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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現行醫療崩壞的年代，單位主管承接上級長官的

壓力，又要安撫來自基層同仁的阻力，還有來自學業、

家庭、同儕的負擔，就像一個總匯夾心三明治，豐富

卻又五味雜陳。

這兩年，護理人力嚴重缺乏，一線的主管，面臨相

當的挫折與困境，在護理生涯中，除了專業上能力

晉階，也學習領導與管理，當然其中有淚水、有放

棄、有辛苦……，但是相對有歡樂、有堅持、有承

擔……，這些都是我們學習與累積經驗的過程。

專師護理長是一個特別的角色，除了護理之外，還

有醫療科的業務，扮演協調與溝通的橋梁；新晉升的

護理主管，在職務及角色轉換，如何向前輩學習，學

習面對同仁與管理單位心境的調適，就讓我們來聽聽

她們面對職務轉換時，心如何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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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專科護理師護理長的職務已經有

兩年了。

挑戰不可能任務  招募留任專師

曾幾何時，我從一個初出茅廬的冒失

鬼小護士，轉眼間經過了二十多個年頭，

歷經職場的轉換、職務變動及身分與心

態的轉變；從天不怕地不怕的天真少女、

身負家庭與職場兩頭燒的媽媽，到現在

面臨再大的難題都能處之泰然的中年主

管；從護士、護理師、安養中心護理長、

地區醫院護理長、專科護理師到專科護

理師護理長；從內科、兒科、老人科、

外科再到行政職；每一份工作、每一個

職務、每一種身分，我都戰戰兢兢謹慎

面對，畢竟不同於其他行業，身為醫療

團隊的一分子，自受護理教育以來，誓

言為病人的代言人，以病人最大權益為

考量，尊重病人醫療自主權，不傷害病

人為原則，來作為職場上的倫理與依歸。

這兩年面對醫療大環境的改變，如住

院醫師招募不易、嚴重的護士荒、病人

意識抬頭、醫療糾紛層出不窮、醫護人員出走 ( 到對岸發展 )、健保財政

困難 ( 所以給付點值日益下降 ) 等等不利於醫療行業發展的因素，要如何

留任現有的專科護理師，及向外招手優秀的專科護理師，確實如同在上演

電影《不可能的任務》，而這也是我這兩年來的任務。

專師訓練大不易  耐心養成栽培

專科護理師，係由機構聘請之執業進階護理師 (Nurse Practitioner, 
NP)，其主要的任務在於：與醫師共同提供連續性及整合性的護理及醫療

照護、扮演病人直接之照護者、健康教育者、醫療照護之協調及品質監測

者。臺灣專科護理師的歷史，在歷經了二十多年的混亂期、制度建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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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今的證照階段，開始建立因應臺灣醫療環境需求及邁向國際化的專科

護理師制度。

然而，專科護理師不免也遭受醫療環境的影響，住院醫師與護理師人力

的穩定度、專科護理師制度的完整性與專科護理師訓練制度的落實，再再

衝擊到專科護理師的招募，使得留任現有專科護理師的阻力大增及外聘專

科護理師的困難。

住院醫師招募人數逐年下降，是影響專科護理師招募的原因之ㄧ，臨床

上專科護理師照護病人人數會受到科內是否有住院醫師而有所增減；而護

理人力的成熟度也會間接影響專科護理師工作的壓力，當團隊中人員成熟

度不足時，專科護理師就需擔任一部分臨床指導教師的角色，督促及指導

新進的護理人員，以維護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

專科護理師面對臨床上的工作壓力，也是影響留任因素之一。在招募

新進的專科護理師時，要求至少需要五年以上內外科相關經驗，原因是

以護理師為背景來轉任的專科護理師，其實才是所有現任專科護理師的

源頭，目前學校教育並未獨立出一個學系以培育專科護理師，僅只有幾

所研究所成立專科護理師組的碩士學位，由此可知，專科護理師在臨床

上需要比護理人員具備更多的經驗，相對的，在專科護理師的養成上也

更不易。

自臺北慈院啟業以來，大部分的專科護理師都是由各科自行訓練，再接

受院內完整的專科護理師培訓課程後，通過國家的專科護理師筆試與口試

甄審，而成為一位知識、技能、人文與情意上兼具的專科護理師。完整的

專科護理師培訓課程需要 184 小時的課室訓練，及 504 小時的臨床實習，

其中包含課室完成後的期末測驗，每位學員均需有專責指導員，含一位

主治醫師、二位專科護理師於臨床進行指導，臨床實務訓練依規定達 504
小時並於實習期間照顧達四十位病人及繳交規定之臨床作業，作業須經審

核通過才會發予臨床訓練合格證書，大約需六個月的訓練時間。當然這不

包括曠課、離職、排班困難等因素所導致中途退訓，到結訓時大概只剩下

一半的學員。

專任輔導員帶新血  留任人才多用心

此外，專科護理師成員多以女性護理師為主，當然其中也不乏在護理

領域資深優秀的男性，以女性為大宗的工作成員，又需有五年以上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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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者，多半已經達適婚年齡，因此，在訓練及適應工作內容的階段，

