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二】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 (選送生獲補助年度、薦送學校系所、年

級、中文姓名、前往國外實習國家、國外實習機構名稱、國外實

習考評成績或評語及短片時間及標題) 

獲補助年度 108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長庚大學醫學系六年級 

中文姓名 沈彭傑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日本埼玉 

國外實習機構 日本埼玉醫科大學醫院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急診教授的考評成績與評語: 



耳鼻喉科教授的考評成績與評語: 

 

短片時間及標題 Saitama Medical University Exchange Program 2019.7 

4’53’’  https://youtu.be/DyBa0w0mna4 

一、緣起 

    長庚大學與日本琦玉醫科大學為姊妹校，雙方自民國87年以來便建立合

作關係，每年兩校都會選出兩位醫學生至對方醫院進行交流學習。申請琦玉

醫科大學的交換計劃是與長庚大學的 SCOPE徵選同步，需繳交書面資料，參

加面試，依照面試的名次排序選擇，很榮幸的，我獲得全部徵選者中第二名

的好成績。因早已耳聞該校對見習的安排十分完善，另外也對於日本文化有

興趣也較為熟悉，日本的醫療水平在國際上長年保持著領先地位，故選擇了

琦玉醫科大學作為我這次見習的地點。 

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琦玉醫科大學是創立於1972年的設立日本醫科大學，是日本最重要也最

受歡迎的大學之一，根據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RWU）是日本第43名，為日

本一流的大學之一。埼玉醫科大學附設醫院是埼玉地區醫療最重要的醫院，

https://youtu.be/DyBa0w0mna4


其共有三個分院:位於毛呂的琦玉醫科大學病院擁有1085床；位於川越的琦玉

醫科大學綜合醫療中心有1053床；位於日高的琦玉國際醫療中心700床。 

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我這次實習的科別是位於日高國際醫療中心的急診部門(救急救命部)和

毛呂醫科大學病院的耳鼻喉科部。 

        前兩周我在急診部學習，日高國際醫療中心的急診醫學部遠近馳名，災

難醫學、救命團隊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 (DMAT) 及直升機空中救

難隊 Doctor helicopter (Dr.Heli)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在急診的半個月，我看了

各式各樣的病人，包括被蛇咬傷、休克、腸胃道穿孔、顏面骨折到嚴重車禍

外傷等急症，我了解到醫師的當機立斷和決定關鍵性的救命治療是至關重要

的。而日本分工精細的團隊合作，不容許一分一秒浪費的態度更讓我嘆為觀

止。我還去參觀了琦玉消防局，在急診醫師的帶領下參訪 Dr.Heli，學習日本

三級救急制度的運作方式。透過這次見習，日本急診醫師們那種刻不容緩、

使命並達的精神以及不放棄任何一條生命的醫者意志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 



圖一:日高急診見實習(上:日高急診團隊合影；下左:在急診科醫師的帶領下參觀琦

玉縣唯一一台 Dr.Heli；下中:參訪飯能日高消防署，學習日本消防救急制度；

下右:與琦玉醫科大學醫學生一起上課。) 

        接下來的半個月我在耳鼻喉科部門見習，平時跟著日本醫學生們一起上

課、跟診、觀摩手術、病房回診。日本良好的分級制度帶給我深刻的印象，

來醫學中心的病人大多是持門診或地區醫院的轉診單前來，故每日的病人數

遠少於台灣醫學中心，醫師們較有多餘的精力去處理同事間的相處，可以花

上二三十分鐘的時間不急不徐、心平氣和地與病人溝通，也能有較多的時間

指導學生或住院醫師。病人們對醫師都十分恭敬有禮，我想除了與日本有禮

貌講求禮儀的民族性相關外，有部分原因大概是他們可以得到來自醫護人員

更多的關心和照顧。 

圖二:毛呂耳鼻喉科見實習(左上:神經耳科教授為我和琦玉醫科大學的醫學生們上

課，參加病房回診；右上:實際操作各項耳鼻喉科檢查技術，如:純音聽力檢測

(PTA)、音叉檢查、聽性腦幹反射(ABR)、眼振檢查、前庭脊髓反射檢查、溫



度刺激檢查(Caloric test)等；左下:參與耳鼻喉科的門診學習；右下:參與觀摩

學習手術。) 

       在即將成為醫師的大六的實習生活中，很感恩能透過這個交換機會見識到

不同於台灣醫療體系的運作，和各國醫學生交流(除了我們外，還有英國、瑞

典、匈牙利的醫學生同時在琦玉大學交換)，也了解每個國家的醫療值得學習

的地方和需要改善的困境，透過這一個月，我親身參與日本醫療體系的運

作，開拓視野，學習新知，期許能將本次國外所學到的知識、技能、制度與

價值觀活用，將來為台灣醫療貢獻心力。 

圖三:與參與本次交換計畫的日本醫師、教師、醫學生及其他外國交換醫學生的合

影。 

 

