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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護理師在健康照護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提供病人第一手照護外，護理師對於品

質改善(Quality improvement, QI)的參與度(Engagement)及能力(Competency)是影響照護品

質的關鍵。儘管我們知道臨床護理師的工作表現與護理品質息息相關，但護理師仍然是大多

數醫療院所中品質改善計劃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寶貴資產之一。根據文獻指出，若要能真正改

變護理品質，護理師必須成為品質改善團隊中的一份子，且其參與的積極與否將影響品質改

善的程度，然而，前提必須是護理師具備必要的品質改善知識、態度及能力，並減少參與品

質改善活動阻力時才會發生。 

學員於國軍臺中總醫院擔任副護理長工作，平時主要工作內容除了參與病人直接照護

外，另有護理管理等相關行政業務，此次短期進修在國軍臺中總醫院的洪恭誠院長、中清分

院長郭嘉文及護理部陳雅紅主任的鼓勵下，來到美國密西根大學進行為期六個月的交流學

習，導師為 Dr. Tschannen，主要的合作主題為「臨床護理師之品質促進參與度及能力」，除

了進行綜整性論述文章外，另合作翻譯 Dr. Tschannen 之問卷並行信效度測試，待繁體中文

版本問卷通過信效度測試後，將於美國及台灣進行收案及分析比較，相關結果經整理後可提

供做為醫療院所提升護理品質之政策擬定參考。 

除了與 Dr. Tschannen 進行學術合作外，學員在秋季學期全程參與兩堂課，第一堂為護

理學校開辦之 DNP 專業課程「品質及安全」，透過小組討論、課堂報告及線上學習，了解美國

護理師對於護理品質之想法及當責感，第二堂課為語文中心開辦之「學術英文應用」，學員透

過此堂課程中學習到學術英文表達技巧，並有多次實際報告練習之機會，另參與每周的英文

會話團體，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留學生，以及了解美國節慶文化；在學校以外的生活亦相當

豐富，學員因有打橋牌之興趣，每周固定至安娜堡老年活動中心參加橋藝聚會，透過與各位

長輩切磋交流及學習，也培養出橋藝情感，另積極融入密西根安娜堡藝文活動，至少每兩周

到演藝廳欣賞交響樂或是其他藝術表演，國慶日時參與密西根僑會舉辦之國慶午宴，深入了

解台灣人在密西根之文化慶典；此次短期進修收穫良多，期待藉由此心得分享，讓更多對於

出國進修有興趣的同仁能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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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前言及目的 

至美國進修一直是我想做的事情，以前就聽說美國學習風氣開放，師生關係不如亞洲國

家以上對下，而是較為平等的交流與討論，因此大學畢業後一直都將出國進修列為我的人生

目標清單，持續的準備英文托福考試及體能測驗，尤其在研究所畢業後，更是積極關注醫院

是否有開放護理師進行國外短期進修，直到 2021 年成功把握出國短修的機會。 

此次至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進行為期六個月的短期進修，主要目的： 

(一) 與密西根大學護理學校之 Dr. Tschannen 進行學術合作 

(二) 體驗美國學習風氣及校園文化 

(三) 融入密西根在地生活 

 

(短修地點為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 

二、 過程 

（一）出發前 

先以表格簡述此次出國前的相關流程準備，下文分述之。 

時間 過程 

2021.6  單位提報短修員額 

2021.11 通過體測及考英文托福 

2022.2 向密西根大學提出短修申請 

2022.5-7 處理簽證、上公文等行政流程 

2022.8.1-2023.1.31 出國短修 

於 2021 年 6 月提出出國短修的意願後，依照順序原預定排定在 2023 年進行，但於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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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得知醫院原預計 2022 年出國短修的人員取消出國，我也已有合格的體測及英文成績，

