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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災害發生日益增長。本文對災害護理教育近 20 年發展現狀和緊迫性進行了回顧。文獻研究發現在災害管理及災害護理發展等

領域，災前防災、減災和備災常常忽略，尤其護理教育課程設置中針對災害相關的內容缺乏系統性教學。災害護理課程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

面的學習 :1）災害醫學和災害護理概念；2）災害綜合性管理原則；3）將“備災”概念融入到現有護理教育課程。

【關鍵詞】　災害護理教育　災害管理原則　備災

Disaster nurs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Si Jian Li1*

[Abstract] Disaster incidents are increasing.  Disaster nurs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necessary. Studies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nursing have shown that the aspects of prevention/mitigation and preparedness have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nurs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re is 

lack of contents in introducing disaster terminology and fundamentals in a systematic way.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should be addressed: 1) concepts 

of disaster medicine and disaster nursing; 2) disaster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3)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into the existing 

nursing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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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自 1950 年以來，全球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

強度與規模正呈現日益增長的趨勢 (Guha-Sapir, 

Hoyaois, & Below, 2015)。著名災害護理學教育者  

薇尼瑪 (Veenema) 於 2006 年對美國災害護理教育做

出回顧，她指出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由於 2001 年

“9.11＂世貿特大恐怖襲擊事件，打破了傳統意義

上美國政府和軍隊一直扮演防恐、保護國家安全的

絕對主導地位，開始重新審視醫療衛生系統、將從

事公共衛生和醫療護理工作人員也納入到保障國家

安全系統的重要力量之一，由此美國社會開始推行

不同層次、不同學科、不同區域與災害領域相關的

培訓和教育，將災害管理教育和培訓如何融合到災

害護理教育等方面提到一個新的地位。尤其對可能

遭受的生物、化學恐怖襲擊為主要風險的備災教育

與培訓成為最為重要的任務之一。本科護理學教育

災害課程不斷拓展，災害護理學專業的研究生教育

也得到了快速發展。

1.1　 國外災害護理教育發展

羅徹斯特大學護理學院於 2005 年率先開展兩年制

災害護理備災碩士課程。在美國有多所護理學院開

辦了網上文憑課程，如喬治華盛頓大學，科羅拉多州

社區學院，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阿德菲大

學和範德比爾特大學開設了課堂文憑課程；哥倫比

亞大學開設了專科課程；而傑克遜維爾州立大學和

範德比爾特大學則開始了公共衛生管理碩士課程，

範德比爾特大學同時還開設了針對緊急應對政策和

協調的公共政策和管理的博士課程。

美國各大學災害課程的設計，雖然長短、要求、

強度及所授予的學位存在差異，災害發生的不同時

期其側重點也各不相同，但災害管理的原則和方法

保持不變。如有些課程主要關注災害發生前制訂預

案計畫和準備的重要性，有些卻將重點放在災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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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各個環節、系統內人員之間的分工及合作等；

哥倫比亞大學、傑克遜維爾州立大學、範德比爾特

大學將災害課程的重點放在災害事件的分析、評估、

和管理。卡拉羅都社區大學、德雷克塞爾大學、圖

羅國際大學將災害課程的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的管理

和領袖才能，卡普蘭大學 、聖路易士大學將災害課

程的重點放在大規模傷亡事件、恐怖襲擊。另外，

喬治華盛頓大學涵蓋的災害護理課程最為廣泛，從

突發情況下提供醫療服務法律到反恐應對。2005年，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和阿德爾菲兩所大學已開設向

在職護士的災害管理和應對課程。 

除美國外，世界其他國家的災害護理學教育也

出現類似的發展趨勢。如伊斯坦布爾大學、哈達薩

赫布林大學及西印度群島大學已經將災害教育納入

課程設置。英國的格拉摩根威爾氏大學、愛爾蘭阿

爾斯特大學在這一專業領域也開設了相應課程。這

兩所大學與芬蘭的漢姆理工大學合作在網上開設教

學平臺，以發展在不同國家以及為各不同學科專業

提供減災、備災的碩士學位課程、專科文憑學位課

程，同時利用暑期將護理學專業學生集中起來，以

提供模擬災害和實地情景下的學習和生存訓練，提

高學生對現場災害風險評估、計畫、分析、解決問

題的能力，最終能發揮出明智的領導力和決策力。

1.2 　中國及香港災害護理教育發展

亞洲作為世界上自然災害發生最頻繁的地區，

中國又是其中自然災害最頻發的國家。近年地震

在中國帶來的人員傷亡尤其嚴重，如舉世共睹的

2008 年汶川地震、2010 年玉樹地震、2012 年雲南

地震、2017 年四川九寨溝地震等。中國在經歷了

2008 年特大地震災害後，四川政府在香港特區政

府和香港賽馬會支持下，於 2013 年 9 月建立了全

球首個四川大學 - 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與管理學

院 (SCU-PolyU Institute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construction)，迄今為止、災害護理碩士研究生教

