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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曾急何時？

•學習目標：認識「緊急醫療」的意義

•學習內涵：辨別不同「急」的字彙，思索

急診命名所存在「緊急醫療」的意義。

•活動內容：透過完成「曾急何時？」學習

單，讓學生初步認識急診名詞定義。

•所需物品：學習單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5-20分鐘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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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
急診

急

心 著 緊 危

性 迫猴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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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主要在搶救生命危急的病人、在短時
間內處理緊急的醫療狀況，因此，急診有以下
特點：
1.急診不分先來後到，只有緩急之分

優先處理病情較嚴重的人，如果是猝死或
是瀕臨死亡的患者會馬上送入重症急救室，
接著依照病情較嚴重的病人優先處理，若
是生命跡象穩定、不會馬上危及生命的情
況會最後看診，所以有可能在急診的等候
時間需要1-2個小時，比門診還久唷！

2.急診開藥有限制
急診藥局與門診藥局是分開來的，通常急
診藥局只具備急診所需的藥品，且也有限
制開藥量，所以普通病人至急診看診可能
會出現藥品不足、藥量不夠的情況，若要
使疾病獲得有效的治療，可能還需要再去
一次門診，取得足夠的藥量。

普通病人至急診看診不一定能夠得到有效
的救治，並且加重急診醫師的工作負擔，最嚴
重的是會佔用真正極需要緊急救治病人的急診
資源。

💡什麼是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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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門診急診大不同

•學習目標：辨別急診與門診的差異

•學習內涵：將急診與門診相關情境作簡單

分類，藉以初步識別急診與門診大致差異。

•活動內容：透過完成學習單，讓學生認識

急診與門診的差異何在。

•所需物品：學習單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5-10分鐘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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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感冒、沒有危及
到生命的身體不適、
身體檢查等…

救治有立即生命危險，
或緊急需要即刻處置
的病人

依掛號順序看診 優先救治較緊急、病
情較嚴重之病人

基層診所林立，且一
間醫院就有數種門診，
數量較多

僅有特定層級醫院方
設立急診，數量較少

因門診處置一般輕症、
慢症為主，故其醫療
費用與部分負擔相較
於急診花費低

因急診處置急症、重
症為主，為有助醫療
效率也設有檢查儀器
與精密急救儀器等高
成本設備，故其醫療
費用與部分負擔相較
於門診花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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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需要急診嗎？

•學習目標：辨別危及生命需要急診的情況

•學習內涵：判斷各種病症是否達到需要使

用急診的危急程度。

•活動內容：

1. 將需要急診與不需要急診的24張情境做
成貼紙或牌卡。

2. 請學生挑選16張認為需要的急診情境貼
在4*4的方格中。

3. 由老師隨機公布出清單中需要急診的情
境，最先完成3條連線者獲勝。

•所需物品：學習單或紙板

•輔助口號：胸痛急喘叫不醒，

歪斜變形流不止。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5-20分鐘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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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急診的情境：

1.休克
2.窒息
4.昏迷

5.癲癇

7.性侵害

8.斷手斷腳
9.溺水不醒

10.中風

13.體溫失調

14.大出血

15.心跳停止

17.心肌梗塞

20.胸口中彈

21.急性胸痛

22.呼吸衰竭

24.強酸濺傷

以上請在賓果遊戲時，
任選順序逐項公布。

不需要急診的情境：

3.流鼻水

6.拿藥

11.咳嗽

12.蛀牙

16.拆線換藥

18.健康檢查

19.擦傷破皮

23.蚊子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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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所該處理的病人，應該是那些病況危急須
要緊急治療的病人。但是，站在醫者仁心的立場，
臺灣的急診並不會阻止輕症民眾前來就醫，因此，
有些人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中，開始對急診醫療有了
「我願意多花點錢馬上看（急診應該是快速診）」、
「白天上班上課很忙，晚上再去24小時開放的急診
看病就好（把急診當24小時門診）」等等的迷思。

若歸類應該使用急診的情境，大致可以分作下
列三種：

1. 生命瀕危症狀
患者心搏停止、呼吸停止、血行動力

停止造成膚色轉深、劇烈胸痛、持續嚴重
心律失常、嚴重呼吸困難、重傷出血、意
識喪失，及休克等情況。

2. 嚴重突發狀況
突發性劇烈頭、胸、腹痛；大面積傷

燙傷；嚴重骨折；溺水、電擊、中毒意外；
兒童高熱；性侵害等。

3. 有嚴重病史者併發急性症狀者
有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史者，出現

血壓異常、胸悶痛、盜汗、活動困難，甚
至昏厥時；有嚴重影響呼吸的疾病者，如：
氣喘、癲癇患者病發時，經藥物不能緩解
等情況。

💡我需要急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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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急診紅綠燈