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這趟日本見實習之旅既有完整而紮實的學習活動，也有充分的文化交流

行程，讓我的交換生活十分多采多姿。 

    平日的醫院學習時間約7至8小時，每週五天，跟隨醫療團隊們進行學

習，醫師們主要以英文和日文為我進行溝通、解說、教學，他們都非常有熱

忱有活力，總是盡他們所能地教導我醫學知識，示範檢查或手術，與我討論

日本和台灣的醫療環境及健康保險制度的差異。在日本，醫師們格外的注重

團隊合作，每天都會開許多的小組會議討論病人的狀況，並決定治療的方

向，中午或下班後，他們時常邀請我一起共進中餐或晚餐，身處其中的我彷



彿置身於一個溫暖且充滿支持的大家庭中。 

    假日的生活也十分多采多姿，第一個周末，琦玉醫科大學的老師們帶著

我們外國交換生和日本醫學生到富士山山腳下的河口湖參加為期三天的

Kawaguchiko Seminar。他們除了很用心的請醫師用英文幫我們上關於日本醫

療制度、醫學教育的課程，還透過各種營隊活動、小組分工、團隊解題讓大

家彼此熟悉，大夥兒一起烤肉、泡溫泉、爬富士山、欣賞美景，這個週末的

相處讓我更加認識接下來一個月會不斷見面的外國朋友們 。 

圖四:琦玉醫科大學用心舉辦 Kawaguchiko seminar讓我們與外國朋友們更加認識 

    其他的兩個周末，日本學生們為我們安排了各式各樣的活動與節目，讓

我體驗到道道地地的日本生活，一起打籃球、保齡球；一起唱卡拉 OK；一起

品嘗傳統日本料理；一起參加夏日祭典；一起到長瀞體驗刺激的泛舟；一起



去東京迪士尼重溫兒時美夢。日本朋友們的貼心、細心、用心讓我非常地感

謝與感動，我享受所有相處的時刻並珍惜這份真摯的情誼，這個美好的夏天

讓我永生難忘。 

圖五:與日本和其他外國交換生的周末聚會 

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透過與在地醫學生及醫師交流,對於日本頂尖醫學中心的運作方式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與了解。 

2.認識當地醫學教育體制以及當地頂尖醫學中心的運作，在交換期間透過觀察和

與當地人的交談可以了解其醫療困境，並與台灣醫療環境比較。 

3.結交國際朋友，培養社交能力，透過互相交流可以增加國際競爭力並增長國際

視野，並在和醫師與護理人員的合作中提升自我溝通協調能力 



4.宣傳台灣醫療特色，讓各國醫學生更認識台灣，增加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

度。 

5.透過與外國朋友的溝通、交流，增進外語能力。 

6.在交換後撰寫實習結果報告書，並在學校的成果發表會上口頭報告給醫學生

們，如果有機會亦願意將心得有幸刊登在醫學生聯合會的刊物上，讓其他的

醫學生一同分享此次交換的心得與收穫。 

7.更加了解日本當地急診醫學的特性，分析其制度、文化及運作模式，從中發掘

台灣可精進之處。 

8.本人為目前台灣第二屆六年制的醫學系學生，日本醫學六年制已行之有年，透

過這次交流，認識兩地醫學教育之優勢與差異，期望未來能取其長而補其

短，為剛上路的六年制醫學教育提供改善的目標與方向。 

9.實習機構為日本埼玉當地最為先進的尖端醫療院所，讓我不僅習得日本第一手

的醫學新知，也親身觀察並體會日本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制度、社會文化

等各面向，對未來醫學生涯有相當大的助益。 

六、感想與建議 

       感謝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的補助、長庚大學的推薦和日本琦玉醫科大學的

用心安排，才讓這次的交換計劃如此順利的完成。從中，我了解並學習到不

同國家的醫療體系運作、教育制度和醫療工作環境，也接受了不同醫療文化

的衝擊，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體驗。     

        真的很高興能在醫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到國外交流，在埼玉醫科大學的這

一個月，就如同人生中多念了一所大學，跟著日本教授們學習、結識來自不

同國家的朋友們、與日本醫學生們一同在醫院見習實習，這些都將是我醫學

生涯中難忘的回憶，我也深深相信未來我若有機會，一定會運用本次交換之

所學為台灣醫療發揮所長，為台灣社會貢獻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