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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本以華文完整闡述PBL教學理念 

台灣PBL經驗最佳宣達與傳承 

  綜合國內外大學近十年來在引入及執行PBL醫學教育各層次受益者(從教育行政主管到老師，醫生及學生)的心

得與感想，展現PBL在高等教育的魅力與潛能。對有志於高等教育發展與研究的教授、大學教師的教學與個人學術

成長，甚或大學生自我提昇學習成效，本書提供您豐富的資源、靈感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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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１ 

  關超然教授說PBL並不只是一種獨特的教學＂方法＂，而是一種多元化的教育理念。它是「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軸，並「以學生為中心」、「以問題為教

材」、「以小組為平台」及「以討論為模式」的學習精神。他又說，任何專業，除了知識與技巧的學習外，更重要的是「專業素養」。相對於傳統填鴨式的授課，

PBL教學特有的優點就是在知識與技巧的獲取外，能同時培養團隊精神、溝通技巧及自主自律的態度。而這種專業素養的修練是需要耳濡目染、要感受內化、並付

諸行動的。 

  我非常認同他上述的見解。然而，因為PBL教學是種與傳統教育思維背道而馳的創新，尤其在一切以考試分數為評量標準的東方社會，除非老師自己徹頭徹尾

地相信這個創新的理念，並有顛覆自我的決心，以及持之以恆的毅力。否則，推行起來就很困難。很容易因南橘變北枳，而無法發揮其成效。 

  環視台灣過去二十年的教育改革，從大學校長選舉、教師升等制度，到多元入學、甄審制度以至於PBL教學…等，很遺憾的，往往都因為完全誤解了其核心精

神與價值，而不但沒達到進步的目的，反衍生了更多的後遺症。 

  關教授與一些參與PBL教學的老師在此刻，適時做了一個回顧與經驗分享，點出一些PBL教學的錯誤與盲點，進而提供了如何繼續往前走的方向與指引。因

此，《問題導向學習之理念、方法、實務與經驗》一書很值得關心國內教育者參考。 

  關教授是我所碰到少數對於教育革新充滿熱情與使命感的人。更可貴的是，他那不屈不撓的精神。儘管這些年來在辛勤播種的路上遭遇了重重的困難，他仍舊

二十年如一日，一步一腳印地推動著他深信不疑的理念。到底，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不可能一蹴可及，因此，我願在此為他打氣，並祝福他在創新教育的寧靜革命

成功。 

黃達夫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推薦序２ 

  Council member of Japan Medical Education Foundation  

  Medical Education / Gastroenterology 

  Tokyo Women＇s Medical University (Tokyo, Japan) 



  第一次見到關教授是十年前我剛回台服務不久，有一次趁著到加拿大多倫多城參加國際神經學會議時，到Hamilton拜訪他。他非常熱心地帶我參觀當時他所服

務的PBL 的發祥地McMaster University，並且知無不言，言無不盡地為我解說我當時仍一知半解的 PBL。而幾年後他在來台演講時，告訴我他有心想要從加拿大退休

以後，來台服務。於是在我所服務的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金會安排下，我們於2004年聘請他到台灣講學半年，並安排他在北、東、南、中各舉辦為期四天的PBL

講習會及全天工作坊；有些醫學院反應熱烈，但有些醫學院卻只有零星幾位老師參加。當時的印象是大家對PBL 的接受度及瞭解度有相當大的差距。關教授認為學

習的心態應及早養成，故還特別為高中生舉辦一場 PBL 講習會，也使這些從未接觸過這種學習方法的高中生大開眼界。 

  很高興隔年關教授就決定回國，接受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主任的工作，除了在醫學院參與各種醫學教育改革有關活動以及醫學系招生辦法的改

進，並積極推動國際醫學教育的交流，促成亞洲地區PBL 團隊的積極合作。 

  個人認為PBL這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小組討論與自主學習，毫無疑問地帶給國內醫學教育極大的震撼。然而誠如古人所說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北則為

枳」，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有些國外行之有年的優良教育方法引進到國內，未必適合國情，而需要一段磨合的時閒與過程。我想這本書就是關教授以他這幾年與台灣