•學習目標：分級生活中常見病情症狀

•學習內涵：分級常見病情輕重緩急程度。

•活動內容：透過學習單或推水瓶遊戲，讓

學生加強記憶需要使用急診的情境。

1. 清空長桌桌面，並將桌面區分為5個區域。

2. 老師隨機唸出學習單中病症，學生判斷
符合該病情的區域，並將寶特瓶推入之
方可得分。

•所需物品：寶特瓶、彩色膠帶、長桌

•玩法改良：滑硬幣、彈桌球與玻璃杯、投

籃遊戲（投進3個不同顏色的籃框）…等。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0-15分鐘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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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肚子

便祕

中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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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紅 黃

1. 心跳停止
2. 窒息
3. 溺水昏迷
4. 化學物濺傷
眼睛

5. 食物中毒
6. 中風
7. 嚴重內出血
8. 呼吸衰竭
9. 失去意識

1. 蛀牙
2. 健康檢查
3. 眼睛乾癢
4. 被狗咬小腿
5. 拆線換藥
6. 拉肚子
7. 便祕
8. 手臂莫名瘀腫
9. 中耳炎

1. 蚊子叮咬
2. 紙割傷手指
3. 手掌小擦傷
4. 摳破青春痘

註：本表僅供參考，實際需視劇情描述嚴重度
增減，而決定就醫與否、門急診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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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家來找碴

•學習目標：找出錯誤的急診就醫行為

•學習內涵：判斷各種病症是否達到需要使

用急診的危急程度。

•活動內容：於急診模擬圖片中，找出錯誤

的行爲，並解釋、更正。

1. 請學生(中低年級則可師生一起)於圖片中
找出錯誤的行為，並說出為什麼。

2. 請學生練習若發生此情況，自己會做出什
麼行動。

•所需物品：學習單 急診圖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5-20分鐘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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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8

9

7

發燒、呼吸正常，但吵著要看診掛點滴，
認為到急診就是要打點滴，才會好得快。
藥吃完了，認為到急診室拿藥會比較快，
但急診室不應該是拿藥的地方！
救護車不是醫院接駁車！而且健康檢查應
在門診掛號排程，而非貪快佔用急診。
急診室常有民眾想說「反正都來了，要求
順便一起看病、檢查」等濫用急診的情形。
感冒流鼻水，這類輕症應該前往門診進行
治療，而非佔用急診。
醫療暴力是嚴重犯法行為！

3

4

7

8

9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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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進急的巨人

•學習目標：認識急診的基本就醫流程

•學習內涵：運用學習單提示選項，認識急

診的基本就醫流程順序。

•活動內容：透過完成學習單，讓學生認識

急診就醫流程。

•所需物品：學習單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5-10分鐘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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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傷分類站

依檢傷級數安排看診

掛號櫃台

看診後各項醫療處置

出院/住院

結帳、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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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急診Online

•學習目標：認識病情危急程度在專業檢傷
上分成五級，應遵從醫護人員指示。

•學習內涵：認識檢傷分成五級，並願意配
合醫療專業人員指示依序就醫。

•活動內容：先由學習單初步知悉檢傷分級
制度共分五種等級，透過舉旗遊戲，聽從
教師指揮，正確執行動作者得分。

1. 場地清空，學生分5人一組列隊上臺遊戲。

2. 準備10支(旗上寫數字1-5各二支，代表五
種不同檢傷級別病人)，隨機分予上臺者
雙手各持一支旗，

3. 解釋指令後，10支旗子皆放下開始遊戲。

4. 由教師發令(請參考次頁)，學生遵從指令，
由全班檢視雙手皆做出正確的動作者得分。

•所需物品：學習單、十支檢傷旗子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0-15分鐘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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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Online參考

【指令說明】

教師請先布達指令給學生知悉：

「進來」＝舉起

「不要」＝放下

「乖乖」＝不動

【遊戲開始】可每回合依序往下唸(僅供參考)

1. 一級先進來，二級再進來，

三級五級乖乖排，二級先進來。

2. 四級先進來，五級再進來，

一級搶救無效送出去，四級乖乖排。

3. 四級跑出去，一級先進來，

三級只好先出去，五級乖乖排。

4. 五級跑出去，三級先進來，

二級搶救無效送出去，四級再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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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五級檢傷

1第 級

2第 級

3第 級

4第 級

5第 級

可能
等候時間

病情
輕重緩急

檢傷分類
定義

復
甦
急
救

危

急

緊

急

次
緊
急

非
緊
急

立
刻
急
救

10

分鐘

30

分鐘

60

分鐘

120

分鐘

病況危急、生命或肢體需
立即處置。

潛在性危及生命、肢體及
器官功能狀況，需快速控
制與處置。

病況有機會惡化，伴隨明
顯不適症狀，影響日常活
動。

可能是慢性病急性發作，
或某些疾病之合併症狀相
關。

非緊急病況，需做鑑別性
診斷或轉介門診。

對應學生的學習單而言，病魔的生命力即代表到急診
可能等候時間（或視為病人的健康程度），而經驗值則是
代表該檢傷分級建議送急診的程度，故檢傷處理順序應是：
第一級(Level 1)→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第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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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竿長莫急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5-20分鐘