因此幸運的提前至 2022 年 8 月出國，若有想要出國進修的意願，建議可以隨時準備合格的體

測成績，以及持有兩年內達到國軍出國進修的英文門檻成績單，隨時準備好自己，機會來了

就能馬上爭取。 

確定能在 2022 年出國後，便開始向美國密西根大學提出申請，這步驟的重點在於找到適

合的學校並有教授願意合作，可以從相關網站研究該學校的排名及其主打科系，以及學校接

受國際學生的相關門檻（如托福成績、相關學經歷著作等），找到心儀的學校後便需要找到教

授合作，學員因出國前沒有認識的教授，因此選擇學校的方式是搜尋美國護理學院前十名的

學校，並查看其網頁是否接受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進行學術合作，美國密西根大學

的訪問學者相關規定及辦理流程描述的非常清楚，故學員直接在學校官方網站選了一位與研

究主題相關的教授，先寫信至密西根大學護理學系，表達想要學術合作，附上該學院要求之

相關資料（個人工作經驗、學經歷及研究計畫），以及想要合作的教授為 Dr. Tschannen、合

作主題等，三天後便收到學校回覆、相當快速，接著學校承辦人安排與 Dr. Tschannen 進行

線上開會討論，會議中確定雙方在研究方向上有共識並符合期望，Dr. Tschannen 也同意與

學員合作，即可算是完成出國前一大重要步驟了。 

接著學校便發出合作邀請信件，並開始進行 J1 簽證辦理手續，這部分務必謹記在心追蹤

辦理進度，我在二月確定要去密西根大學，學校承辦人在五月才開始辦理 J1 手續，電子郵件

一來一往有時差也需要處理時間，時間上算是有點緊迫、令人緊張，畢竟還要上醫院的公文

等流程，怕簽證太晚到手就無法順利上公文、如期出國，這部分就只能委婉的寫信問學校承

辦人流程，然後耐心等待，幸好在七月中時完成所有手續，包括 J1 簽證、出國公文、買機票

等。 

除了行前重要的行政流程外，到美國後的食衣住行也很重要，尤其住的方面更是一大難

題，大部分的學生宿舍都是簽約至少一年，我只待半年，因此目標為找到可以只租半年、距

離學校公車可以抵達處，出發前沒有熟識的親友在密西根，故一切從網路搜尋，以及詢問正

在就讀博士班的國防醫學院學姐，最後在臉書社團透過台灣學生社團找到合適的住所，住處

搞定後一切就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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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近兩年沒出國，心情忐忑不安，並與愛犬離情依依) 

（二）抵達美國 

到美國的第一週就開始處理各項手續以利未來半年的生活，包括銀行開戶，辦理入學手

續及社會安全碼 SSN，密西根大學可以用學生證免費搭乘市區公車，因此這半年我的交通工

具就是公車及步行，剛抵達時是八月、正值炎熱的夏天，日照時間長，傍晚時分太陽不是太

熱的時候我喜歡到社區跑步、走路或是騎腳踏車，在台灣並不是很會煮飯，只要到外面就可

以買到便宜又好吃的食物，到美國來整個吃飯習慣必須大改變，餐餐外時花費相當高昂，為

了省錢、自己煮飯是必須的，吃的方面變得有點辛苦，只能自己到超市買簡單的食材煮來吃，

幸好我不是太挑食，基本上煮的再難吃都能下嚥，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再來生活，我應該會想

要在台灣先精進一下廚藝，相信生活品質能大幅提升。 

 

(密西根大學護理學院當期的國際訪問學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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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生活環境後就馬上與 Dr. Tschannen 見面並開始擬定研究計畫細節及進度，Dr. 

Tschannen 之專長為實證護理（Evidence-Base Practice），並將實證護理理論應用在臨床的

品質提升及團隊領導，致力於提升臨床前線護理人員的照護品質及護理管理，此次研究最主

要的計畫為美國及台灣護理師對於護理品質參與及能力的比較，研究工具為 Dr. Tschannen

設計之 NQuIP 問卷，原為英文版本，我們首要步驟是將此問卷翻譯為繁體中文版本，翻譯看

似簡單、只是將英文翻成中文，其實不然，過程花了近三個月才完成，首先要組成一個團隊，

團隊共五人，兩個中文為母語、英文流利的護理背景人員分別進行前向翻譯，除了用字要精

準，還需考量文化差異，在一些術語上需要調整，翻譯後接著進行討論及比對，達成共識後

即有初版的繁中版本，接著將初版的版本由另外兩位亦為精通中文及英文的護理背景人員分

別進行反向翻譯，翻譯後進行討論，得到反向翻譯版本，接著由 Dr. Tschannen 擔任決策者，

將反向翻譯版本與原始英文問卷進行比對，確認翻譯後的內容是否與原文涵義相同，若有不

同，則須回到前向翻譯的步驟進行修改，再回到反向翻譯、決策的過程，經過反覆修改及討

論後，得到繁體中文版本的 NQuIP 問卷。 

 

