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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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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溝通技巧架構及評估工具

2. 發展溝通技巧介入模式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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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溝通架構與工具之歷程

2. 建立溝通教學、評估與回饋之模式

3. 目前成果分享

4. 遭遇之困境

5. 為AI評估/回饋做準備



建立溝通技巧架構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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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常用醫學生
溝通技巧架構

調整/新增架構擬定溝通技巧
向度

建立架構 臨床測試



治療師與病人溝通模式
Communication Model of Patients-Therapists (COM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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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Kalamazoo共識聲明（醫學生溝通技巧架構）發展

技巧 (8)

目的 (20)

方法 (30)

言行指標 (88)

八大核心技巧

具體可執行的溝通表現

為達成上述目的，所需具備的策略

每個技巧下須達成之特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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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會談

建立關係

表達

接收

同理

主導會談

形成共識

結束會談

察覺病人隱含的
感受與想法，使
其明確說出

1.察覺病人之感受
2.追問/引導病人表達感受
3.察覺病人之想法
4.追問或引導病人表達想法

反映病人之感受
或想法

1.病人主動說出感受時表達瞭解
2.病人主動說出其想法時，表達瞭解
3.具體說出病人之感受或想法
4.…

使病人感覺
被支持

使病人感覺其感
受與想法可自在

表達

確認病人討論感
受或想法之意願

以臉部表情或「副語言」反映病人的感受

回應病人之感受
或想法

1.觀察/接收病人對同理回應之反應
2.…

使病人感覺其感
受與想法被理解

臉部表情或「副
語言」正確反映
病人之感受

確認/追蹤病人是
否獲致支持

1.合理/正當化病人的感受或想法
2.提出具體建議並與病人討論之
3.…

詢問病人是否願意討論其感受或想法

技巧 目的 方法 言行指標



職能治療溝通技巧評估工具
Communication-skills Measures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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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COMPAT之〔技巧〕及〔言行指標〕

88題題目8向度



使病人感覺其感
受與想法被理解

8

起始會談

建立關係

表達

接收

同理

主導會談

形成共識

結束會談

察覺病人隱含的
感受與想法，使
其明確說出

1.察覺病人之感受
2.追問/引導病人表達感受
3.察覺病人之想法
4.追問或引導病人表達想法

反映病人之感受
或想法

1.病人主動說出感受時表達瞭解
2.病人主動說出其想法時，表達瞭解
3.具體說出病人之感受或想法
4.…

使病人感覺
被支持

使病人感覺其感
受與想法可自在

表達

確認病人討論感
受或想法之意願

以臉部表情或「副語言」反映病人的感受

回應病人之感受
或想法

1.觀察/接收病人對同理回應之反應
2.…

臉部表情或「副
語言」正確反映
病人之感受

確認/追蹤病人是
否獲致支持

1.合理/正當化病人的感受或想法
2.提出具體建議並與病人討論之
3.…

詢問病人是否願意討論其感受或想法

技巧 目的 方法 言行指標



COT題目及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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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分

五、同理

使病人感覺其感受與想法可自在表達

⚫ 察覺病人隱含的感受與想法，使其明確說出

1. 察覺病人之感受 NA 0 1 2 3

2. 追問或引導病人表達感受 NA 0 1 2 3

3. 察覺病人之想法（如：期待、觀點、價值觀） NA 0 1 2 3

4. 追問或引導病人表達想法（如：期待、觀點、價值觀） NA 0 1 2 3

⚫ 確認病人討論感受或想法之意願

1. 詢問病人是否願意討論其感受或想法 NA 0 1 2 3

使病人感覺其感受與想法被理解

⚫ 臉部表情或「副語言」正確反映病人之感受

1. 以臉部表情或「副語言」表現出與病人相符之感受*【逐字稿不適用】 NA 0 1 2 3

⚫ 反映病人之感受或想法

1. 病人說出/流露感受時表達瞭解* NA 0 1 2 3

2. 病人說出其想法（如：期待、觀點、價值觀）時，表達瞭解* NA 0 1 2 3

3. 具體說出病人之感受或想法 NA 0 1 2 3



COT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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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分標準

五、同理

使病人感覺其感受與想法可自在表達

⚫ 察覺病人隱含的感受與想法，使其明確說出

1. 察覺病人之感受

NA 不適用
0  應出現而未出現三次（含）以上
1  應出現而未出現二次
2  應出現而未出現一次
3  應出現時皆有出現

2. 追問或引導病人表達感受

NA 不適用
0  應出現而未出現三次（含）以上
1  應出現而未出現二次
2  應出現而未出現一次
3 應出現時皆有出現

使病人感受到被支持

⚫ 回應病人之感受或想法

10. 合理/正當化病人的感受或想法

NA 不適用
0  內容不恰當
1  做到一次且內容恰當（且無不適當之回應）
2  做到二次且內容恰當（且無不適當之回應）
3  做到三次（含）以上且內容恰當（且無不適當之回應）



COT評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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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計分