育 (Master of Science in Disaster Nursing) 成為該學院

四個重點發展學科之一，截止 2017 年底已有 55 名

災害護理碩士生畢業，目前 40 名在校生也將于 2019

年畢業，實現了中國災害護理高等教育零的突破。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還積極參與發展和建設

災害護理的本科生課程，早在 2009 年 7 月暑期，

在四川成都與四川大學華西護理學院合作率先推出

“災害護理學導論＂暑期課程，得到了內地 80 多所

護理院校的積極回應，主要對象來自全國不同省市，

包括香港、澳門、台灣地區 120 名護理學專業學生和護

理教師，並對課程效果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評價。隨後

於 2012 年又先後開設 2 門針對全校本科生通識選修

科目：災害及全球健康面臨挑戰 (Disaster and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和災害抗逆力 (Disaster Resilience) 。

該科目自開設以來、得到全校本科生的踴躍報名。

不僅在對學生災害意識和能力方面得以提高，同時

也使災害護理師資力量得到很大的發展。

2.　災害護理教育課程設置

根據筆者從事災害護理教育的經驗和對過去 20年

災害護理領域文獻回顧，以下將從三個方面進行探

討災害護理教育課程設置：災害醫學與災害護理概

念，其次圍繞災害護理課程設置應遵循災害綜合性

管理原則，最後災害護理課程設置中、如何做好優

先發展科目的選擇，如備災，以協助從事災害護理

教育者理解和應用。　

2.1　災害醫學和災害護理概念

災害醫學關注災害發生時、人群所面臨的健

康、醫療和精神心理問題；災害醫學是醫療實踐體

系，它主要與急診醫學和公共衛生學科相關的學科 

(Hogan & Burstein, 2017)。與災害醫學一樣，災害護

理也是以災害護理實踐為導向，重點解決社區人群、

家庭和個體在災害發生的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健康

有關的問題，以現存護理教育課程設置內容為基礎

科目，如健康評估、社區護理、預防醫學及流行病

學管理、急救護理、康復護理、和精神心理護理等，

同時適當增加和拓展與災害健康管理有關的內容作

為專科科目 (Speciality subjects)（根據本地區需要做

出選擇），如防災減災管理、備災、災害公共衛生

和醫療應對、災後重建、災害精神心理急救等，災

害護理課程設置實例（表 1、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

院本科及研究生課程內容舉例）、及相關的教學資源

（見附錄）。

2.2　災害綜合性管理原則

在面對和處置重大事件或災害情況，全球各國

（如美國、澳大利亞）先後提出 5 項基本原則，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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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綜合性管理原則 (Th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多部門或跨部門綜合管理原則 (The All Agencies 