•學習目標：強化正確使用急診觀念。

•學習內涵：運用宣導標語幫助記憶，融入
如何正確使用急診資源的觀念。

•活動內容：透過釣竿釣起鋁罐(拉環)，回
答問題，正確即可得分，玩法可參考如下，
【玩法一】上句貼鋁罐外，下句寫上冰棒棍
放入鋁罐，釣起鋁罐先答出下句後，倒出冰
棒棍核對正確無誤即得分。

【玩法二】上下句共14句分別貼鋁罐外，一
次限時30秒，需釣起對應上下句者得分。

【玩法三】上句寫在冰棒棍給玩家抽選，再
依冰棒棍上句釣起貼有對應下句鋁罐者得分。

•所需物品：自製釣竿、鋁罐、冰棒棍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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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生活‧ ‧而是快掛掉先看

尊重醫護專業‧

Emergency ‧

急診資源很有限‧

急診不是先掛號先看‧

珍惜急診守望相助‧

在急診室吼叫‧

‧濫用急診全民皆輸

‧救命救急第一線

‧疾病遠離我

‧一滿就慘兮兮

‧只會更壞不會更快

‧聽從檢傷分配

下面有7個不同的珍惜急診資源宣導標語，
請你將正確的上下句連在一起吧！

38





40



41



3-1急急可危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5-20分鐘

•學習目標：養成避免濫用急診資源的精神。

•學習內涵：體會濫用急診資源將導致不可
挽回局面的後果。

•活動內容：
1. 紙杯裝水，將衛生紙平鋪杯口，套上橡皮

筋固定，並於中央放置硬幣，點燃線香

2. 學生輪流抽取情境卡，並依卡片指示用線
香在硬幣邊緣的衛生紙，戳對應數量的洞

3. 硬幣掉落代表急診資源耗盡，遊戲結束

•所需物品：紙杯、衛生紙、橡皮筋、硬幣、
打火機、線香、情境指示卡

•備註：
1. 請在成人指示下用火，並注意安全。

2. 或用滴管讓衛生紙吸水，待撐不住硬幣重
量(可能要換重一點的硬幣)而破裂的方式
取代線香戳衛生紙。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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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指示卡參考清單：
(越錯誤的行為戳越多下，正確的行為不用戳)

劇情內容 戳洞數量

毆打護理人員 2

阿嬤疼孫，蚊子叮掛急診 1

檢傷後在等候區耐心等候 0

咳嗽到門診就醫，不佔用急診 0

職業病患，拗急診駐留索取保險 1

到急診要求健康檢查 1

白天上班，晚上掛急診看感冒 1

不耐等候，一直催促醫護人員 1

突然休克，緊急送急診治療 0

慢性病藥吃完，來急診拿藥 1

醉漢跑進急診砸東西、儀器 2

看病停車佔用急診救護車暫留區 2

家屬放任孩子在急診室狂奔玩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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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急中生字

時機
■課堂教學
■團體活動
□遊戲關卡

時間

15-20分鐘

•學習目標：倡議珍惜急診資源的精神理念。

•學習內涵：發想珍惜急診資源宣導標語，

藉由標語倡議其精神與理念。

•活動內容：

1. 請學生設想並於格子中，填入與珍惜急診

資源相關之宣導標語。

2. 教師可自由發想填字空格之數量、位置，

或其他創意玩法，如：加入標點符號、加

入指定詞語等。

•所需物品：填字用紙、筆

對象
□中低年級
■中高年級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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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嚴重打急
補充資料：救災專線119/112的差別

•救災專線→請撥119

•手機沒訊號/訊號不良→改撥112

119 112

市內電話
可否撥打

可以 不可以

手機
可否撥打

可以 可以

有訊號時 優先 次要

無訊號時 無法撥打 優先

無基地台時 無法撥打 無法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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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什麼情況撥打119/112

補充資料：打119/112要說什麼

4-2幾分之急

頭
• 突然劇烈地

頭痛、眩暈
• 昏迷不醒

喉
• 異物梗塞
• 無法呼吸

臉
• 半邊癱麻
• 說不出話
• 視力突然惡化

創傷
• 意識不清
• 大量失血

腹
• 突然、持續、

劇烈疼痛
• 大量吐血或

血便

胸
• 心：心臟病史
• 痛：悶痛、壓痛
• 轉：胸痛轉移到下

巴、肩或背
• 冷：痛到冒冷汗
• 氣：突然喘不過氣

四肢
• 單側突然

沒力

人：性別、年齡
聯絡人

事：傷勢

時：何時發現
受傷多久

地：何處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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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急診資源
教育推廣祕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