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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與研究結果，歸納

出重要的結論，進而提出建議，以提供有關單位進行護

理教育及未來進行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   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及回應研究目的，歸納出下列結

論：  
一、 研究對象未來一年內，對於從事照顧 SARS 病人，有

意願者佔大部分 (63 .2%)，其中又以被指派至 SARS 病
房工作之意願比例最高 (72 .3%)，其次為配合政府徵調
護理人員 (62 .1%)，再者為自願從事照顧 SARS 病人的
工作 (56 .6%)。  

 
二、 研究對象從事照顧 SARS 病人行為意願可用態度、主

觀規範和自我效能來預測，解釋力達 57.7%，而態度、
主觀規範愈正向和自我效能愈強，則從事照顧 SARS
病人的意願愈強。  

 
三、 態度與行為信念及結果評價的交乘積和呈顯著正相

關。表示：研究對象對照顧 SARS 病人所導致的信念
強弱與結果的正負向，會直接影響到態度。  

 
四、 主觀規範與規範信念、依從動機的交乘積和呈顯著正

相關。表示：研究對象認為重要參考對象的規範信念

及對其依從動機的強弱，會直接影響到主觀規範。  
 
五、 根據有 /無照顧意願者在行為信念、結果評價、規範信

念、依從動機、自我效能等各子信念上，均有整體性

的差異存在，可提供日後在護理學校 SARS 教育活動
上介入的重點，以提升護生照顧 SARS 病人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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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無法直接影響照顧 SARS 病人的

意願，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不符合。  
 
七、 以理性行動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中之自我效能的整合

應用在預測照顧 SARS 病人的意願，可以支持理論的
假設，且是合適的。  

 
 
 

第二節    建   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及研究過程中的問題，分別對照顧

SARS 病人教育、政策和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一、 教育部份  
 
(一 )  加強 SARS 知識  

 
雖然研究結果顯示「 SARS 知識」對護生照顧 SARS

病人的意願無影響力，但也可能是因研究對象對 SARS
知識缺乏之關係。由實際調查研究對象學校之護理課程

發現，目前僅安排欲前往實習的學生觀看錄影帶一小時

及零星的專題演講或課室討論。然而在如此短的課程內

容中要教導學生相關的知識及自我防護，可能有其困難

性存在。所以未來護理教育，應著重在統整 SARS 相關
課程內容，使學生能完整的從各學門中學習 SARS 知識
及有關感染控制防護措施，並籍由技術的示教，以培養

學生對 SARS 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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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改變行為信念及結果評價  
 

本研究發現有照顧意願者認為照顧 SARS病人可以
增加 SARS 的知識、工作經驗、獲得成就感、協助病人
恢復健康、是護理人員專業的責任並且可以協助對抗

SARS 疫情。而無照顧意願者多認為照顧 SARS 病人可
能會使生命受到威脅、心理害怕被感染、使家人擔心、

提高家人被感染機率及遭受他人異樣眼光。因此，應加

強護理倫理教育，引導學生正向態度，同時透過價值澄

清法，以角色拌演、小組討論等方式，使學生思索護理

人員的職責，並從中澄清觀念及價值觀。  
 
(三 )提升規範信念和依從動機  

 
McCann(1997)表示家庭及同事的支持，是醫護人員

持續照顧病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亦發現主觀規範為預

測照顧意願的因子，所以如何改善護生的主觀規範則涉

及重要他人對照顧 SARS 病人的看法，因此今後在進行
照顧 SARS 病人教育時，應邀請這些重要參考對象參
與，藉由彼此互動討論的過程，瞭解及支持護生照顧

SARS 病人的行為。  
 
(四 )  增強自我效能  

本研究中發現自我效能是護生照顧 SARS 病人意願
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在進行 SARS 教育活動介入
時，應著重在自我效能的增強，並輔以態度、主觀規範

的影響，方能達到效果。而在增強自我效能方面，根據

本研究發現在不同情境及情緒時，自我效能有不同強弱

的變化，故應加強其在面對不同情境時的自我效能。

Bandura(1986)認為最能引發和改變個人認知及行為的
因 素 莫 過 於 因 表 現 成 功 而 體 驗 的 能 力 感 及 籍 由 楷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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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的成功經驗和建議都可有效提升自我效能的期
望，故學校可邀請曾照顧過 SARS 的醫護人員及其家
屬、曾得過 SARS 的病人及家屬，做有關的經驗分享，
使護生能了解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的心情及經驗，以提升