又多了兼顧家庭及子女教養與照顧父母的變數，再加上北部醫療產業蓬

勃、醫院林立，可以提供轉職的醫院實在為數不少，且在這個階段的人，

常常面臨轉業或轉職的人生課題，故而專科護理師離職的原因，前五名

分別為家庭因素、適應問題、生涯規劃、值班問題及身體狀況。

其中離職原因像是家庭因素及生涯規劃，往往是無法藉由改善內部流程

或薪資福利等就能解決的。而其他的因素，像是適應專科護理師工作內容

或人際互動，則可以專任的輔導員機制來協助克服並了解新進專科護理師

的適應問題。

另外，值班問題與長期工時過長與壓力過大造成身體不適的問題，目前

院方已經研擬了兩班制來設法克服這個問題，期使白天固定的專科護理師

能專心將在院病人照顧好，又能在下班後兼顧相夫教子的責任，而夜班的

專科護理師也能將夜間急診入院的病人及所有在院病人照顧好而不會有完

成病歷的壓力。希望以兩班制的方式，讓有家庭的專科護理師留任意願提

高，也讓相對可以值班的專科護理師能領有夜間工作的津貼，且沒有固定

臨床業務的壓力下，願意長時間擔任值班人員。

專科護理師在區域級教學醫院，擔負起承先啟後的任務，不僅僅需指導

資淺的護理同仁熟習護理工作，更需完成主治醫師交代的醫療相關工作，

並妥善的交接班以達成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的兩大職責，如何能將現有的

專科護理師留任，又順利對外招募新血，我的心情轉折從複雜回歸到簡

單，就是如同上人所說的──多用心。

接手擔任專科護理師

的護理長，吳惠慎需

善盡留任與招募之

責，她提及自己的心

情轉折從複雜回歸簡

單，「多用心」就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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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初，臺北慈院啟院一年餘，

就在此時我加入了慈濟大家庭。服務單

位是外科加護病房，擔任一線臨床護

理人員，隨著醫院的快速發展，單位的

收住病人床數必須由二十床擴張到三十

床，原本的護理人力與照護床數比也由

一比二、一比二點五甚至有時需要到一

比三，這是初次感受人力不足帶來的臨

床照護壓力。即使如此，已熟悉加護工

作步調的我，只要專心照護好病人、帶

好新進的護理學妹，跟著單位護理長學

習部分行政工作，其他似乎也沒有太多

的煩心。

以院為家苦撐病房  

同仁團結找回衝勁  

2010 年時，因為 8B 骨科病房的護

理長退休，經由單位督導的推薦，我就

由外科加護病房副護理長轉任骨科病房

護理長。剛接單位不久，就遇上同仁們

因為生涯規劃、學業、家業等問題陸陸

續續的離職，又盼不到護理新血的加

入，於是開啟了我和護理姊妹們一起同甘共苦、「卡 team」的日子。

最大的不一樣是我開始以院為家了。白班和學妹一起分攤病人的臨床

照護工作，下了班才能接著做護理長的行政工作，往往一忙就到了近深

夜時刻，於是就在內湖與新店交通往返中，選擇住在醫院宿舍裡。不能

每天回家和孩子、家人相聚是最大的煎熬。不過，反而因為住宿而能與

先生利用下班時間互相分享工作上的瑣事，也許時間相處很短，但夫妻

間的情感變得更好，更懂得互相體諒、包容彼此，更加相知相惜。

可是一年多的操勞忙碌，心中不斷出現怨念，在督導的鼓勵下參加

了 2011 年的慈濟委員培訓課程，每個月上課一次，從慈濟志工身上與

證嚴上人的法語中保持正面思考，重新找回衝勁，力行「做就對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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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的辛苦變成幸福。接下來的工作仍不時遇到困難，但是與單位學妹共同