適用：題目描述之溝通表現僅出現一次

如：「1-1核對病人身份」、「8-2詢問病人是否瞭解會談結論」

0〔未出現/未做到〕；1〔有出現/有做到〕

2. 0–3計分
適用：題目描述之溝通表現出

現多次，且越多次越佳

如：「5-9具體說出病人之感受

或想法」

0〔未出現〕

|

3〔做到三次（含）以上且內容

恰當〕

適用：題目描述之溝通表現具品

質優劣差異

如：「8-1具體闡述會談結論」

0〔未做結論〕

|

3〔有做結論，包含所有重點〕



建立溝通教學與評估之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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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階段

1. 教學

2. 收集/準備資料

3. 評估

4.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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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模擬演練 一對一
回饋

自評
溝通歷程
錄音

繕打逐字稿

學生

研究人員

逐字稿編碼

評分

1.
〔教學〕

2.
〔收集/準備資料〕

3.
〔評估〕

4.
〔回饋〕

準備回饋
文件



Step 1.〔教學〕

• 形式：以團體授課方式進行

• 教學內容：COMPAT架構及內容、實習生之優點及常見問題

• 流程：課程後進行訪談練習，考官評估實習生溝通技巧，並給予立即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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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模擬
演練



Step 2.〔收集/準備資料〕

• 地點：治療室

• 情境：於實習生接新案的第一、二次治療進行錄音

• 臨床任務：主訴訪談、職能史/病史訪談、評估、討論治療目標/計畫

• 將影音檔轉為逐字稿（逐字逐句）

• 以利後續進行逐字稿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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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歷程
錄音

繕打
逐字稿



Step 3.〔評估〕

• 評估標的：前二次治療/訪談之錄音檔、逐字稿

• 目的：自我檢視溝通技巧品質

• 評估工具：COT

• 編碼軟體：ATLAS.ti

• 評估工具：COT

• 花費時間：6–8小時/每份1–1.5小時之音檔
16

學生自評

逐字稿
編碼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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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編碼

標記符合言行指標（題目）之逐字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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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編碼

編碼成果

逐字稿內容

言行指標（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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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計算各言行指標之發生次數 or判斷表現品質

2. 追問或引導病人表達感受

NA 不適用
0  應出現而未出現三次（含）以上
1  應出現而未出現二次
2  應出現而未出現一次
3 應出現時皆有出現



Step 4.〔回饋〕

• 得分概況（雷達圖）

• 優點

• 可改善之處，提供改善建議

• 討論評分結果、優缺點列表

• 核對學生自評與客觀評估結果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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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回饋文件

一對一回饋



回饋文件範例
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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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文件範例
優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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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文件範例
缺點列表 & 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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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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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資料庫數量（每年）

實習學生：33人

病人：52人

外部合作單位（資料累積中）

成大生理

高長精神



目前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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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架構及工具發展〕
1. “Developing a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for patients and therapists and a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occupational therapists”（投稿中）

研討會論文

〔評估工具文獻回顧〕
1. 比較二種常用於實習學生之同理心評估工具

2. 比較三種常用於實習學生之溝通技巧評估工具

3. Gap-kalamazoo溝通技巧評估表之心理計量特性與應用

〔架構發展 & 初步測試/改良〕
4. 病人與治療師溝通模式之改良

5. 職能治療師與病人溝通模式之發展與初步驗證

〔工具發展 & 初步測試/改良〕
6. 職能治療溝通技巧評估工具之臨床可行性

7. 職能治療溝通技巧評估工具之發展與初步驗證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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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耗時：6–8小時/每份1–1.5小時之音檔

2. 評估人員訓練費時

3. 部份題目之評分不易達成共識

如：評估者對病人是否流露需同理之〔情緒/感受〕看法不一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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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逐字稿欠缺臉部表情及身體語言

不易呈現完整治療/溝通情境

5. 治療師之溝通意圖不易確認

如：治療師實為交代下次治療項目、但評估者判斷為形成共識



傳統/現行溝通技巧評分流程
耗時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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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模擬演練 一對一
回饋

自評
溝通歷程
錄音

繕打逐字稿

逐字稿編碼

評分

準備回饋
文件

人力繕打 & 校對

人力觀看影片＆逐字稿

人力計算測驗分數

人力擷取影音實例

人力撰寫回饋/指引



理想/最佳化之評分/回饋流程
以AI建立自動化評分/回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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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模擬演練 一對一
回饋

自評
溝通歷程
錄音

繕打逐字稿

逐字稿編碼

評分

準備回饋
文件

人力繕打 & 校對

人力觀看影片＆逐字稿

人力計算測驗分數

人力擷取影音實例

人力撰寫回饋/指引

肢體捕捉 & 表情辨識

自然語言分析

自動估算測驗分數

自動擷取影音實例

自動撰寫回饋/指引

自動語音轉文字



So…我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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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完整溝通評估架構

提升評估完整性與深度

2. 累積數據資料以利AI化

AI需資料才能訓練/數據品質為關鍵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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