提供實用的用藥資訊健康講座，因此邀請我擔任講

座的與談者。當時，手邊剛好有大學部的學生參與專題研究，我覺得

若讓學生也能參與這個社區健康照護活動，可以讓她在實作與觀察當

中，藉此瞭解社區民眾對健康的需求，也能在實務執行中學習如何將

生硬的專業知識轉化為讓民眾聽得懂的淺白文句，更能深刻體認藥師

在社區健康照護體系中可以著力的專業內涵以促進社區住民的健康。

因此，經與選修專題研究的同學討論後，我邀請同學進行健康促進活

動內容的設計，我則從旁協助同學對主題的選擇以及活動內容的設

計。 

    C 級巷弄長照站屬於社區中第一線的長照服務組織，它所服務的

對象主要是社區年滿 65 歲以上住民及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參與，以支

持其多元照顧需求，就近獲得社會參與及增進照顧者生活品質，因地



制宜建立在地化社區整體照顧模式，藉由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之原則，

縮短失能、失智者及家屬獲得長照服務的等待時間，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促進長照、醫療和預防保健等社政、衛政資源，體系間串連與整

合並強化區域內初級預防照顧服務。透過關懷訪視或電話問安主動關

心，使民眾就近獲得社會參與的機會，並辦理健康促進課程活動、共

餐服務及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等多元服務，讓長者有溫馨之居住

環境，落實長者生活改善，且能增進長者人際互動機會，讓長期照護

能成為社區長者生活的一部分，建立一個「自助、互助、共助」的連

續性社區照顧，讓長者在平均壽命延長之外，也能延長健康餘命並增

進生活品質，落實福利社區化之理念。 

考量參與活動的族群多為長者，除了一般慢性疾病會使用的藥品

外，家裡也會有一些常備藥品以供不時之需，尤其在新冠疫情蔓延的

時刻，因外出與就醫的減少，面臨身體輕微不適時，家中的常備藥就

可以派上用場應急使用。然而，並非一般民眾都對藥品的儲存、外包

裝標示的理解、常見身體不適的處理有基本的認識。因此，經與同學

論後，我們將這次健康促進講座的主題訂為「家庭萬用醫藥箱簡介」，

主要說明家庭急救箱常備的醫材、藥品等，以及這些產品的使用時機

與方式。當天的活動為 2 小時，但想到純粹講演的授課說明易讓人疲

倦，因此我們針對主題，準備約 30-40 分鐘的投影片與實物示範進行內



容說明。當地參與住民的教育程度多是高中職以下的中老年人，為盡

量能顧及聽眾的理解程度，我們製作的內容多以生活的案例問答輔以

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 

本次進行健康促進的地點位於新北市蘆洲，活動當日，我鼓勵並

讓學生作為活動的主講人，我則在旁協助突發狀況以及補充學生對住

民提問的回答。與會的民眾約近 20 人，多以女性住民為主。在自我介

紹當中，得知大部分的民眾都是退休或家庭主婦，平常都有針對自身

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高血脂、甲狀腺低下、心律不整等)長期用

藥。由於與會的長者多有用藥相關經驗，因此對於藥品的使用並不陌

生，也踴躍分享自己的用藥經驗並提出相關的問題。當學生說到藥品

儲存時，現場民眾有的分享自己準備防潮箱保存藥品，有的則表示她

把所有的藥品散落在餐桌，等到家人回家後就通通把藥品收到一個紙

箱，日復一日進行尋找與收納藥品的工作，認為藥品的儲存事一件不

容易的差事。學生則建議，可以找一個自己喜歡的收納盒固定放置藥

品，把每個藥品以一藥一袋的方式整理註明，定期檢視藥品的保存期

限並汰舊更新，以保障用藥安全。學生也在現場以實際的藥品進行示

範，說明如何閱讀非處方藥品的外觀用藥資訊進行藥品的選擇與使用

(圖一)。 

 



圖一、藥學生於長照 C 據點提供社區民眾自我健康照護資訊 

此外，學生也藉由現場提供常見的敷料，讓民眾瞭解這些材料的

差異及使用時機。說到居家常用藥品時，有的民眾提到清潔傷口的生

理食鹽水是否能生飲?一般創傷絆是否含藥?與會的民眾也對自己疾病

照護的用藥提出許多問題，例如：如何及早知道並記錄藥品的副作用?

就醫時應如何與醫師溝通，將自己的狀況與需求充分說明等。學生盡

其所能協助民眾回答相關問題，我則負責資訊補充與後援。整個活動

下來，民眾對於學生提供的內容與回答感到滿意，並認為對生活的自

我用藥有更多的收穫與助益。 

一般學校的教學大多以課堂授課進行理論與概念的說明，因此當

要實際與民眾進行互動，把生硬的知識以淺白易懂的方式進行呈現



時，常會讓學生覺得手足無措。這也是此次參與學生的寫照，學生在

參與前略顯緊張，擔心準備的資料不夠多，無法回答民眾的問題，以

及資訊提供的方式不夠生動有趣。這些事前的焦慮在我當學生時也是

有經歷過的，因此我在活動前多次與學生溝通，告訴她準備幾個重點

即可，以圖例代替冗長的文字，多一些時間瞭解聽眾的想法，邀請他

們加入資訊分享的行列，多一些傾聽，再提供清楚簡要的資訊即可。

我覺得讓學生親自動手參與社去健康促進的活動，可以讓她瞭解社區

藥事服務民眾的模樣，認識社區民眾對藥師服務的需求，以及傾聽並

同理民眾們的想法與期待。唯有瞭解我們服務對象的需求，才能提更

適合他們的服務內涵。此外，我分享一個克服緊張的方法給學生，當

我緊張時，深呼一口氣，喝口水緩一下，將視線移至遠方，可以舒緩

當下的情緒。 

在活動結束後的賦歸路上，我詢問了一下學生的感想，她表示親

自動手參與社區健康促進活動後，才發現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民眾

需要的資訊並非複雜無法回答，反而，有些民眾的提問過於生活化，

從來沒有想過而無法在當下提供適當的回應。有師長在旁邊協助是一

個安定的力量，也可以適時地緩解學生的緊張並指引適當的方向。我

非常喜歡帶領學生走入社區的活動，這實作的機會讓學生更接的地

氣，瞭解我們服務的目標族群，對於他們價值觀的形塑與人生志業的



選擇可以多一些體會與刺激，另外藉由社區健康促進的活動，使藥事

專業得以讓更多民眾認識，也是一個有別日常學術的體驗，這個夏

天，初次陪伴學生進行社區服務實作，是一個充實且難忘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