對照顧 SARS 病人的正面看法。  

(六 )發揮大眾媒體的影響力  
 
研究對象 SARS 知識來源以電視居多，網路次之。

因此衛生單位應多利用電視媒體，灌輸民眾正確的資訊

及態度。另外由於網路的即時性及方便性，研究對象有

八成以上，從網路中獲得 SARS 資訊，故衛生機關除了
應設置 SARS 專屬網站外，更應隨時更新資訊，以提供
民眾的需求。  

 
 

二、 政策部分  
 
(一 )合理的津貼給補  

 
本研究對象雖然對「有無特別津貼補給」在心理上

有矛盾情結，但多數研究對象仍認為其可以增加照顧

SARS 病人意願。目前包含台灣、新加坡 (Col in ,  2003)
及加拿大 (Amal ,  2004)均提供特殊津貼補給，給照顧
SARS 的醫護人員。唯目前國內補助方案，醫護人員有
顯著差異存在，即醫師每日補助一萬元、護理人員三仟

元。護理人員是臨床第一線工作人員，照顧病人時間最

久，接觸最密切，建議應提供合理的津貼補助。以鼓勵

後進，提高照顧意願。  
 

(二 )  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本研究顯示，研究對象在「即使穿脫防護措施很麻

煩」的情境下，仍能夠決定去照顧 SARS 病人。因此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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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機構有義務要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例如提供足

夠的硬體設備，完善的防護措施以降低護理人員實質上

及潛在性的危險。  
 

(三 )  提升護理專業組織的角色及任務  
 

為什麼護理人員面臨危機與無助時，第一個找的不

是專業組織而是大眾媒體 (葉明理，2003)。在抗煞期間，
醫護人員從衝出封鎖線、未遵守隔離之規定到集體離職

事件等，引起各界不同的反應。未來在面對類似情形

時，護理專業組織 (公會 )應結合護理人員的力量，表達
護理人員的訴求，不讓少數的人單打獨鬥，使政府機關

警覺護理人員問題的重要性。  
 
 

三、 對本研究及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 )  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研究時間及人力的考量，僅針對某護理

學院即將畢業的學生作研究對象，因此結果推論會有所

限制，故將來研究應擴大研究的母群，可以針對不同學

制、地區、公私立學校的差別，做深入的探討。  
 

(二 )  進一步探討行為  
 
本研究只採討研究對從事照顧 SARS病人的行為意

願，並沒有進一步探討行為意願和行為之間的關係。特

別的是今年台北某教學醫院，在新進護理人員面試時，

以照顧 SARS 病人的意願做為錄取考量的因素之一。故
未來可待學生進入臨床後，做進一步追蹤，以探討照顧

意願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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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行教育介入研究  
 

任何行為科學方面的研究的研究與理論必須有實

際的應用之驗證，方能考驗理論基礎的可用性。因本研

究只是驗證理論變項之間的基本假設與結構關係，並無

實驗介入，至於變項間在理論中所假定的因果關係尚須

進一步的實驗設計來驗證，才能確定此理性行動理論結

合自我效能實際應用在照顧 SARS 病人意願教育上的效
果。未來研究可參考本研究結果，針對所篩選出的各顯

著信念進行教育介入研究，以探討信念改變的可能性及

信念改變後，對態度、行為意願，甚至回收行為上的實

際影響。  
 

(四 )  測量工具的改善  
 

本研究的量表為參考國內外相關資料發展而成，經

專家效度及信度考驗，可適用於本研究對象，但對於其

他群體，仍有待後續研究進行信、效度的建構。尤其知

識問題量表上，題目內容涵蓋範圍未臻至完善。且因應

用理論之故，在變項選取上未能納入全部可能的因素。 
 

(五 )加強質量統合的研究模式  
 

如果時間、人力、物力許可下，除問卷調查外，應

佐以焦點團體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以收質量兼顧並重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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