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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愛新聞節目有一個專題報導，名之為「心富大幸福」，這個專題

報導在周末時段引領觀眾認識在不起眼的社區中的很平凡的小人物， 但是
這些小人物卻能完成自己很不平凡的夢想，透過付出，感恩又知足，也因

此而擁有最幸福的人生。專題報導時間只有短短的三五分鐘，但是內容相

當具有啟發性，很能激勵人們的自我反思。

近日有一個保險公司和某報社合作，進行臺灣 22縣市民眾的年度幸福感
大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最幸福的縣市前三名全由離島的縣市囊括，分別

是金門縣、連江縣和澎湖縣。

幸福感是一種很主觀的個人的感覺，因此，很難清楚鮮明地量化測量；

雖然調查簡化了人性的體察，但是，幸福感與個人的人格特質有關。懂得

知足感恩的人，肯定也隨時有歡喜心，生活中必定也充滿幸福感。從「心

富大幸福」的專題報導中，認識那些名不見經傳但卻總是滿臉洋溢著幸福

笑容的臉孔之後，也就不驚訝這項年度縣市民眾幸福感的調查結果了。

由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廖慧燕主導的六院護理同仁幸福感的調查

發現，有超過七成的護理人員覺得幸福感的泉源，是來自於同儕間的相互

支持，其次是家人的支持。在當前的醫療執業環境不甚理想的情境下，尤

其需要醫護同儕間的相互補位，相互給予有形無形的支持，才能將病人的

照護品質維持在一定的水平線上。

大林慈濟醫院近日為新進護理人舉辦「菩提心芽營護理專班」；儘管奉

茶的儀式和老化體驗等活動，都不是什麼創新之舉，但是，將這些活動融

入新人訓練課程中，很是具有新意。大林護理部規劃讓新進護理人員為他

們的父母親奉茶，不僅讓護理同仁的父母親感動落淚，也更讓護理同仁的

家人認識慈濟醫院是一個時時感恩的醫療環境，建立家人對於子女從事搶

救生命工作的支持系統；對新進護理同仁而言，是讓新進護理人認識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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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地區多為老年病患的環境中，透過模擬老化的活動，體驗老人的辛苦，

更清楚自己擁有的幸福，也進而更能體會視病如親的道理。

而在花蓮慈濟醫院有病房主任為了讓醫師能明白護理人的辛勞，特地為

醫師們舉辦「一日護理人」體驗活動，讓醫師用一天的時間，換裝做護師，

親身去模擬體驗護理人員的工作內容，如此，才能真正體現護理人的真幸

福。少了理解和關懷，所有的支持都將是表面功。透過這些活動的舉辦，

都是為了讓醫護同儕之間能因為更認識彼此，進而更鞏固醫護間的支持體

系。

這一連三個月來，花蓮慈院，玉里慈院，臺北慈院，和臺中慈院紛紛接

受四年一周期的醫院評鑑，院際間無私的互通有無，把同儕情誼昇華到兄

弟手足之情。醫院評鑑的準備，不是單靠平日作業的落實就能竟全功的。

慈濟法親的強力後盾，更是增添同仁幸福感的關鍵要素；來自全臺各地的

師兄師姊，動員了數千人次的志工，大家都是自掏腰包到各院區協助投入

評鑑的準備工作，如環境的清潔打掃，每晚提供同仁免費的熱食點心等等，

才讓評鑑準備能順利完成。 
同儕的相互支持雖然是幸福的泉源，但是，護理人才的留任，還是需要

有合理友善的執業環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邀集護理學

會共同於 2011年完成醫事人力需求推估的報告顯示：「目前以醫院評鑑
之護理人力配置標準運作，護理人員仍然還是超時工作，且工作負荷量過

大以至於造成應屆畢業生不願投入護理職場。」臺灣每年約有一萬三千位

護理畢業生，整體而言，護理人力是足夠的，但是，臨床護理人員的流失

太快，而畢業生的平均總就業率只有 71.3%；為了繼續升學，五專畢業生
的就業率只有 41.2%。此一現象長時間以來均未能獲得改善，是故，再多
麼正向的護理人，再有多麼強而有力的法親支持為後盾，一線同仁的幸福

感，終究也會日漸削弱進而可能消失殆盡。

基於臨床護理人力不足的考量為前提，擴大招收護理學生的政策應運而

生。離島的金門大學在今年開始招收護理學系學生，而彰化縣大葉大學也

即將於 103學年度成立護理學系。但是臺灣的護理教育年產畢業生人數並
非不足，因此，供應面不是人力短缺的問題源頭。不過，可喜的是，新增

這兩所大學護理學系，可將臺灣護理的基礎教育的入學學歷提升到以高中

畢業為起點，年齡和成熟度的差異，應較能面對複雜的臨床問題和挑戰，

期望也因有較成熟的特質，懂得感恩護理前輩為大家持續爭取來的一切，

能夠感恩於現狀，共創一個護理人均有感的幸福執業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