的醫學教育學者在這方面的共同努力，來與關心這議題的醫學教育者分享PBL應用於國內的經驗。 

  最近聆聽加拿大醫學教育學者Dr. Peter Harasym介紹另一種型式的教學方式Clinical Presentation 時，他指出醫學教育模式的演進，隨著年代一直在改變，他列舉

出以下五種：1765年 Apprenticeship-based，1871年Discipline-based，1951 年Body System-based，1971- Problem-based，1991年 Clinical presentation-based，而再仔細推敲，

這幾種教肓模式的年代差距也呈現一種有趣的現象：最前面兩種方法相差106年，而後80年後又再發生變化，但最後產生的三種教學方法之間，卻各只有20年的差

距，這讓我們一方面了解醫學教育隨時跟著社會的演變而精進，有效的教學理念及方法越來越加速其改善，但一方面也鼓勵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胸，虛心地學習，

而不能太執著於傳統落伍或某種墨守成規的教學方法。 

  也因為如此，台灣醫學院評鑑 (TMAC)從來未曾強制推薦任何一種教學方式，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選用各校所擁有的師資條件，以及各種硬體、軟體等客觀

環境所最適合使用的多元化教學方法，而用心評估其教學成效。但毫無疑問地，PBL的自主觀念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培育醫生的早期階段就會潛移

默化地使學生養成主動學習與獨立思考的好習慣，而有助於建立畢業後成為醫療人員「以病人為中心」的心態及日後持續的終身學習，以趕得上日新月異的醫療生

科知識及人文素養。 

  本人謹在此鄭重推薦這本國內唯一以華文撰寫俱有學術價值的PBL專書。 

賴其萬

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金會講座教授

推薦序３ 

  國內醫學教育改革啟動於1990年代初期，而於2000年代起教育部「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之評鑑中達到高峰，其主要

內涵包括注重人文暨專業素養、課程整合、多元化學習方式、強調臨床技能訓練和教師成長。在多元化學習方式中，由來自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發源地加拿大Mc Master University之關超然教授將PBL引入台灣、日本、大陸和東南亞國家。關教授在國內走訪各醫學院，不但灑下了PBL種子，還細心呵護此

幼苗之成長，其成果裴然，除了輔仁大學醫學院堪稱展開全面PBL工作外，其他醫學院則因應需要和特色，均在課程中，存有不同比率之PBL。就結果面觀察；接

受PBL的醫學生，不但在國家醫師執照考試成績不亞於接受傳統教學法者，且這些醫學生更能夠在臨床學習和住院醫師階段，展現PBL所帶來良好溝通與團隊合

作、自我學習，以及邏輯分析和表達能力上的優勢。 

  個人有幸任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主任、教師成長中心主任及教務長期間，親身投入教改並從中學習成長。關老師與我一直思考如何將〝台灣PBL經驗〞做最

好的宣達與傳承，乃由我聯繫國際知名Elsevier Publisher及國內各醫學院專家學者，共同撰寫本書，並由關教授細心審閱。現欣見其在一年的努力後順利出版，行銷

全球華人世界，特此為我醫學教育同道深致感激與賀喜，而個人做為醫學教改洪流之小小尖兵得參與寫作與編輯亦深感榮幸。 

李孟智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PBL小組召集人

推薦序４ 

  問題導向學習(PBL)於1990年代中期引入台灣醫學教育體系，強調透過小組互動之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模式，適用於醫護系所，甚而人文等通識課程。經過十

餘年的試鍊及精進，全國各醫學院校皆發展出與醫學教育改革相呼應的PBL課程與比例。中山醫學大學之PBL也歷經紮根期、成長期而至成熟期，並由醫學院擴展

至口腔醫學院、護理學院、醫學人文暨社會學院。 

  實施PBL要有配套的措施、正確的態度、有能力的小組老師與合適的教案，欣見來自加拿大McMaster大學關超然教授與本校PBL小組召集人李孟智教授彙集各

校、各家寶貴經驗及其個人卓見，編撰本書，其中涵蓋知識、技能、經驗傳承與未來展望，相信必能成為同道優良參考著作，故甚樂之為序。 

陳家玉

中山醫學大學校長

  

（資料來源：博客來網路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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