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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課程內容主要以這四個醫病溝通模式來作講解與討論：

S,   Supportive environment :
要創造⽀持性環境
H,   How to deliver the bad news :
建⽴傳遞壞消息的⽅式
A,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提供病⼈或家屬額外必要的資訊
R & E,   Reassurance and Emotional support :
提供保證與情緒的⽀持

病情告知 SHARE model

L (Listen) :
表⽰在醫病滿通的時候，我們要仔細傾聽病
⼈所說的話。
E (Explain):
傾聽後經專業判斷後對於病⼈做出解釋。
A (Acknowledge) :
當然病⼈對於醫師的解釋，因其内⼼仍有不
安或疑慮，未必會照單全收，此時我們要同
理病⼈所說的話。
R (Recommend) :
雖然同理病⼈所說的,但因醫療有其專業，
我們仍會依其專業對病⼈做出專業的建議。
N (Negotiate) :
最後，最重要的步驟，就是針對醫病之間的
歧異性，則必須透過協商完成，在不違反
正義原則以及不過度耗⽤健保資源的情形
下，使醫師專業裁量與病⼈的⾃主性達成平
衡，則成為醫病满通的藝術。

醫病溝通 LEARN model

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 3 talk model
團隊會談 Team Talk:
強調病⼈是最了解⾃⼰的⼈，與醫療專家，都必須
成為決策團隊的⼀份⼦。
選擇會談 Option Talk:
列出選項，說明可能之選項（探索偏好項⽬)，優
缺點分析，提供病⼈決策所需之⽀援。
決定會談 Decision Talk:
聚焦於偏好，引導瞭解偏好，達成決定，提供回顧

病情告知 SPIKES model
S (Setting) :
找到適合病情告知的環境。
P (Perception):
要了解病⼈或家屬已經知道多少
I (Initiation) :
要知道病⼈或家屬對於壞消息想要知道多少。
K (Knowledge) :
在了解病⼈或家屬已知道多少以及想知道多少的
情形下，將病情告知病⼈。
或家屬
E (Empathy) :
病⼈或家屬，即便有預期，在接收到壞消息後⼼情必
有所起伏，此時就必須善⽤同理⼼，以開放式的⾔語
溝通模式，探求相關原因。
S (Strategy) :
將病情摘要,並擬定治療及追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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