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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院前心肺復甦術培訓對中學生急救知識及技能的影響。方法：透過網上社交平台招募澳門初一至高三全日制中學生並

進行為期 6 週，每週兩小時的院前心肺復甦術培訓，以知識評分表及技術評分表為評估工具，比較他們參與培訓前後的急救知識及技能分

數的改變。結果：9 名澳門中學生參與本研究。在培訓前，所有參加者的知識中位數為 35.5 分；培訓後，在知識方面的中位數有明顯上升。

技術評分在培訓中段及培訓後進行，其中位數由 85.0分升至 92.5分。結論：6週的院前心肺復甦術培訓能有效提升參加者的急救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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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re-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resuscit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Methods: All years of full-time secondary students in Macao were recruited through an online platform. The pre-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program was two hours a week for 6 weeks. A knowledge assessment sheet and a skill assessment scale were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changes of resuscit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Result: Nine Macao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training. The median score of th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was 35.5 before training, and increased obviously after training. The 

skill was evaluated in the middle and the end of the training. The median score of the skill was elevated from 85.0 to 92.5. Conclusion: The 6-week 

training was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participants´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pre-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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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心臟驟停有起病急速、併發症多且死亡率高的

特點，對患者有致命性威脅（王慧、孫淑麗，2018；

李蘭琴、甘雨學，2009；魯力、史若飛，2012）。國

內外研究均指出，心臟驟停一直以來都是院前最常

見的危急重症之一（王小剛、高丁，2015；Al Jufaili, 

2018）。美國每年有超過 35 萬例的院前心臟驟停，

其中僅 10%-30% 的患者能夠存活（Benjamin et al., 

2017;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d.）。

　　當患者發生心臟驟停 4 分鐘內進行心肺復甦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等搶救工作，

其生存率約有 50%，但仍可能因腦部缺乏氧氣供應

而出現永久性及不可逆的損傷；若心臟驟停 4 分鐘

後才開始 CPR，其生存率會低於 50%，超過 10 分鐘

後才進行 CPR，搶救成功率接近零（王小剛、高丁，

2015；周海琳，2015；龐義三、閆靜，2016）。

　　早前澳門有一名女中學生在校運會期間突然暈

倒，心跳呼吸停止，幸好她立即得到駐場救護人員

實施 CPR，並送至醫院奮力搶救，成功救回性命

（澳門日報，2018a），可見，即時實施 CPR 對心

臟驟停患者顯得十分重要。台灣衛生福利部（2014）

更指出當有人發生心臟驟停時，身邊有人在第一

時間實施 CPR 並加上使用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患者的存

活率會比只實施 CPR 高出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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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學校內培訓