(護理學院的新大樓建築，為平時主要上課的地點) 

時間 研究進度 

2022.8 擬定研究計畫，文獻檢索 

2022.9 問卷正向及反向翻譯 

2022.10 繁體中文版本前測，過濾文獻 

2022.11 送審密西根大學及三軍總醫院 IRB 

2022.12 評讀文獻及證據表格整理 

2023.1 撰寫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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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版本的問卷尚須經過信效度測試後才能使用，信效度測試預計待台灣 IRB 通過後於

國軍臺中總醫院進行收案，待信效度分析完成後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收案，美國部分由 Dr. 

Tschannen 進行收案，因為研究步驟較多，學員在短修的半年內無法完全完成，返台後將繼

續每兩週固定與 Dr. Tschannen 線上討論、以續合作完成此研究。 

   

(黃色的大 M是學校的信仰指標) 

除了問卷部分，另有一整合性回顧文章（Integrative Review）進行中，一開始先與 Dr. 

Tschannen 討論主題及收錄範圍，接著 Dr. Tschannen 就協助我與另一位「Librarian」圖書

館員聯繫，Librarian 協助做完整的文獻檢索，透過我們想要的關鍵字、納入及排除條件等，

將所有護理相關資料庫中與主題相符合的文章找出來，再由我快速瀏覽、精讀等步驟找到收

入整合性回顧的文章；在這部分，可以感覺到美國人在學術方面是透過分工合作及互相分享

前進的，其實文獻檢索的工作對於碩士畢業生並不困難，我也能使用相關語法找到想要的文

章，但在與 Librarian 討論的過程中，我發現到還是術業有專攻，Librarian 可以很有效率

且依照我們要的關鍵字找到相關文章，透過分工，我就可以將時間花在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

到最好，相較於台灣，在做研究的過程中可能什麼都自己要會，美國人就傾向有問題就找專

業的幫忙。 

 除了主要的研究，在這半年間學員參與了兩堂課程，第一堂為「護理品質及病人安全」，

此堂課程為 DNP 第二年學程課程，選擇這門課的理由為除了與研究主題相關外，該課程內容

與學員目前的工作息息相關、相當具有實務性，進修 DNP 的同學大多是在職進修，在聊天過

程中，我感受到他們的工作場域大多非常鼓勵護理師繼續進修，課程安排上此門課為實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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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混合的方式，也就是一個月只有一次實體課，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其他每週都有進度需

要自己去完成，有些是線上課程需參與，有些是小組專題報告需要討論及合作，線上課程部

分教材使用免費的 IHI(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這個網站內容不僅免費，

也相當充實，內容深入淺出，一步步教學員們如何進行品質改善，除了各種常見且實用的品

管工具介紹外，更強調溝通與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病安錯誤的發生很高的比例都是因為沒有

良好的溝通，這個網站回國工作後都還能繼續使用及自我學習，相當實用。 

 

(實用的 IHI 學習系統) 

上課過程中同學都會不斷的舉手發言、發表他們工作上的所見所聞，或是有任何的想法

就會直接表達，甚至有時候教授只是引導的角色，讓同學不斷的闡述下去，從同學們講話的

語氣及態度，我感覺到他們對於「提升護理品質」充滿信心，且具有責任感，覺得是工作的

一部分，這種自信感是我在台灣護理師中比較少感覺到的，也可能帶有中西文化的差異，亞

洲人通常較為保守，即使能力很好，也會謙虛退讓三分，美國人可能就不吝表現自我，對於

不確定的事物亦保持積極自信態度。 

 

(與護理學院的教職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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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堂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學會如何品質改善，學期最主要的一份報告教授要求要做一

