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親子照護平台】年度成果發表暨兒童遠距照護應用研討會

● 主辦單位：基隆市衛生局

● 日 期：2024年12月7日(六)09:00-12:30
● 地 點：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際會議廳(教育中心)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67號) 交通資訊詳見附件(一)
● 對 象：敬邀關心兒童醫療、遠距照護諮詢平台之各級機關與各界專家學者、

醫療院所醫務工作人員共同參與。(臺灣兒科醫學會、護理師、臨床心理師、公務

人員教育積分申請中)
● 費 用：免費。憑報到名牌，當日可免費入場參觀海科館。

● 流 程：

時間 流程內容 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主持人開場

頒發感謝狀、長官致詞、貴賓合照
主持人

09:30-10:00 主題一：

基隆親子照護政策介紹與遠距導入

張賢政局長

/基隆市衛生局

10:00-10:30 主題二：

智慧E能兒童遠距醫療服務實務經驗分享

洪錫全醫師

/國泰醫院小兒科

10:30-10:50 中場休息 / 茶敘時間

10:50-11:20 主題三：

如何運用遠距照護提升早療家長親職能力

黃婉婷

/資深臨床心理師

11:20-11:50
主題四：

「基隆親子照護平台」線上創新照護模式的應

用和成果

林佩蓁醫師

/計畫負責人

11:50-12:30 綜合座談
張賢政局長

/基隆市衛生局

12:30~ 賦歸

● 報名窗口：

　　https://forms.gle/tmE5Uc8PbsToF1Dk6

https://forms.gle/tmE5Uc8PbsToF1Dk6


※講者介紹及其課摘

主題一：基隆親子照護政策介紹與遠距導入

◎內容摘要：

依內政部的統計，2023年上半年全國出生人數僅有6萬6028人，全年出生人

數有極高機率跌破13萬人；其中，基隆市的粗出生率僅有千分之3.26，為全台最

低。 面臨少子化問題，除了各式育兒、托育政策外，面對孩童成長過程中不同階段

各自會遇到的醫療照護問題，提供可近性高的醫療照護資源更是讓父母可以安心

撫育孩子健康成長的強大後盾。

因此，基隆市衛生局因應網路即時服務的趨勢，以專業醫療團隊為核心，使用

民眾熟悉的通訊軟體LINE，於2024年2月創建「基隆親子照護平台」，由具有處理兒

童相關疾病專業醫師及護理人員24小時提供本市12歲以下兒童之家長對於孩童成

長遇到的醫療照護相關衛教服務及就醫資訊管道，讓家長了解面臨兒童醫療的問

題可以如何判斷、抉擇及可運用的資源。

◎講者簡歷：

● 講者：張賢政 醫師

● 現職：基隆市衛生局局長

●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

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 經歷：

臺大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住院醫師/ 總醫師/ 兼任主治醫師

羅東博愛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科主任

羅東博愛醫院社區醫學部部主任

醫學會理監事：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台灣安寧緩

和醫學學會、台灣在宅醫療學會

● 專長：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



主題二：智慧E能兒童遠距醫療服務實務經驗分享

◎內容摘要：

COVID-19疫情期間，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建立全國首創之COVID-19智慧e化
派案平台，加速評估流程並優化輕重症派案程序，以落實輕重症分流收治。並透過

「安心雲林e院聯防」的基礎，延伸至小兒重症的照護，建立「安心雲林e院聯防--兒
科急診6星遠距共照服務」，以COVID兒童急重症遠距醫療照護網（COVID
Kids-NET），由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的小兒科重症團隊當全雲林醫院的後盾為其他5
家專責醫院急診提供急重症視訊諮詢照會服務，解決第一線急診醫師與家長的焦