　　早在十多年前，國際急救與復甦聯合會和美國

心臟協會強烈建議將 CPR 納入中小學教育的必修

課（Chamberlain & Hazinski, 2003; Hazinski et al., 

2004）。在挪威，16-19 歲學生當中有 73% 已經接

受了基礎生命支持培訓（內容包括 CPR），其中超

過一半學生都是在中學時期接受急救教育（Kanstad, 

Nilsen, & Fredriksen, 2011）。另外，在亞洲地區，

日本十分注重培養兒童的防災自救意識，從幼兒園

直至中學都要接受嚴格的安全教育及應急培訓（趙

有軍、張敏敏，2010）。可見發達國家已將急救教

育納入中小學常規課程之中，利用學校平台有效地

提高 CPR 的普及率。

　　澳門大部分市民都未曾接受過急救教育，暫未

有任何關於澳門市民對 CPR 及 AED 掌握程度的數

據；若中學生想學習 CPR 及 AED 的知識及技能，

只能自行從社區機構報讀相關課程（澳門日報，

2018b；澳門紅十字會，無日期）。由此可見，現時

急救教育未有得到社區的重視及推廣，以致澳門中

學生能接受急救培訓機會較少。

1.2　中學生的合適性

　　詹蔚、熊艷（2013）指出中學生的求知慾高，

容易接受新知識及新技能，且經常與家人交流日常

生活上的所學所聞，可以隨時隨地渲染身邊人，從

而更有效地推廣急救知識及技能，也提高院前心

臟驟停患者能盡快接受 CPR 的可能性。另外，國

外調查研究發現，11-15 歲的青少年也能運用正確

的胸部按壓手法及頻率來達到標準的 CPR（Naqvi, 

Siddiqi, Hussain, Batool, & Arshad, 2011），這與顧春

紅（2012）的研究結果一樣，指出中學生已有良好

的身體條件去接受 CPR 培訓且實踐。可見，中學生

是十分合適接受急救教育。

　　另一方面，韓自華等人（2015）的研究結果指

出 96.84% 中學生也認為自己有必要接受急救知識與

技能的培訓，這與張欣欣、賀連香、彭華、趙丹、

劉曉惠（2016）的調查結果十分接近，此說明中學

生對急救培訓的需求及意願很高，對學習急救知識

及技能持有積極態度。綜上所述，中學生適合接受

急救培訓且可推廣救人自救的精神。

2　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透過網上社交平台宣傳及招募有興趣參

與的本澳在讀中學生。考慮參加者有機會從不同渠

道如電視節目獲得急救知識，故設定 50 分為培訓前

的急救知識評分篩選條件。合資格的研究對象須為：

（1）年齡 12 至 18 歲；（2）在本澳就讀初一至高

三年級；（3）在參與本研究前沒有接受任何正式急

救知識及技能的培訓；（4）其培訓前的急救知識評

分為 50 分或以下。

2.2　方法

　　本研究為期 6 週，每週 2 小時。第一及第二週主

要為理論講授及技能練習，並且會在第一週前建立通

訊群組；第三週會進行中段技能評核；第四及第五週

為參加者複習的時間，現場設有本小組的成員解答參

加者的疑問並會根據中期評核之不足加強練習。是次

培訓計劃之師生比例設定為 1:3 人，理論 1.5 小時，

技能練習 2.5 小時，中段技能評核及回饋 2 小時，參

加者複習 4 小時以及末段知識及技能評核 2 小時，共

12 小時。培訓中期的技能評核作即時錄影，按參加

者的評核結果並結合影片針對性地給予回饋，同時讓

他們簡單直接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並找到練習的重點。

2.3　研究工具

　　由於暫未有公開的中文急救知識評分表，故本

研究參考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15）出版的 CPR 與緊急心臟照護指南及香港紅十

字會（2017）急救手冊內容，由小組自行設計配合

是次培訓的急救知識評分表，並給予有超過 5 年急

症室臨床工作經驗的急救導師作內容評價。全份知

識評分表共有 20 題，每題答對有 5 分，答錯 0 分，

總分為 100 分。

　　急救技能使用台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CPR+AED

訓練技術評分表（一般民眾版）（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無日期），該會是台灣有舉辦同類型認可證照

培訓的其中一間機構。本研究成員按該會的評分表

內容教授急救技能，故其評分表適用於本研究且是

一可靠的測量工具。技術評核表有 20 項評分點，每

項完全達到要求得 5 分，部分達到得 2.5 分，未達

到則該項 0 分，總分 100 分。每次評核會由兩位研

究成員即場各自評分，若同一項目評分出現差異時

會重播影片作進一步討論以達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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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倫理考量