個三循環的 PDCA，在期末上台報告分享，三個循環的 PDCA 要在一個學期內完成看似不可能，

教授強調是要我們學習如何見微知著，從小地方著手，不一定要是一個很大的專案，也不一

定要是臨床上的改變，可以從生活中或是工作的地方著手，因為我來到美國都是待在學校、

沒有到臨床工作，一開始我把這份專案想的太難，因為以前在台灣有做 QCC 及 PDCA 的經驗，

過程是要考慮很多面向，以為教授要我們在一個學期內做一份如此完善的專案，但我連接觸

臨床的機會都沒有，但再與教授及同學討論後，才知道教授要我們學習的是「方法」、如何找

到適當的工具，因此我專案的主題為「改善透過同儕支持改善國際學生的焦慮程度」，切合我

國際學生的身分，資料蒐集上也不會太困難，經過每次實體課時同組間互相討論進度，也給

了我不少建議，最後也如期將期末報告製作完成及上台報告。 

  

(課堂專案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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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最後一次期末報告後同組人員開心合影) 

 第二堂參與的課程為語文中心開辦之「學術英文應用」，為秋季學期每週一次的課程，透

過此堂課學習學術英文表達技巧，並有多次實際報告練習之機會，參與這堂課的學生其母語

皆非英文，有來自烏克蘭、德國、義大利、中國大陸、巴西等國家，過去我從來沒有用英文

進行學術報告的經驗，因此剛開始覺得十分緊張，怕無法勝任這堂課，但一切都覺得是多慮

的，課堂中老師會給予重點引導，但大多還是同學間舉手表達意見，氣氛十分輕鬆，在美國

上課幾乎沒辦法像在台灣上課一樣滑手機、打瞌睡，必須得要積極的參與課程，觀摩其他同

學間練習上台報告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模仿學習；這堂課是屬於另外收費的課程，原價需要美

金 1100 元，但我當時心中有一個想法，是不是可能有相關補助費用為因此便向我的指導教授

Dr. Tschannen 詢問，Dr. Tschannen 便再寫信詢問護理學院國際學生部門的負責人，果然這

筆學費便由學系補助支出，可能平時在亞洲文化會覺得問這種錢的事情比較不好意思，但在

美國，有什麼想法及意見，都可以直接提出來，並自己主動找到相關的人協助，大部分都可

以得到幫助。 

 

(學術英文應用課堂上進行學術報告) 

 除了參與正式課程外，亦參加學校開辦的英文會話圈，我的圈長是一位在密西根大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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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美國人，對於外國人來到美國會有的語言障礙及文化問題都很了解及包容，每週見面聊

天的主題圍繞在一些美國的流行用語、學校的相關文化等話題，也會一起玩桌遊，對我而言，

不僅是加強口說的好機會，也是結交新朋友及認識不同文化的好方法，在 11 月感恩節時邀請

所有圈員到家裡吃飯，並準備美國人所謂傳統的感恩節餐讓我們體驗，在餐桌上，圈長引導

大家在這個特別的節日裡面表達自己想要感謝的事情、感謝的對象，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還

是家人，謝謝家人幫我把狗狗照顧的這麼好，讓我能出國什麼都不用擔心，在這個異鄉，突

然對這個節日也很有感觸。 

   

(感恩節至美國人家一起用餐) 

 這次選擇來到密西根主要考量原因除了密西根大學位於安娜堡是美國宜居鄉村地區，治

安及生活環境是榜上有名的良好，也想到平時的旅遊較少來到中西部，因此能申請到密西根

大學並在安娜堡生活六個月是我這生中難忘的經驗，八月抵達安娜堡除了安頓學業外，把生

活規畫好也是一大重點，在美國沒有認識的親友，一切從零開始，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也住在

安娜堡附近的國防醫學院 N36 期湯玉英學姊，學姊知道我到美國來短修後，便邀請我吃飯，

分享了過去在芝加哥攻讀博士班的各種求學經驗，以及各種在美國生活要注意的事情，因為

我沒有自己的車，學姊便安排有空的時後載我到附近最大的城市底特律玩，以及參觀亨利福

特二世的豪宅，離鄉背井在外還有學姊各種無私地分享讓我非常感動，也是我一個人在國外

的最佳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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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湯學姊在亨利福特二世家合影) 

