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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生的臨床技術評量，過去主要
是以評核表(checklist)為主，輔以利用教學
模具或同學間互相練習及進行測驗客觀結
構式臨床測驗(Obj ti St t d Cli i l

研究結果發現，標準病人組之臨床技
術與控制組的期中(p=0.7)和期末(p=0.99)評
量成績並未出現統計上之顯著差異如下表。

構式臨床測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是為了讓測驗時的情境
能夠模擬現實中實際的臨床狀況、測驗的
真實性會影響考試的效度。OSCE為應用標
準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簡稱SP)來
擔任測驗中的病人一角，模擬現實的情況，
與學生互動完成測驗。

標準病人組 控制組 t p

Mean(SD) Mean(SD)

期中考成績 78(14.6) 75.3(13.0) 0.37 0.70

期末考成績 76(13.9) 75.3(13.4) 0.08 0.99
與學生互動完成測驗

近年來，國外許多護理教育者將OSCE
使用於評估護理系學生之教學評量(Alinier
et al. 2004, Selim et al. 2012)。在國外，許
多學校機構已將客OSCE做為評量護理學生
之專業能力之工具之一(Helen E 2007)。
OSCE已被證實是評量護理系學生的臨床能

本研究結果發現，護理技術多為技能
的展現，且學生依舊習慣對評分老師背誦
流程 所以不同考試情境對學生的表現並已被證實是評量護理系學生的臨床能

力是有效及可信的方法(Selim et al. 2012)，
因此過去研究發現，執行OSCE會造成應試
學生之巨大壓力，進而影響學生評量表現
(Brand and Schoonheim‐Klein 2009)。

流程，所以不同考試情境對學生的表現並
無太大影響。因此，在技術評量中，是否
配置標準病人對考試成績並未有顯著的影
響。

因此，建議未來在標準病人的配置之
評量，應針對有溝通、關懷或同理心之技
巧的展現較為合適。而在執行技術的過程

本研究目地在比較以標準病人配置之
OSCE與學生扮演病人，二種不同情境在臨
床技術評量之差異性。

巧的展現較為合適 而在執行技術的過程
中，應鼓勵學生納入關懷、溝通及同理心
之相關概念及技巧，完成全人的照顧。

護理系二年級學生共50人，隨機分派
二組，實驗組以OSCE配置標準病人和控制
組以傳統同學扮演病人，進行期中及期末
共二次之「臨床技術」課程OSCE評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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