　　所有參加者均自願參與培訓並簽署知情同意書；

而未成年的參加者需其家長知悉培訓研究並簽署知

情同意書。本計劃獲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科研委會員

會批准（REC-2015.04）。

3　結果

3.1　基本資料

　　在 10 天的招募期內共有 65 名澳門中學生填寫

網上問卷，當中有 26 人年齡超出篩選條件範圍或曾

經參與其他急救知識及技能培訓，有 25 人的急救知

識評分高於 50 分，1 人沒有填寫聯絡資料，餘下 13

人合乎篩選條件可納入本研究。及後有 4 人表示培

訓時間不合，小組嘗試更改時間但雙方未能達到共

識，最後只有 9 名中學生參與本研究，7 女 2 男。

3.2　急救知識

　　參加者在培訓前進行第一次的急救知識評分介

乎20至50分之間，中位數為35.5分；而完成培訓後，

進行第二次急救知識顯示參加者的急救知識水平可

上升至 100 分（表 1）。

3.3 急救技能

　　第一次的急救技能評核在第三週進行，參加者

的最低分數為 49.5 分，最高分為 90 分，中位數為

85 分。在完成培訓後進行的第二次急救技能評核，

結果發現所有參加者分數上升，中位數達 92.5 分

（表 1）。

　　第二項是導師在練習期間提供即場指導，課後

有設置單獨技能示範環節並由其他參加者作出點

評，促使雙方互相討論及交流。同儕點評有利於發

現自身問題和及時糾正，配合視頻回放能糾錯法能

起到強化及互相學習的效果。培訓結束時，知識及

技能的標準差都較前收窄，顯示參加者間的個人差

異減少，培訓能提高他們的急救知識及技能。

　　但本研究有三項限制，包括統計學測量、入選

對象及課程安排。本研究開始前，因考慮所有參加

者均未曾參與任何急救培訓，所以本培訓開始前沒

有設立關於急救技能的評核，加上第一次的知識評

核及技能評核在不同的時間點進行，故未能完全掌

握參加者的基礎急救表現，不能作出統一的前後測

比較。此外，是次研究工具由本研究組在參考資料

後自行製作，未有作信度檢測；而其內容只有一位

專家檢視，未能符合內容效度要求。

　　第二，在招募參加者時，招募期較短又設年齡

限制為 12 至 18 歲，沒有考慮有部分中學生因留級

制度或其他因素而未能入選，以致流失部份合適且

對急救有興趣的對象；另有入選的參加者因時間未

能配合而退出本研究，致使樣本量少，未能評定培

訓效果能否達統計學意義。

　　第三，是次 9 名參加者分別自六所不同學校及

年級，週末均有不同的活動興趣班、比賽或兼職工

作，故上課時間集中在星期六、日，而且要避免末

段評核時間與節慶假期、考試及其他學校活動重疊。

因此，本研究設定在第 6 週進行末段評核，較黃荔

紅、游荔君、李小京、吳鯉霞、陳彩霞（2016）及

叢燕等（2013）建議的 3 至 6 個月為複訓及複測時

間點為短。

5　建議

　　綜合以上討論內容，將來有意進行有關 CPR 及

AED 培訓計劃的人員可以考慮透過學校直接招募對

象，能方便採用統一的上課時間、地點及較易安排

合適的複訓及複測時間；且有效避免與中學生的測

驗、作息及假期時間重疊。在培訓過程結合同儕點

評和「視頻回放糾錯法」，能提升教學效果，為中

學生營造有利的學習環境、時間及機會。

　　在研究工具上，急救技能評分表雖是來自台灣

的急救培訓權威機構，但其應用在澳門仍需要考量

表 1 參加者急救知識和技能評分（N=9）
第一次評核分數

中位數（範圍）

第二次評核分數 

中位數（範圍）

急救知識 35.5（20.0-50.0） 95.0（70.0-100.0）
急救技能 85.0（49.5-90.0） 92.5（87.5-100.0）

4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所有參加者能在 6 週內提升

急救知識，當中突顯出本培訓設計的兩項優點。曾

泉等人 (2015) 的研究發現視頻回放能糾錯並有效提

升教學效果，故第三週的技能評核採用手機拍攝功

能錄製每名參加者完整操作技能過程，這方法簡單

直接又不會影響展示技能的連續性，更不會遺漏技

能的動作細節點，使評核者能作出客觀的分析。另

一方面，當參加者以旁觀者的角度觀看自己的技能

過程，可以直觀地找出自己的不足，從而使評核變

得更有意義、練習變得更有針對性及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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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文化差異；而自設的急救知識評分表只由一

名有臨床經驗的急救導師作內容評價，故日後的研

究需增加所用評分表的信效度測量。

6　總結

　　通過系統化的理論授課、練習及評核的培訓方

法，能有效地使中學生掌握 CPR 及 AED 的知識及

技能，使心臟驟停患者有更多機會獲得及時的施救。

本研究結果顯示，澳門中學生是有能力充分掌握急

救知識及技能，但現時還沒有任何一間中學將急救

教育納入正規課程中，為了有效地推廣急救教育，

可建議由政府、學校及具急救技能的機構三方攜手

與學校合作，開設正規課程，使中學生接受一套全

面及有系統性的培訓，學習正確的急救知識及技能，

也是向社會大眾普及急救知識及技能的重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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