平時在台灣最大的興趣就是打橋牌，一直都很嚮往美國的 American Contract Bridge 

League（美國合約橋牌聯盟），也知道美國的橋牌比台灣盛行許多，因此來到這邊後，透過房

東給的資訊加上自己上網搜尋，找到了安娜堡老年活動中心有每週的橋牌活動及相關課程，

故每週一下午安排至老年活動中心打橋牌，每週大約有 20-30 位長輩前來切磋，他們年紀大

多介於 50-70 歲，過程中除了精進橋藝外，更是大量英文對話的時間，不僅要能熟悉橋牌相

關詞彙，還要能分享生活、了解相關時事，這個年紀的長輩對國家大事都有關注，還記得當

時八月正逢美國政治人物來訪台灣，去打橋牌時長輩聽到我來自台灣，每個人都興致勃勃的

問我想法；經過了半年一起打橋牌的時光後，與大家也都有一定的瞭解及熟悉感，我覺得能

用橋牌這個興趣與當地人互動，產生與安娜堡這塊土地的連結感動是難以完全用文字形容的。 

 

(到安娜堡老年活動中心進行以橋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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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很幸運的因為我的房東阿姨是密西根婦女會的前會長，房東叔叔是密西根大學的校

友，房東夫婦在密西根許多活動上皆有參與經營，在八月底開車載我一起去看青少年棒球比

賽，替來自台中中山國中的學生選手們加油，也邀請我一起去參加十月份僑學會慶祝雙十節

活動，過程中看見這些長期旅外密西根的人們透過這種重要的節慶活動聚在一起、增加凝聚

力，從中我也認識了多位婦女會、榮光會、台商會等長輩，其中最特別的是認識了一位國防

醫學院 M49 期的王大學長，學長知道我是學妹後，不僅邀請到家裡坐坐，還請吃了一頓豐盛

晚餐，讓我確實感受到在外有國防醫學院源遠流長的精神。 

 

(八月底正值台灣青少棒來密西根比賽，跟著房東一起去加油) 

   

(國慶日參加密西根僑學界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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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防醫學院 M49 期王大學長合影) 

 學校鼓勵學生多多參與藝文活動，每兩週可以選擇一場藝文活動免費換取票券參加，學

期間只要我剛好有空且有興趣的表演，都會盡量參與，學校最大的演藝廳 Hill Auditorium

時常有交響樂演出，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表演莫過於世界第一的交響樂團：柏林愛樂了，聽一

次現場的柏林愛樂可以說是畢生夢想，以前只能打開網路看影片，完全沒有想到這半年居然

有機會聽到現場演出，九月就看到他們要來安娜堡演出的消息，且學校合作賣學生票一張只

要美金 25 元，不到台幣一千塊的價錢可以聽到世界第一的交響樂團演出，真的是太幸運了，

讓我有個難忘的交響樂之夜。 

 

(柏林愛樂交響樂無疑是最值得的一場音樂會) 

 聖誕節及元旦是美國的一段的長假，在這兩個禮拜我也利用時間來了一趟公路旅行，從

密西根出發，一路往加州的方向前進，美國地幅遼闊，火車不發達，大多數人移動都是靠飛

機或是開車，飛機又無法好好細細的感受風景，因此我選擇開車旅遊，美國的這趟公路之旅

我沿途規劃了多個國家公園及知名景點旅遊，如總統山、惡地國家公園、洛磯山國家公園、

拱門國家公園、錫安國家公園等等，許多大自然的壯闊景色是台灣沒有的，到現在都還深植



第 16 頁，共 19 頁 

在我腦中，若干年後若還有機會到美國旅行，想再來一趟自駕公路之旅加上露營，探索這片

土地上更多美好的風景。 

 

(萬聖節去玩玉米田迷宮，覺得很新鮮) 

 

(一月時冰天雪地的密西根) 

三、 心得 

這次能順利出國、平安歸來，是我職涯生活中一件難以忘懷的事情，身為一個臨床護理

師、非教職、也非專門研究人員，有人會質疑是否真的有這個需要出國進修、護理工作不就

是那樣、有什麼好進修的，經過這半年，我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準備，出國進修不僅是對個人，

