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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普大學研修心得

  口腔醫學院 / 王聖驊 /沈軒佑

緣起

中山醫學大學的姊妹校的交換學生計畫，讓我們有這個

機會能夠出國見習，三十天的研修，做了許多的交流，

也看到了許多不一樣的醫療技術。

研修學校簡介

        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這個學校是由數個不

同領域的學院組合而成，其中有商學院、法學院、醫學

院、藥劑學院、牙醫學院…等學院。創校者是Russell

H.Conwell，為了要成立一所讓一般年輕人能機會均等的

享有受大學教育的機會而非只有富有人家或貴族才能獨

享而創立的。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第一天見習，楊教授，是一位天普大學的老師，非常

細心又熱心的招呼我們，並且給了我們一副休息室的鑰匙，帶我們熟悉了每個部門大致的位置，我們就先在一

般綜合門診見習。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許多年資跟我們差不多的實習醫師，每個人都在主治醫師的照顧下獨立看

診，非常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裡的主治醫師是不看診的，全心全意地在幫助底下任何一位實習醫師。每一位實

習生在看診前會跟主治醫師討論前後步驟，並且一再確認，之後在動手操作時，每個步驟都要給主治醫師確認

過，非常的繁瑣，可是非常的謹慎，對於實習生來說，這是個學習也是複習的好機會，對於病患來說，極度的

有保障。這樣一來就形成一個雙贏的局面，當然也要非常感謝資深醫師們的幫忙，在這樣的體系下成長的醫

師，相信一定能非常符合標準程序來進行治療。

在這之後，我們遇到了一位非常親切的台灣人Allen，他是牙周病科醫師，在牙周病科見習時，跟到了一台植牙

手術，第一次在第一助手的位置跟到了植牙手術，覺得非常的新鮮。在美國，非常強調良好的醫病關係，常常

花許多時間在小細節上的確認與溝通，畢竟一個診次有時候只有一個病人，醫師可以有非常多的時間來處理醫

病關係。對此，在兒童牙科更是明顯，對於小朋友的行為控制做得非常良好，通常最後小朋友都能順利配合。

我想這是台灣醫療體系需要去學習的，必須去做但卻有相當的難度，受限於時間與金錢，台灣有個非常棒的醫

療資源與人力，但似乎環境與體系對於醫療資源不是非常的友善，要做到與美國相同的品質，還有非常多地方

需要改進及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夠達到等同的高度吧！

研習期間的生活學習

        在美國生活，想要省錢就要自己準備一切。住宿的附近有許多超市，可以購買許多生活用品，大家一起討論

食材以及午晚餐內容，三餐一切自行打理讓我們上課之餘有許多事情要打理，但也從中得到很多的樂趣，同時

更看見了大家的多才多藝，從一開始的泡麵加蛋，到後來的牛排、炒菜、滷肉樣樣來，在異國卻能吃到家鄉味

實在是非常幸福。同時也發現，美國真是個民族大雜燴，似乎很容易遇到台灣人，一句台灣國語就讓你倍感親

切。當然，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還是使用英文，雖然讀過練過英文，但是要講得流利平順依然是一大挑戰。大多

數的人都很和善的會包容你的破英文，因為事實上美國在口語化以及文法上不會太過於追究，都是能通就好，

所以一路跌跌撞撞的英文口說能力，在最後幾周似乎進步許多，也不再過於害怕開口，原來想要速成英文，就

來美國生活個幾週吧！另外在行程的安排，費城是個古老的城市，有許多古色古香的古蹟可以參觀，也有許多

博物館可以逛，同時我們也見識到了什麼叫做騎馬的警察，至於假日如何安排行程也成了一大課題，大家拿著

旅遊書或是請教學長姊，一起找資料非常有趣，費城玩玩後還利用空檔去了紐約以及華盛頓，看到了國會大

廈、華盛頓紀念碑還有熱鬧的時代廣場，雖然過程總有些插曲，但總歸是順利到達，並且玩得非常盡興，沒有

人導遊，一切自己完成非常有成就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5%AD%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AD%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A5%E5%8A%91%E5%AD%B8%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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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之具體效益

1.見識到國外與國內之醫療體系差別並吸取其優點改善自身缺點。

2.結識國外醫學夥伴或可在未來有合作或是問題上的交流。

3.增加自身的大局觀。

4.在慢步調的環境下見習可以是一種學習加上複習。

5.體驗英語系教學以增加自身英文能力。

6.見識到了最進步的醫學。

感想與建議

     在美國生活了三十幾天，收穫不少，我想這不單單是一趟旅程，這也是一個難忘的回憶。不管是在日常生活

還是在學習方面，或許之後要到退休才能有這麼長的旅行了。在學習方面，深深的體會到外國體制的優點與缺

點，也看到優渥的薪資與非常讓人羨慕的牙醫師的生活品質。慢步調的治療，仔細的慢慢的一步一步做完治

療，美國人民也都能配合，因為他們事先就知道是學生看診，收比較少的診療費，因此非常願意合作，看的也

心甘情願。不像台灣實習醫師尷尬的地位，需要自己去努力爭取實作的機會，同時還要備受質疑，同時病患的

量常常也超出一位醫師所能承受的量，不去探討醫師的技術與能力，單從看診品質似乎與美國有些差距，我想

這是我們需要去努力以及改善的，希望有一天能到達相同的水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