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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倫理個人心得報告 

 

醫學倫理對案例的反思心得 

首先，醫師還真的是不好當啊。醫師在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小心翼翼，只要一

疏忽就會帶來嚴重的后果。所以醫師在從事與醫療相關的事情時必須時時刻刻保

持清醒的腦袋，表現出最佳的狀態面對病人。只要是小心從事并盡好自己的責任

都能將醫療糾紛的發生降到最低。 

除了在案例里學習到了同理心這部分，我也發現醫生和病人的人際溝通與互動也

是很重要的環節。許多醫療糾紛的發生都是因為彼此在溝通上出現了問題，所以

良好的醫病溝通技巧能促進雙方（醫師和病人）的了解及協助溝通目的的達成。 

 

由醫師立場的省思、同理心、心得 

這個案例會有醫療糾紛的發生，是因為病人及其家屬不滿醫師做出錯誤的診

斷，也就是針對誤診的部份。在這里，醫師必須為醫療糾紛的發生而從新思考自

己在這過程中是否有哪些疏失或做得不夠完善的地方，或自己有應該注意而忽略

的過程。 

在解決醫療糾紛面臨病人的過程中，醫師應該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一面，靜下心

來仔細聆聽病人的發言。無論是否有過錯，醫師都必須對病人及其家屬致上一個

最真誠的歉意，讓他們的心情都能稍微緩和些，再來慢慢協商。很多時候，醫師

高尚又傲慢的態度將會決定了醫療糾紛是否能圓滿的和解。 

醫師應該以病人為主體，站在有利于“他”的原則之下，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

做一切最好的治療，而不是一再強調及捍衛自己身為醫師的立場，辯護自己在為

病人做治療的過程中并沒有任何的醫療疏失。其實，這樣只會讓病人的情緒更加

激動，到頭來反而讓場面失控，問題還是無法解決。 

“秀才（醫師）遇見兵（普通百姓），有理說不清”的觀念并不能套用在解決醫

療糾紛的案子上。無可否認的，醫師和一般的普羅大眾所受到的教育方式、所經

過的人生歷練、醫師之間的專業語言表達方式都和一般民眾有很大的差別，可是

并不能因為如此就把很多事情（包括病情、治療方式等等）給掩蓋住，抱著一種

“我說了病人也無法理解”的態度。要知道，諸多醫療糾紛的發生都是由于醫師

對病人解釋不清、不夠詳細又或者含糊草率地將一切事情帶過才會引發一系列后

續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人際溝通技巧是身為每一位醫師都必須掌握好的。 

雖然說，醫師并不是萬能的，可是在普羅大眾的眼里，醫師確實是一位杰出的角

色，因為醫師的雙手能改變病人的“命運”-延長病人的生命。所以醫師在這專

業的職業領域里決不能輕易發生任何的差錯。身為一名醫師，就必須時時刻刻保

持警惕，做任何事情都務必謹慎小心，抱著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態度。除此之外，

也要好好掌握好 6 大醫學倫理原則，盡自己的一切努力幫助病人解決他的痛楚。 



 

對于案例中由病人立場的省思、同理心、心得 

在省思的部分，病人需自我反省當初并沒有遵照醫師的指示去婦產科做檢

查。病人應該了解醫師這份職業的辛苦。在病人以“我”為出發點的同時，即希

望“我”能得到最好的治療，醫師卻必須時時刻刻為病人服務，以“病人”為主

體，站在他的立場去著想。 

病人是因為生病才會前來覓求醫師專業知識的協助，所以肯定會處于焦慮、

急躁、困惑、不確定的情形。這時候，病人更希望醫師能細心的傾聽他的聲音，

了解他的病情并幫助他做最好的治療。 

至于同理心的部分，病人會了解到醫師當初確實有認真為她做診。醫師有關

心她的病情，才會提醒她去婦產科做進一步的檢查比較好。 

 

運用微觀錄影方式進行案例演練學習方式的心得 

我們以前都沒嘗詴過去演醫療糾紛的個案。老實說，演過之后印象就會非常

深刻。倘若今天只是寄交報告而不需演練，則在這當中我們所要學習到的東西-

即同理心和醫學倫理的原則可能就不會這么多。畢竟很多事情要親身體驗才能感

觸良多，尤其是在大一當我們面對醫療糾紛的事情還是一知半解的時候，這種學

習能很快的上手。為了案例的演練，同學們都聚在一起討論要以怎樣的方式才能

更確切的向觀眾表達我們所要呈現的畫面，在這當兒就觸發了我們有許多思想上

的交流。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看法與注解，所以同學們都會借此機會互相學習并

仔細聆聽他人寶貴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