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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information
• 課程名稱：中英醫療對話口譯

• 開課單位：

外語學院 跨文化研究所翻譯碩士班

國際醫療翻譯學程

• 開課時間：

自103學年度起已開授 4 次(目前第5次)



Courses

• 中英醫療對話口譯的課程，強調學生的知識系統
建構與實務應用合一，課程內容不僅僅有醫療用
語的介紹，更著重醫學知識的建立，授課老師也
強化自己的醫學知識，除了教材強調實用性以外
，每學期會邀請三至四位醫師來為學生演講醫學
相關知識，並協助學生進行診間情境演練，學生
必須充分了解醫學用語，才能在演練時處理擬真
的醫療場域對話。同時，學生也有機會至醫院實
際協助醫療口譯，將其所學具體展現，學生的表

現深受醫院的醫護同仁肯定。



課程特色

• 透過紮實的知識建構和貼近真實情境的角
色扮演，激發學生最大程度的學習動機

• 學生在正式的情境演練前，會進行一些排
練

• 老師提供觀摩和指導



課程方案設計之理念與思維

• 一般傳統的口譯課，上課大部分都是讓學生讀一
些口譯研究的相關論文，或從網路上抓一些演講
的片段，讓學生做密集的練習，針對內容中的專
業術語，授課老師可能提供中英文的意思，但術
語背後的專業知識則可能著墨較少。

• 醫療口譯關係到病患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所
以學生的專業知識非常重要，否則造成醫病溝通
障礙或醫生診斷謬誤，就可能導致不可收拾的後
果。

• 學生的專業知識與口譯的精準度都需達到最高的
標準。



課程方案設計之理念與思維

• 本課程以實務導向為主，強調每位同都可以開口

說醫療英文和醫療中文。

• 除了加強同學檢索醫學英文的能力，課堂上也強
化醫學用語的解釋，讓學生真的知道自己在說什
麼，亦即強化醫學知識系統的建構，如此才能結
合實務的應用。



課程方案設計之理念與思維

• 班上同學的英文程度良莠不齊，有些同學本身為
英文科班出身，有些同學為理工背景。再者，多
數同學並非醫學背景，要學艱澀的醫療用語相對
吃力，所以在課程安排上，需顧慮很多細節。

• 全班26位學生分成八組，每組3至4位同學。所幸
班上有數名同學有醫學背景，分別為復健系(擔任
復健師六年)，生命科學系，臨床心理系，職能治
療系和護理系背景的同學，盡量將有醫學背景的
同學分散在各小組，讓每個小組都有語言(英文)
專長和醫學專長的同學互相配合，互相協助。



課程教材
• 教科書:

English for Medical Settings (authored by Dr. C.S. Chang，
跟名醫學英文，作者:張之申博士)
依照人體的結構系統，例如心血管循環系統、呼吸系
統、淋巴系統、內分泌系統等，主要是以英文做介紹，
課文內容先對各系統做概略性的介紹，再輔以診間的
醫病對話，另外還有個別人體系統常見的醫療用語，
例如該系統常見的疾病、症狀和用藥。

• 補充講義 (醫學資料) 
• Youtube clips



課程設計
• 原則上，用3至4周的時間建立學生每個科別的先備

知識，以心血管循環系統為例，課堂上會先上課本
的部分，即介紹心血管循環系統，包括構造與功能，
課堂上個別小組會演練課本中的診間對話。

• 再以講義補充介紹常見的心血管疾病，大約三周後，
每個小組會選擇一種心血管相關的疾病，並安排劇
情做角色扮演。

• 到了第五周，就邀請心臟科醫師來跟個別小組做口
譯演練。在正式演練前，每個小組會蒐集相關資料，
並且排練很多次，如果對病情有疑問，老師也會協
助學生找答案或事先與醫師討論。



課程設計
• 將各組的疾病演練情節彙整(請參考下列表一)，於一

周前先寄給醫師，讓協助的醫師可以預做準備。



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



正式診間演練
• 情境演練前，醫師會先演講介紹心血管疾病，大
部分會以學生所選定的疾病為主做介紹，第二節
課再進行情境演練 。

• 學生分別扮演病患，口譯員，家屬或紀錄員，醫
師就直接扮演醫師。

• 原則上，病患扮演說英文的外籍人士，口譯員將
其譯成中文給醫師聽，醫師會對病患的主述加以
詢問和診斷，口譯員再將其譯成英文給病患和家
屬聽，如果學生對疾病的症狀演繹有問題，醫生

也會提供修正和指導。



本學期共邀請三位醫師

• 黃友君醫師 (國泰醫院心臟科主治醫師)

• 陳建龍醫師 (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骨科主
治醫師)

• 郭宇正醫師 (國泰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教學之成果與評估

• 課堂診間情境演練。

• 每年六月澳洲天主教大學(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的護理系同學都會來輔大進行交流，
至新光醫院和慈濟醫院參訪八天左右。

• 輔醫診所以及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聖路加健康管理
中心見習。

• 先前修過本課程的學生，已有兩位進入大型醫院
的國際醫療部從事相關的工作，算是將所學完全
的運用在實務領域，正是所謂的學用合一，亦是
一種學習成果的具體展現。



國際醫療的未來發展

• The importance of medical English
• JCI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 Medical outsourcing
• Medical tourism
• Global tendency



國際醫療的未來發展

• 市場需求來自兩方面:
1. 醫療界
由於台灣醫療在特定科別和病種都具有世界領先
優勢，每年吸引著大量東南亞、東亞、大陸、美
國以及太平洋島國和歐洲國家病人來台就診。語
言不能成為國際病患就診的阻礙，要想建立無溝
通障礙的醫療環境，必須培養這方面人才，並且
能夠盡速學以致用，投入市場。
2. 翻譯產業界
翻譯產業界面臨著口筆譯員同質化競爭，各自專
長差異化不明顯的問題。



國際醫療的未來發展

• 國際醫療翻譯人才不僅能夠在醫療院所發
揮所長，還能在相關產業，如保險、長照、
國際醫療救援、醫療科技等施展才會。



省思與未來的展望

• 未來的課程安排，會加入學生的抗壓訓練，
因為口譯本來就是一種高壓性的工作，抗
壓訓練也會有助於他們面對未來的職場，
無論他們將來是否擔任醫療口譯員，都能
獨當一面面對各種場面與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