承擔，單位氣氛也更加融洽，更像一家人、親姊妹，感謝大家團結一致渡過

這段人力艱困的時期。感恩今年院部、護理部主管的擴大招生，畢業季將來

到預計有 50 人願意到 8B 病房來服務，九月迄今已有九位同仁簽約正用。

錯誤中學習帶人  千辛萬苦盼得穩定

回顧這兩年多來，陸續報到十多位新人，留任率卻僅僅三成多，因此開

始省思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甚至曾經覺得是自己辦公室風水出問題，

還聽從長者建議用鹽水清潔地板、桌面……可見悲觀的慘況。

幸好也有面對問題積極找解法，例如和單位內擔任臨床教師的資深同仁

討論，調整帶領新人的步伐及方式。從一開始的趕鴨子上架，到現在會依新

人進度調整照護人數比，解決適應上的困擾，循序漸進，給予鼓勵與信心。

還有，安排每週的心靈輔導時間，不分學姊學妹共同分享學習過程，這段時

間裡，學妹及學姊也得到心情的抒發。

特別的是，今年院部特別為新進人員舉辦了新人營，利用兩天時間，單

位主管與新進人員的親近接觸使彼此關係更加熟悉，返回臨床工作時更能將

心裡事表達出來，且所有的新進人員相處更加融洽。而今，單位人力終於穩

定，大家盼望已久的正常休假終於到來，真的是苦盡甘來。

從臨床、行政到病房單位的

帶領，一路走來雖稱不上是跌

跌撞撞，但也是歷經千辛萬苦。

其實只要大家願意共同投入臨

床照護，一旦單位人力穩定，

臨床照護壓力、工作量降低，

不僅品質可以提升，成就感也

能相對提升，且彼此的革命情

感會使單位更加合心、和氣，

共同完成照顧病人的使命。

承擔病房單位主管，康芳瑜可謂歷盡千

辛萬苦，也感謝同仁的協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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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護理工作已經邁入第十年，當

初剛畢業時聽從學姊的意見選擇了最

具有挑戰性的加護病房，年輕的我認

為護理不過是一份可以養活自己的工

作，但當我越來越成熟的時候發現護

理是我所喜愛的工作，我已經能體會，

當為這些需要協助的病患或家屬付出

所學，讓他們在我的照顧下安心、出

現笑容，我就覺得開心，也是這些年

來我逐漸體會的快樂。

但是，最近我的這一分快樂因為職

責上的變動而產生了改變。在單位裡

我有了一個新職稱「副護理長」，在

這一個新職位中我努力的尋找自己的

立足點，學習角色的轉換，跟著秋萍

護理長學習，逐漸體會和了解擔任主

管後的心態和想法，但是挫折也不小。

我還記得曾經在一次排班表時剛好

遇到跨年的假日，考量單位的人力問

題，所以我和一位學妹商量，請她改

排其他時段的假日，誰知被她拒絕，

剛接副護理長，因為

不再只要做好照護自

己病人的事，陳之頤

( 左 ) 面臨一段痛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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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什麼是她，她說我「換

了一個位子之後，就換了

一個腦袋」。是的，我認

真的告訴她，當你的角色

轉變時，你一定也會以病

房整體考量為主，但我想

學妹還不能夠有所體會，

為 了 圓 滿 我 選 擇 了 別 的

方式。這一次經驗讓我想

到《靜思語》中有關人群

磨練的一句話：「人的習

性不同，各如其面。修行

必須走入人群，和不同習

性的人互相磨練、適應，

並圓融共處、和睦相待。」

還記得剛擔任這個新職

位時，每一天我都比其他

同仁晚下班，但有時護理

長都還沒有走。我詢問護

理長「為什麼你都這麼晚

回去？」護理長只告訴我，

她 通 常 在 會 客 後 才 會 離

開。當時的我不明白，之後護理長解釋給我聽：「護理的工作是傳

承和教導，在加護病房中一天的會客只有二次，每一次的家屬探視，

家屬都想要好好把握時間和病患談話，想從我們身上了解病患的狀

況，而加護病房的同仁面對家屬的次數卻是那麼的少。」她希望一

旦發生事情時能讓同仁有諮詢的管道，並且能快速的處理，減少病

患或家屬的抱怨，能讓同仁安心。

聽了她的話之後，現在的我，努力學習將晚下班的心態做調整，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體會「忙得好快樂」這句話的含意。現在的我還

在學習和體會角色上的不同所帶來的考驗，我相信學習的心態來自

於個人，我也相信只要自己有心，沒有完成不了的事。

陳之頤坦白自己還在學習和體會主管角色帶來的考驗，

重點是，只要自己有心，沒有完成不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