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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第 10屆第 5次董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15:30-18:00 

地點：花蓮靜思精舍（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精舍街 88 巷 1 號）  

 

提案：申請 113 學年度增設「學士後牙醫學系」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背景： 

(一) 台灣在大學開設學士後學系，除了護理系之外,尚有法律、中醫、醫學、獸醫

共九校九系，每年約招收三五○名，讓有意願換跑道的大學畢業生有更多的學

習管道。 

(二) 九校九系包括輔大學士後法律學系、慈濟學士後中醫學系、義守學士後中醫學

系、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清華學士後

醫學系、中興學士後醫學系、中山學士後醫學系、亞洲大學學士後獸醫學系，

唯獨無學士後牙醫學系。 

(三)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成立於 2012 年，慈濟大學後中醫系的學生，具有各領

域的學士學位，背景專業而多元，許多學生入學時，皆已是通過國家考試的藥

師、護理師、醫檢師、物理治療師或呼吸治療師等專業人員，更有許多學生已

在不同領域(物理、化學、生物、工程、公衛、法律、社會學等)取得碩博士學

位以及豐富的社會經驗，人格成熟、對事物的領悟力強、對習醫的志願清楚而

堅定。不同專業素養的學生就業後，可以豐富醫學領域之多元樣貌，不論是臨

床工作、基礎研究、醫療法律議題或醫療社福政策等各個面向，後醫系的學生

都能對於台灣的醫療與醫學教育發揮正面而廣泛的影響。 

(四) 因此如未來成功設立慈濟大學學士後牙醫系將與傳統牙醫學系不同，希望因應

未來醫療的變化，提供多元的醫事人才培育，如精準與智慧醫療需要數據科學

人才的投入，類似以「雙專長」概念設置，主要招收有多元背景的學生。以慈

大後牙醫系在重視自然科學的研究與應用之餘，將依據「符應國際趨勢,培育

具數據科學及醫學專業之跨域醫者」的教育目的，導入現代化科技，如 AI 智

慧醫療、5G 遠距醫療、大數據分析、雲端技術之課程，並利用這些現代科技 

(Wi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Medicine,WIT-Med) 解決偏鄉醫師單兵

作戰，缺乏專科醫師及醫療設備之困境，以縮小城鄉醫療差距，提高偏遠醫療

照護之品質，達到政府照顧偏鄉醫療之目的。 

二、 此案經 111 年 12 月 14 日 111 學年第 2 次臨時醫學院新設系所籌備小組會議、

12 月 15 日 111 學年醫學院第 3 次臨時院務會議、12 月 21 日 111 學年第 3 次

校務發展會議、12 月 24 日第 117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 113 學年度增設學士後牙醫學系計畫書，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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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撤銷申請 113 學年度增設「牙醫學系」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原第十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本校113學年度增設「牙醫學系」案，因改設

「學士後牙醫學系」，撤銷原案。 

二、 本案經 111年12月14日111學年第2次臨時醫學院新設系所籌備小組會議、12

月15日111學年醫學院第3次臨時院務會議、12月21日111學年第3次校務發展

會議、12月24日第117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