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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在地新住民，建立健康新生活

  醫學系

〔新移民資訊互動平臺課程〕是大學社會責任-「關懷在地新住民，建

立健康新生活」相關的系列活動，這次的課程主要是要進行手機APP的開

發， 參與課程的同學主要是來自中山醫學大學及逢甲大學。

新移民除了造成了臺灣現今社會人口結構的大幅變遷，接續下來還有

語言、文化、習俗、飲食和服裝……等的適應問題。這次透過四天的週末

課程，讓與會者快速了解每個國家的新住民來到台灣都有不同要面對的事

情，新住民和移工們為了能夠改善自己原生家庭的生活，離鄉背井來台，

有新住民表示在台灣卻因為國籍口音的歧視，即便擁有專業執照，也無法

發揮自身所長，爭取個人收入，因而只能依附丈夫為唯一的經濟來源。而

且因為語言、文化隔閡無法和丈夫家庭良好溝通，受到欺壓也求助無門的

不利情況。因為新移民媽媽的增加，所以孕婦手冊、寶寶手冊及醫院衛教

單張多未做成多國語言，而勞動部、各縣市政府的網站卻只有中英兩種版本，諸如此類造成宣導上資訊傳達的各種缺

失…。

這個計畫主要目標是讓學生能寫出一個APP給新住民做了解醫療資訊的平台，老師也讓學生們思考如何在新南向政

策正在推行的現在，藉由台商的技術及新二代雙母語的優勢在東南亞地區開拓商機，並請來許多業界前輩為大家的構想

指點一二。這種跳脫框架的學習，讓學生獲得了和平常學習醫學知識不同的思想衝擊，更加認識了國際貿易的多面向可

能性。

在上完認識新住民的系列課程後，就可以利用網路上相關工具技巧，直接設計並操作! 大家都可以成為APP

inventor。有專業老師一路陪伴， 在課程進行中，也會有工作進度報告，在電腦教室進行技術開發時都能跟上老師的腳

步把自己所學的，所看到的，融入自己想開發的APP。除了國際化思考之外，也在APP實作入門課程，學習如何可寫出

一支能夠運作的程式，讓學生習得「帶得走的能力」這樣的經驗是相當寶貴的，因為走出傳統教室才能認識面對不一樣

的人、事物。更多的不一樣，不同專業領域的合作和交流，體會到「從做中學」這種學習模式，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在

醫學體系的學生也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我們需要廣闊的心胸去接納、去包容這個多元化的社會。而且實際上他們的能力不一定比我們差，透過各種型式教

育學習途徑及各為其開發不同領域的APP也有機會可以翻轉新住民的人生！期望未來他們在台灣生活能宛如像在家鄉自

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