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度 教育部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 

成果報告書 

活 動 名 稱 113 年咀跨域咀嚼吞嚥照護之概念介紹 

活 動 日 期 11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 

活 動 時 間 13:10～15:00 

活 動 地 點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二樓 IR201 

活 動 參 與 對 象 藥學系 大學部一年級學生 

活 動 參 與 人 數 101 人 

一、 活動重點及目的：  

1. 增進專業知識: 協助藥學系學生建立對咀嚼與吞嚥發育機制、解剖結構及障礙成因的基

礎認識，進一步了解咀嚼與吞嚥照護的基本觀念及失能者口腔機能再教育的重要性。本次

特別邀請黃純德特聘教授，分享咀嚼與吞嚥相關的核心知識與生理功能，為學生日後投入

臨床實務或學術研究奠定堅實基礎。 

2. 銜接進階課程: 為高年級的跨域照護課程做好準備，幫助藥學生具備了解與預防咀嚼吞

嚥障礙的基礎能力，熟悉常見病因及其治療策略，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學習成效。 

3. 促進跨領域合作與全球視野: 鼓勵學生吸收跨領域的知識與技能，拓展專業視野，強化

未來其於臨床實務中的角色與能力。同時，強調跨專業團隊在口腔與吞嚥障礙管理中的價

值，提升多學科協作的能力，使其能充分發揮藥師於臨床工作之專業能力，共同為病人照

護提供更合適之解決方針。 

 

二、 活動特色及執行情形：  

藥學系大一學生普遍對於口腔咀嚼吞嚥失能者之相關知識較為缺乏，透過本次活動，預期

能引導學生對於咀嚼吞嚥功能障礙能有基本認識，進而思考未來於臨床現場面對此類病人

之用藥情況該如何進行調整。 

 

本次講座講題為: 「咀嚼吞嚥的發生機制、障礙的病因及影響」。 

主要內容包含: 

1. 進食、咀嚼與吞嚥的意義與解剖 

2. 進食、咀嚼與吞嚥的發生機制與連結 

3. 進食、咀嚼與吞嚥障礙的發生病因 

4. 進食、咀嚼與吞嚥障礙的影響與複雜性 

5. 介紹跨專業團隊的分工與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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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之質量化指標：  

問項 
平均滿意度 

(滿分：5) 

1. 本活動能強化我的專業知識價值 4.5 

2. 本次活動內容符合我的預期 4.5 

3. 本活動能提高我的跨域合作的意願 4.7 

4. 我對於本次活動講師的表達能力感到滿意 4.6 

5. 我對於本次活動的舉辦方式感到滿意 4.8 

6. 我對於本次活動的流程感到滿意 4.7 

7. 我對於本次活動的時間安排感到滿意 4.8 

8. 我對於本次活動的場地安排感到滿意 4.8 

9. 整體上來說我滿意本次活動 4.8 

其他建議： 

1. 在聽這場講座之前，我都把吞嚥視為很自然的事，感覺一出生就 會了。沒想到，

原來我們從在媽媽子宮中就開始在學習如何吸吮和吞嚥，長出乳臼齒後，才開始

完整的練習如何咀嚼，直到 3、4 歲才真正學會咀嚼吞嚥。而且咀嚼吞嚥不只和

牙齒、舌頭和咽喉有關，還需 要嘴唇、喉嚨、舌骨、許多肌肉神經……一起，才

能完成這一系列的 動作。跟我原本對吞嚥的認識差了天南地北，需要這麼多的組

織還有 長時間的學習才能完成。照護口腔咀嚼困難的患者，非一己之力能達到。

除了需要專業 的牙醫師、口腔外科醫師診斷和協助口腔清潔外，還需要上述提到 

的藥師協助、營養師幫忙提供飲食建議、廚師協助處理食物讓他們 好吞嚥……，

最重要的是家人和社會給予心理上的支持。許多職種的 人一起合作，再加社會支

持、心理幫助，才能好好的改善，讓他們 擁有更好的醫療照護、生活品質和心理

狀態。這場講座讓我對口腔 咀嚼吞嚥困難有更深的了解，使我知道如果在未來遇

到這方面的問 題時如何更好的面對，也給我很多新的思考方向，讓我收穫許多。 

2. 講座中教授也提及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在醫院所有的醫療人員組成的是一個團

隊，解決一個問題必須是要靠一個團隊來完成，因此我們到時候也不可能只會藥

相關的業務，更多的是共同瞭解一個疾病並以整個團體去協助病人脫離痛苦。經

過了這次演講我學到了非常多關於口腔疾病相關的知識，在未來家人或朋友有相

關問題時，我也能給予一些基本的衛教，算是今天的一大收穫 

3. 今天下午我很榮幸能夠參加黃純德博士關於咀嚼吞嚥機制的演講，我很感謝博士

能特地抽空為我們做介紹，我在兩個小時的課程中得到了不少的收穫，除了學習

到許多平常沒有接觸過的專業知識，例如關於口腔組織與其功能的介紹還有幼兒

型吞嚥的方法，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咀嚼吞嚥困難的部分，這是許多的老年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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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主進食者所面臨的困境，博士利用了投影片讓我們能夠清楚觀察口腔的構

造圖，如此一來就能直接指出發生問題的部位，並進一步提出解決方法。我們也

看現場錄製關於清潔口腔的影片，從中我完全能夠感受到醫護人員的努力，為了

幫助病人而付出。課堂最後，博士提及了跨專業團隊的合作與分工，介紹了臺灣

以及高醫的一系列治療流程及方案，利用圖表簡述運作模式，並作出結論，臺灣

高齡社會的問題將會伴隨著更多咀嚼吞嚥障礙的事件發生，因此我們應該要思考

未來如何面對更多的問題。未來可能身為醫療行業一份子的我，也有義務去了解

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必竟醫療是由合作來完成的，沒有完全獨立的一部分，各個

環環相扣，我也要思考藥師在這方面能作出的貢獻才能提升自我能力並在之後努

力幫助更多人，讓社會能夠更加的進步。 
 

一、 活動花絮： 

上課照片 上課教材 

  

上課學員 上課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