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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張秀娟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護理系生

Learning Everyday,
Nursing Everyday

 每天護理
每日學習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

護理系生張秀娟選

擇來到花蓮實習，

將心得分享給慈院

護理同仁。

「你怎麼會選擇來花蓮實習？」我待在這美麗城鎮的五個星期裡，

在不同的場合被問了好多次這個問題。一開始，我的目的只是要自我挑

戰，在亞洲完成實習。在選擇地點時，我想到了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也

就是我們學校一位學生 ( 尤彥蓉 ) 兩年前曾經來實習的地方。在實習前，

我做足了關於花蓮的研究，只為了讓自己準備好面對即將來臨的挑戰。

在搭機飛到臺灣的途中，我因為等著去探索

與冒險而非常興奮。當飛機抵達臺灣，換搭

火車到花蓮的路上，我感覺到一股陌生與

未知。這是我第一次、單獨到一個母語不

是英文或法文的地方。我在小時候和青少

年時期有學過讀、寫中文，只是太久沒練

習，中文程度很普通。不過，我的個性一向

很獨立，我想我有能力處理出現在面前的阻礙。

在花蓮的前兩個星期很辛苦，因為我實在太想

家了。幸好，醫院的同仁和我的室友都很歡迎我，讓

我有家的感覺。他們幫著我融入這個新的社會，像家人

一樣的對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遇到這些美好的人。

花蓮是一個很宏偉的城鎮，擁有懾人的天然美景，很高

興自己能有時間去這些著名的觀光景點走一走。

我的實習重點是小兒科，所以我實習的頭兩週是在二七西病

房，在這裡我見到很棒的醫護同仁和很堅強的小朋友。病房的護理同仁

像團隊一樣地有效合作，我對他們的時間管理，和有時能一次照顧八個

小病人的能力感到驚訝。雖然這裡的護病比較高，護理師們還是能提供

病人和家屬全人、有品質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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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機會照顧一個兩歲的白血病女孩，

她來住院接受治療。我第一次看到她，就

知道她不是個一般的兩歲小孩。雖然生

病，她非常正向、開開心心的，總是跟護

理姊姊們又唱又跳。她必須練習接受身上

裝置靜脈導管。感覺她有很強的內在力

量，表現得很成熟，適應得很好。兩星期

過去，她回院來接受複診和抽血檢查，然

後請一位護理師轉告我，她是個勇敢的小

孩，不再害怕打針了。我覺得好幸運能聽

到這些。雖然疾病讓人很受罪，但也會幫

助一個小孩的生命更堅強，更為成熟。接

下來我到小兒重症加護病房、護兒中心，

最後到產房實習。對我而言，真覺得榮

幸，能跟這一群護理同仁學習。

我還學到，家屬的參與感是照護的一

個重要層面。我看到有家屬一大早就來到

醫院，然後在孩子的病床旁待了整天，一

直到隔天早上。也有家屬連續三年，每星

期帶著孩子到醫院來抽血檢查和注射。這

些父母對孩子的愛，無窮無盡。

近年來，有許多機構強調對環境友善，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落實的環保回收系統

令人讚歎。一開始，我不懂這裡的員工怎

麼有時間去分類和回收醫療廢棄物，我以

為要花一輩子才能做好。事實是：我錯了。

其實，只要花幾分鐘分類，放入各別

的回收桶就行了。原來小動作就有大效

果。這讓我反思我們在加拿大的作法，

我們沒有這種回收計畫，原來我們浪費

了很多資源，希望有一天類似的計畫能

在加拿大施行。

此外，我去參加慈濟人醫會在臺東的

義診往診。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體驗，

我去幫忙量生理指標、登記看診，也去

探望住得遠、沒有交通工具來義診現場

的一位老人家。這往診的一天完全反應

出慈濟愛的哲理。而且，我理解到，兩

邊的社會是這麼相似。不管我們去那裡，

人口都在老化，且迫切需要我們的照護，

尤其是偏遠的地方。

我在花蓮的日子，每天都在學慈濟，

也透過慈濟得到臺灣人的信任與尊敬。

雖然，我來自一個無神論的家庭，我還

是認同慈濟的價值：幫助需要的人，灑

播無盡的愛與關懷。如果您再問我一次：

「為什麼選擇來花蓮實習？」我會回答：

「來學習如何以愛護理，『大愛』。」（英

譯中：黃秋惠）

張秀娟 ( 左 ) 與慈濟大學江錦玲老師參加五月底

臺東長濱鄉的慈濟人醫會義診。攝影／林永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