慮並讓後送專責病房收治的流程更順暢，快速協助孩子在確診時，得到最快速的治

療，讓家長安心。

本次演講，將分享上述流程的執行實務經驗以及針對跨單位整合、臨床照護

連續性、與資訊整合......等多面向的挑戰。

◎講者簡歷：

● 講者：洪錫全 醫師

● 現職：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

臺大雲林分院兼任主治醫師

●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學士

● 經歷：

臺大雲林分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臺大醫院兒童心臟科研修醫師

臺大醫院住院醫師

● 專長：

一般兒科、先天性心臟病、川崎氏症、兒童心臟超音波檢查、兒童心導管、兒

童急診、兒童重症



主題三：如何運用遠距照護提升早療家長親職能力

◎內容摘要：

發展遲緩兒童在因應環境所需的適應能力延緩，照顧者也常面臨教養困境，

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溫而導致的早期療育實體服務中斷，可能延誤兒童的最佳療效

期，並容易引發照顧者極高的焦慮。黃婉婷心理師與其團隊使用遠距通訊技術，讓

臨床心理專業工作者對於早期療育個案家庭之照顧者實施遠距照護，發現線上家

長團體模式能打破疫情期間的空間限制，可以延續親職團體的療效。

由治療師透過遠距通訊技術提供主動關懷，持續性心理諮詢照護，能獲得高

度的醫療服務滿意度；家長會談內容的進展，支持凝聚力、普同感和利他主義等團

體心理治療療效因子，皆能夠於遠距照護關懷服務之中延續，使家長持續增進自我

覺察、積極尋求資源和建立社會支持，有助於其整體親職功能之提升。

◎講者簡歷：

● 講者：黃婉婷 臨床心理師

● 現職：

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常務理事

星嶼聯合治療所 臨床心理師

●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行為科學所臨床心理組 碩士畢

臨床心理師執業執照 心理字第966號
● 經歷：

邁愷爾心理治療所

利伯他茲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 (教學年資8 年、實務年資 10
年、研究年資 6 年)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民生早療中心

● 專長：

自閉症、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治療、兒童情緒行為治療、學習動機/注意力訓練、家

長教練模式提升兒童能力發展、親職諮商



主題四：「基隆親子照護平台」- 線上創新照護模式的應用和成果

◎內容摘要：

「基隆親子照護平台」目前主要有三大功能專區：衛教專區、就醫資訊、我要諮

詢。衛教專區資訊，增進家長對於兒童成長之認知與知識；也會不定時資訊推播，

讓照顧親屬能參考。就醫資訊則提供基隆市在地之就醫資訊，方便家長進行查找。

主力推行的則是諮詢專區，24小時由醫護人員針對12歲以下孩童的照護問題提供

【諮詢】，必要時轉介至原看診醫師，提供跨團隊的整合性照護。

截至2024年10月25日，「基隆親子照護平台」已有9千328位家長加入平台，線

上真人諮詢更已超過1千500人次。相信基隆親子照護平台能成為全國育兒資源的

領頭羊。

◎講者簡歷：

● 講者：林佩蓁 醫師

● 現職：

基隆親子照護平台計畫負責人

桃園醫院急診醫學部 兼任主治醫師

天母康健身心診所 兼任醫師

全家居家護理所 合作醫師

●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博士

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舊金山分校 轉譯醫學碩士(Master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士

● 經歷：

健康益友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長

達康診所院長

桃園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雲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臨床法規顧問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附屬醫院 臨床觀察員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附屬醫院 臨床研究員

奇美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102年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獲獎人

● 專長：

急診醫學、醫學資訊、小兒急救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際會議廳(位於教育中心)

一、自行開車

● 路線1
中山高速公路 → 基隆端 → 中正路 → 正豐街→祥豐街→北寧路→海洋大學→碧砂漁港→(新豐

街過後靠左)漁港一街左轉 → 環港街右轉→ 漁港二街左轉→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區域停車

場)。
● 路線2

中山高速公路 → 大華系統交流道 → (往瑞濱) 台62線快速道路 → 台2線濱海公路左轉(往基隆)
→ 深澳 → 北寧路(369巷過後靠右)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劇場停車場)。

● 路線3
中山高速公路 → 大華系統交流道 → (往瑞濱)台62線快速道路 →(瑞芳過後靠右)八斗子匝道→
調和街 → 北寧路(右轉過後靠左)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劇場停車場）。

二、臺鐵火車(臺鐵列車時刻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2/gobytime)

● 搭乘東部幹線→瑞芳車站→深澳線(4公里，10分鐘)→至「海科館站」

● 搭乘西部幹線→基隆車站→基隆市公車103路線(8公里，約25分鐘)→至「海科館/碧水巷」

三、公車客運(資訊連結請至https://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442 )

✔大都會客運：

搭乘「2088基隆女中(八斗子)-市府轉運站」，起點臺北市板南(藍)線市政府站，約40分鐘於海

生館站(終點站)下車。

✔首都客運：

搭乘「1579八斗子-臺北」，起點捷運圓山站，約30分鐘於海科館(碧水巷)站下車。

✔基隆市公車：搭基市公車103至海科館(碧水巷)站即可到達。

✔基隆客運：搭乘「791國家新城-福隆」，於八斗子或海科館(碧水巷)站下車。

✔基隆客運：搭乘「R66七堵車站-海科館」，於八斗子或海科館(碧水巷)站下車。

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2/gobytime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