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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 備 中 醫 學 系 

一、設立宗旨： 

回歸傳統中國醫學「大醫精誠」之精神，繼承和發揚傳統中醫學術並結合

現代醫學智慧培育中醫研究人才，以療癒疾病，促進社會人群健康，再現

生命價值與活力。 

二、發展特色： 

(一) 以「大醫精誠」之精神，培育術德兼備之現代化中西醫整合之醫療人

才，並深厚傳統思想文化思維，以現代語言合理解讀中醫理論與意義，

賦予傳統醫學新生命。 

(二) 中西結合：課程著重傳統中醫典籍之修習，深化中醫理論基礎，靈活轉

化應用於臨床醫療，並配合現代醫學教育，以問題為導向設計課程，加

強實證醫學的訓練，以養成中醫為軸、西醫為輔之臨床診斷與治療能

力。 

(三) 中醫師科學家：以實證及現代化科學精神之教育課程，結合相關領域之

科研如資訊、生科、腦科學、基因體等現代分子醫學相關課程規劃，培

育現代化中醫科學家。 

(四) 智慧中醫：結合智慧科技，將傳統中醫藥，運用現代科學方法，驗證、

揭示傳統中醫智慧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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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醫政策人才及國際化：重視人文暨社會教育課程，積極培育具備國際

觀及深度人文社會關懷，有志於從事傳統醫學政策、公衛，教育，國際

交流之中醫人才。 

(六) 長期照護與家庭醫學中醫師：結合老化、慢性病、長照課程、安寧照

護、家庭醫學、社區醫學和居家服務，培育以傳統醫學為主之照護人

才。 

三、教育目標： 

(一) 培育德術兼備之中醫全人醫療人才。 

(二) 培植具整合中西醫基礎與臨床知識之現代化中醫師。 

(三) 培養自主終身學習能力和創新精神，促進中醫學術之研究與發展。 

四、核心能力： 

(一) 具備解讀、應用中醫經典於臨床之能力。 

(二) 融通運用中、西醫學之專業知識。 

(三) 具備臨床專業技術與照護病人之能力。 

(四) 發揚中醫視病猶親之人文精神、倫理素養與專業風範。 

(五) 具備現代化科學思辨能力，應用於中醫藥之實證醫學。  

(六) 善用資訊科學能力，結合智慧醫療與中醫藥。 

(七) 提升醫療與健康照護體系中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 

(八) 具備國際視野，參與全球醫藥健康各領域合作與溝通能力。 

五、如蒙通過開辦，銜接期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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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一年時間內，將整合學校相關資源(師資及空間)並成立籌設及規畫小組 

(或籌備處)與諮詢委員會。 

(二) 在招生前，即可開設中醫導論課程，以提早對外延攬或邀請相關中醫學

者和教師，逐步建置具中醫實務師資參與教學，並凝聚中醫相關師資群

之共識。 

(三) 有關空間之規劃： 

    預計於傳統醫學大樓 5 樓規劃中醫學系之教室、辦公室、針灸、傷科

技能教室、中醫診斷教室，方劑及炮製實驗教室，包含走道、廁所等公共

空間，共計 766 坪。 

(四) 有關中醫師老師之培育及加強 

1. 112 年 8 月增聘 3 位專任中醫基礎學程之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4 位兼

任教師可以教授中醫生理、中藥、內難經、傷寒論，生理學、生化學、

中醫英文等。 

2. 113 年 2 月增聘 3 位專任中醫基礎及臨床學程之助理教授以上之教

師，4 位兼任教師，可以教授藥理學，中藥、方劑學、傷寒論、中醫診

斷，中醫臨床科學如針灸、傷科、內、婦兒科等。 

3. 113 年 8 月增聘 3 位專任中醫臨床學程之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3 位兼

任教師，可以教授中醫診斷，臨床技能，中醫問題導向課程(PBL)，中

醫臨床科學如內、婦、兒、針、傷科等，及臨床見習實習教師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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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4 年 2 月增聘 3 位專任中醫臨床學程之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4 位兼

任教師可以教授中西結合及中醫臨床科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