對整體的護理環境是有幫助的。 

從這次出國學習與體悟到，臨床工作與學術研究是需要結合且可以並行的，台灣的健保

制度享譽全世界，然而醫療環境不盡人意，尤其護理人員離職率及流動率高，工作繁雜、護

理專業度有待提升，身為臨床護理師的我，在台灣向別人說自己在加護病房工作，對方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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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的語氣表示「很辛苦吧，都在幫病人換尿布擦大便」，聽起來完全沒有護理專業度可言，

但反觀美國是個高度分工的國家，醫療工作亦是，護理師是個專業度極高的職業，當我去社

區打橋牌，向橋友介紹我是個台灣來的臨床護理師時，大家就會開始分享自己或是家人曾經

住院被護理師照顧的經驗，並表示尊重與感謝，或是對於我現在研究的主題感到興趣，我感

受到護理師在台灣及美國社會地位是有明顯不同的，在護理學校的基礎教育中，時時被灌輸

要有批判性思考的實證精神，以及有良好的護理知識、技能與態度，然而從何時開始，我們

也被臨床的繁雜事務及高負荷的護病比壓的喘不過氣，更難以回想起護理職業的真善美，有

時候也在工作上累到無力去反駁社會上對於護理師就是高級看護之名；經過這次短修，我覺

得改變環境的第一步從人員教育做起，建議有碩士學位、有研究經驗者或是護理主管職，可

以試著走出舒適圈，申請出國短修或是學位進修，以拓展視野及增加國際觀，雖然國土環境

不同、不能將政策及心態完全模仿，但未來可借鏡及適度調整，以當下的護理人力而言，全

時進修看似讓單位的人力減少，但以長遠規畫而言，護理人員進修是提升台灣護理環境的重

要方式之一。 

從這次的短修過程中，也讓我重新思考從事護理工作的真諦，以及思考如何讓自己在這

份工作上保有熱忱；在旁聽護理專業課程的同時，我可以感覺到同學們都是為了想要學習知

識或是提升自己臨床工作能力而來學校讀書，不是只有為了取得工作上更高的職位而來，在

台灣，平時的臨床工作忙碌，不僅消耗體力更是磨人心智，職業倦怠容易讓人選擇「工作就

好」而忽略了學習帶來的快樂，然而透過不斷在熟悉的領域中學習新知及探索未知，是保持

工作熱忱的其中一個好方法，這次有機會來到密西根大學、重新當一個全職學生，與身旁的

同學互動及聊天讓我重新感受到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間更是讓人猝不及防的東西，

有時候一個晃眼就過去了，勉勵也想要精進自己的人，現在就開始充實自我，尤其是英文能

力，無法一步登天，必須靠持之以恆的學習，相信對維持工作熱忱是有幫助的。 

半年的短修時間過得相當快，不論以做研究的角度或是學習一項專業技能而言都不是很

夠，因此從擬訂研究時就跟 Dr. Tschannen 溝通好，半年返國後就透過線上開會討論繼續合

作，但老實說人與人見面還是比較有溫度，期待未來還能有機會出國拜訪 Dr. Tschannen，

返國後我與教授仍維持兩週一次的線上開會討論，會持續到研究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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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親愛的導師 Dr. Tschannen 合影) 

密西根四季分明，我在酷熱的夏天來訪、嚴寒的冬天離開，雖然沒能完整的過完一年，

能見到景色截然不同的三季也已經感到滿足，美麗的密西根大學校園景色深植我心，有這機

會來到這進行學術合作是我的榮幸，也期待未來哪一天能夠再來訪。 

 

(趁著夏天的尾巴，到安娜堡 Huron River 泛舟享受最後的陽光) 

   

(號稱是「哈利波特圖書館」位於密西根大學法學院及中校區的中央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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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一)密西根大學護理學院歡迎來自各國的訪問學者，學校網頁上資訊充足且教職人員友善，

建議下次護理同仁出國短修可優先考量。 

(二)美國的消費水平高出台灣許多，須先評估當地花費，提早籌備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