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澳門理工大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課程> 

學科單元大綱 

 

 2022 / 2023  學年 第  2  學期 

學科單元 健康、疾病與弱能 班別編號 SOCI2102 

先修科目 SOCI1101 - 社會學導論 

授課語言 中文 學  分 3 

理論課課時 45 課時 實踐課課時 0 課時 總 課 時 
45 課時 
(包括考試 3 小時) 

教師姓名 江山蘭 (Sandy) 電 郵 T1549@mpu.edu.mo 
辦 公 室 總部，致遠樓，B201 室 電 話  / 

 

學 科 單 元 概 論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從社會學、醫學、社會工作等角度了解健康、病患與殘疾現象。內
容包括討論當代社會常見的健康危機與疾病問題，如不良的生活習慣、傳染病、長期
病患、各類型殘疾等所引發的後果（包括標籤、歧視及社會分化），並探討這些社會
後果與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關係。課程亦會介紹殘疾人士康復服務的基本概念及發展，
包括澳門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殘疾人權利公約及澳門康復服務十年規劃等。 

 
 

學 習 目 標 

修習完此學科單元後，學生將能夠： 

1. 表述當代社會常見的健康、生病與殘疾現象，及剖析澳門為有特殊需要人士提供的
醫療及康復服務的現况。  

2. 掌握各種相關理論/ 概念，批判性地分析因病患與殘疾引發的社會後果，及這些社
會後果與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關係。 

3. 運用適當的判斷能力，反思社會工作員在倡導「安好」well-being 的服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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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內 容 

1. 主題：健康與疾病 (15 課時) 
1.1 健康與疾病的概覽 

 概述健康、疾病、殘疾的關係 
 健康與疾病的定義 
 疾病的成因及影響因素 
 疾病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 

1.2 健康與社會人口學的關係 
 社經地位與健康及疾病的關係 
 性別、年齡、族群與健康及疾病的關係 

1.3 健康與社會的關係 
 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 
 精神健康 
 生活型態 
 工作 

1.4 疫症與流行病 
 
2. 主題：健康行為及醫療行為 (12 課時) 
2.1 求醫行為 

 闡明求醫行為的理論 
 應用理論於理解不同病人的求醫行為 

2.2 醫患關係、醫療爭議 
 概述生病角色及醫患關係的定義 
 闡明現時醫患關係的模式 
 分析影響醫患關係的因素 
 分析導致醫療糾紛的社會因素 

2.3 醫療技術與倫理 
 描述醫療技術發展與倫理的關係 
 分析醫療技術發展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3. 主題：殘疾與澳門康復服務 (6 課時) 
3.1 殘疾與社會工作 
 概述殘疾的定義 
 分析殘疾人士在社會中面對的問題與困難 
 闡明社會工作員在康復服務的角色 

3.2 本澳康復服務發展 
 概述本澳殘疾評估分類制度 
 概述澳們精神衛生四級制度 
 概述澳門康復服務十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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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本澳無障礙設施及殘疾人權利公約實施情況 
 

4. 主題：現代醫療及澳門醫療系統相關議題 (9 課時) 
4.1 科技發展與健康 

 討論科技發展與健康的倫理關係及利弊 
4.2 與醫療有關的社會問題 

 探討不同的社會問題與醫療系統的關係 
4.3 與殘疾有關的政策 

 概覽本澳本澳醫療政策與殘疾的關係 
 
 

教 學 方 法  

課堂教學、短片播放、個案分析、分組討論、口述報告 
 
 

考 勤 要 求 

按澳門理工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教務規章》規定執行。 
 
 

評 分 標 準 

採用 100 分制評分：100 分為滿分、50 分為合格。 
若學生期末考試分數在 35 分以下，即使其總分 (平時分加考試分) 達 50%或以上，亦被視為

不合格，該學員必須參加補考。 
 項 目 說 明 百分比 

1. 口述報告 每組 3-5 人，約 45-60 分鐘，提問約 5 分鐘 20% 

2. 專題報告 題目自選，3000-3500 字 40% 

3. 期末考試 課堂內容 40% 
  總百分比： 100% 

教 材  

課本 
1. Cockerham,  William  C.著，何斐瓊譯(2014)，《醫療社會學》，台北：雙葉書廊。 

2. 葉肅科(2017)。醫療社會學新論：健康、疾病與醫療。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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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材料 

參考書 
1. 梁秉中(2012)，《新視野通識教育公共衛生(綜合二版)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 秦燕(2011)，《醫務社會工作》，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3. 成令方編 (2008)，《醫療與社會共舞》，台北市：群學。 

 
主要期刊/選文閱讀 

1. 吳偉強 (2003) 。澳門醫療問題探討：現況與前瞻。行政，61(16)，797-816。 

2. 杜正勝 (1997)。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4，148。 

3. 梁靜姮 (2016)。澳門醫療事故法之醫療侵權分析。健康政策與法律論叢， 4，87-107。 

4. 郭佳慧、林惠賢、李碧玉 (2012) 。生態系統理論於社區健康評估之運用。護理雜誌，59 

(2) ，98-104。 

5. 鄭麗珍 (2010)。社會工作人員在災變事件中的角色。社區發展季刊， 131，71-83。 

6. 簡萬寧 (2006)。論無過錯責任原則對澳門醫療事故民事責任歸責的立法指導。行政，71 

(1)，125-134。 

7. 郭逸玲、 卓妙如(2004)。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之概念與模式。 身心障礙研究, 2 (2), 68-75. 

 
網站 

1. 澳門社會工作局：http://www.ias.gov.mo 
2. 澳門衛生局 http://www.ssm.gov.mo 

3.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http://www.dsec.gov.mo 

4. 世界衛生組織 http://www.who.int 

5. 醫院管理局 http://www.ha.org.hk 
 

http://www.ias.gov.mo/
http://www.ssm.gov.mo/
http://www.who.int/
http://www.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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