or Integrated Approach)，多災種管理原則 (The All 

Hazards Approach)，社會動員管理原則 (The Prepared 

Community Approach) ( 李斯儉，2014)。其中綜合性

管理原則是目前全球採用最為普遍的方法之一，因

它既能從災害管理的政策制定由上而下的水準，又能

從災害管理工作的具體實踐由下而上的方向，使得

災害管理過程、在不同階段的工作重點和具體任務

能彼此融合和相互溝通，故該原則又稱之為 PPRR

模式，即防災 / 減災 (Prevention/Mitigation)、備災

(Preparedness)、救災 (Response) 和重建 (Recovery/

Rehabilitation)。 各 個 階 段 含 義 包 括 災 前 (pre-

disaster):1) 防災 / 減災重點就在預防或減少致災因

子造成的損失；2) 備災重點在於做出備災計畫及一

旦緊急事件發生時如何啟動不同水準的回應機制，    

以確保個人、家庭和社區做出適當的應對決策；    

災時 (during disaster) 重點在於一旦緊急事件或災害

發生，各級系統（如醫院、社區）可以做出迅速而

有效的反應 / 應對，以確保安全、減少人員傷亡和

財產損失；災後 (post-disaster) 受影響的社區和居民

能儘快地恢復到原有的正常生活次序，並能在其恢

復基礎上、使得重建設施和居民的生活品質達到更

佳的水準。世界衛生組織（2013）提出目前現有的

醫療衛生系統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由傳統、

單純地只重視救災工作，朝向更加積極和主動的備

災方向發展，這也是聯合國山代框架（2015）提出

未來 15 年 (2015-2030) 全球防災減災備災發展規劃

中五個優先發展行動之一。災害護理教育和培訓的

核心是不僅培養護理人員在災害發生時發揮有效的

應對和救災任務，更重要的是培養護理人員在社區

做好防災減災備災，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目標，最

終為建設安全社區及增強社區抵禦災害的能力發揮

作用，故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護理學會於 2009 年提

出災害護理能力培養提出 9 個核心能力的要求。

2.3　備災在災害護理教育中扮演不可缺少的作用

美國傑出的政治家和科學家班傑明•富蘭克林曾

經說過：如果你不計畫，你就準備失敗！國際護士

理事會于 2009 年災害護士能力框架中指出，由於護

士佔據醫療衛生系統內人數最多，參與災害救援工

作數量也最為龐大，如果護士能得到良好的災害護

理教育和培訓，他們就能在醫療系統內發揮積極而

有效的作用，因為他們不僅能更有效地救治災害帶

來的人員傷亡，而且還能有效地解決資源匱乏帶來

的諸多問題，如積極做好救災物品的準備、協調、

分配，及人力資源的調配和管理等重要工作。因此

如何將“備災＂概念和內容融入到現存的護理教育

課程設置之中顯得尤為重要，如在“澳門 8•23 風

災事件解析與啟示＂一文中作者所提到的以澳門鏡

湖護理學院為例，院校師生自發組織、參與救援和

災後重建工作，如為脆弱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

（水、食品分發等）、社區衛生環境管理、身體和

心理健康評估和指導等，但本次風災暴露出比較突

出的問題表現為：一是社區內基礎設施、危機應對

宣傳和標識是否到位，如停車場內排水系統是否暢

通、逃生門或逃生出口、逃生路線、逃生標識等是

否健全或清晰可見；二是居民個人和家庭的自我防

範意識和自我救助能力水準，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

Ready 框架要求每個個人和家庭在災害來臨之前必

須做好三件重要的事情，以保證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安全，第一做好備災計畫 (make a plan)、第二準備

維持 72 小時的維生包 (get a kit)、第三提高災情警覺 

(be aware) ，如熟悉你所居住的社區最常發生災害的

類型及風險的大小，如居家範圍內對火災、風災風

險的評估，並時時透過電臺、電視等獲取相關資訊

的能力等 ( 李斯儉，2017)。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1998, 2007）提出｀備災´

指引框架，內容包括 : 1）致災因數、風險及脆弱性

評估；2）應對機制和對策；3）備災計畫 / 預案；4）

協調與溝通；5）資訊管理；6）預警系統；7）資源

利用；8）公眾教育、培訓及演習；9）社區備災。

以上內容的含義見學習資源（附件 2）。

以上 9 個方面內容，如何將其融入“社會動員＂

管理理念和原則當中，這將是未來擺在從事災害管

理和教育工作者肩上的重要任務，它也是目前聯合

國防災減災署未來 15 年優先行動之一，它強調傳統

以來以“政府＂為主導管理模式應朝向以“社區＂

為基礎、以社區人人參與的模式方向轉移，其結果

它能使得社區、乃至全社會力量得以提升，並完善

國家、地區的整體備災能力，從而大大增強政府與

非政府資源之間的相互協調、溝通與合作，調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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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人參與、共同發揮力量，實現共贏、共建美

好家園的局面。由此可見，如果護理教育者、護理

管理者不僅需要做好護理隊伍自身的備災教育（大

學內正規）和培訓（在職）的課程規劃，而且還應

該鼓勵更多護生、尤其在社區工作的護理人員，積

極主動地走進社區、擔當並成為社區居民備災知識

的培訓者、宣傳者和教育者。

3.　總結

本文回顧近 20 年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災害護理

教育發展，以及回顧自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後中國內地

與香港災害護理教育相互合作與發展。並對災害護理

教育課程設置進行初步探討。

表 1　災害護理教育能力課程設置實例

科目及內容 社區 健康管理 ( 脆弱人群 ) 社區評估、健康管理（家庭、個人）

災害導論ａ

　背景（全球） ＋＋＋ ＋＋＋ ＋

　災害類型（自然災害、人為災害、複合型災害） ＋＋ ＋＋ ＋

　災害風險、脆弱性分享 ＋＋＋ ＋＋＋ ＋＋

　災害管理原則 ＋＋ ＋＋ ＋

　災害管理系統 ( 不同國家、地區 - 香港特別行政  

   區、四川省、成都市 )

＋＋ ＋＋ ＋

　抗逆力 ( 個體面對不同情景、應對 / 抵禦能力 ) ＋＋ ＋＋ ＋＋＋

　災害管理週期 ＋＋ ＋＋ ＋

災前 b

　防災 / 減災 ＋＋ ＋＋ ＋＋＋

　備災 ＋＋ ＋＋ ＋＋＋

災時 b

　醫療、公共衛生應對 ＋＋ ＋＋ ＋＋＋

　災害精神心理健康與急救 ＋＋ ＋＋ ＋＋＋

災後 b

　災後重建與康復 ＋＋ ＋＋ ＋＋＋

注 : a. 以每個科目 2-3 學分“災害導論 Introduction to a Disaster＂ 科目為例，40 個小時，其中 20 小時課堂內完成；20 小時完成社區實踐 /

科研專案（如社區風險評估專案、惡劣環境下個體生存 / 抗逆力）；對象：香港理工大學所有在校本科生（名額 40 人）；b. 香港理工大

學 護理學院 災害護理研究生課程設置 ; 對象：香港理工大學 護理學院 面向內地所有具有工作經驗的在職護士（名額 40 人）；學制：2 年、

兼職；學分：30 分；學位：授予香港理工大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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