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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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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下班後，都在忙些什麼？ 

手工藝、手工皂、素描繪畫、中西樂器，

慢跑快走、有氧瑜伽，

糕點烘焙、咖啡達人，

當志工，付出服務；攻學位，論文投稿，

旅行背包客、百岳攻頂隊……

原來，護理界，高手雲集！

喜歡動態，揮汗紓壓又保持身體活力，

偏愛靜態，專注沈浸在靜好自轉空間，

不管是減壓、緩和情緒、促進健康，

或者是好奇、挑戰自我、轉換心情。

下班後，豐富生活厚度，

上班時，懷抱美好心情，

樂於工作，樂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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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可不是只會護理工作喔，到

每個單位一問，總能問出一些「達人」

來，不管是文的、武的，歌喉、舞藝、

玩樂器、做手工、烹飪、蛋糕，或是騎

自行車、慢跑、各種球類……，這些興

趣、嗜好，可能是意外發展出來的，可

能是從小就愛的，但對很多護理同仁來

說，可能是各自轉換心情的最好方式吧。

曾經聽朋友談過，一位節目編劇說當

他完全寫不出東西來時，他就跳進去完

全不同領域一段時間，換個腦袋，充飽

電了再回頭來寫。所以大林慈院的編輯

委員提出這個點子，想了解慈濟六院的

護理同仁在護理之外把時間花在那裡？

又是為什麼如此選擇？有什麼收穫呢？

這邊先分享一個因工作倦怠而投向興

趣發展的極端案例。

小榛（化名）工作了三年遇到了瓶頸，

決定趁年輕去發展其他的興趣及專長，

以免將來後悔，所以斷然地離職了。頭

一年到補習班當學生，並且一邊工讀賺

零用錢，第二年就可以專心準備。打工

性質，還是跟背景有點的比較好找，就

先去了一家醫療用品門市，想說兼職的

時間短、有彈性，但萬萬沒有想到卻比

臨床工作的時間更不好掌握，反而還要

配合兼職的上班時間去調自己的時間，

就決定離開。

接著去醫美診所兼職，自己領有護理

師證照，有加護病房經歷，卻負責掛號，

看著有些沒證照的人在執行護理技術，

這樣的反差讓小榛認真思考，「我花了

5 年念護理，然後加護單位 3 年，照護

■ 文／楊曉菁　大林慈濟醫院第一內科加護病房護理長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 44 3.0 

女 1,407 97.0 

總計  1,451 100.0 

職級  人數 %
N 530 36.5 

N1 288 19.9 

N2 429 29.6 

N3 138 9.5 

N4 66 4.5 

總計  1,451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1,134 78.2 

副護理長 49 3.4 

護理長以上 100 6.9 

個管師(含功能小
組) 52 3.6 

專科護理師 116 8.0 

總計  1,451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283 19.5 

外科 213 14.7 

小兒科 42 2.9 

婦產 51 3.5 

急重症 347 23.9 

功能小組 21 1.4 

洗腎室 40 2.8 

開刀房 104 7.2 

門診 166 11.4 

心蓮 23 1.6 

行政 58 4.0 

其他 103 7.1 

總計  1,45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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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病人，與病患及同事之間的互動也

不錯……」，點點滴滴的好回憶都湧現。

小榛看過外面的世界，了解了外面的生

態，又決定回到單位，她發現自己的護

理專長可以發揮，很開心，也很滿足。

事情沒有絕對的，可能也有人就此找

到、也從事了真正所愛的工作。當然我

們還是希望學有護理專長的大家能專心

在工作上，而讓興趣嗜好為自己的人生

增添豐富的色彩。

最愛旅行和運動		青春有活力		

此期問卷共回收了 1,451 份問卷，首

先請問大家，在工作以外投注時間在那

一類興趣上？為免答案堆積如山，以兩

項為限制，而且類別也無法分的太細。

而且編輯委員事先排除了「睡覺」和「上

網、滑手機」，以免大家都選這兩項。

統計結果，以旅行 46.4% 為最多，戶

外運動第二，23.8%。第三則是美妝、

服飾 16.2%，接著是烹飪烘焙、調飲品

15.0%，彈奏樂器、歌唱、跳舞 14.7%，

其他的比例在 10% 以下，但各類別都

有。顯見大家的興趣各自不同。

不過旅行和戶外運動的比例最高，感

覺真是青春洋溢，我倒是有反省一下。

記得某天下班時，經過宿舍區看到了

單位的兩位學妹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

所以就問她們要做什麼事？她們回答要

去打籃球。

工作以外，您投注時間在那一類興趣上？

(至多二項，N	=	1,451	)Q1

手作工藝

6.4%

室內運動

9.1%

其他

8.3%

攝影

8.1%

旅行 46.4%

戶外運動

23.8%

烹飪烘培

飲品調製

15.0%

彈奏樂器

歌唱跳舞

14.7%

美妝服飾

16.2%

理財投資

5.6%

電腦軟體

技能

4.5%

書寫創作

2.4%

美術設計

繪畫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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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想，當初在她們這個年齡時，我

們的興趣是唱歌，不管歌聲如何，常下

了班就約同事去 KTV 盡情歡唱，所以從

早上九、十點一路唱到下午四點再回家

睡覺，晚上再繼續上班是常有的事，跟

同仁現在的興趣比，好像有點不太健康

呢。

因為大林慈院處於偏遠，醫院推行健

康促進活動已有多年時間，現在有籃球

場、網球場及羽球場等等的運動設施，

所以同仁參加戶外活動的機會就會跟著

增加，大林慈院的運動社團也小有知名

度，例如「一手好排」( 排球社）、「迅

猛龍社」( 路跑 ) 等。下班就往戶外去，

讓身體活動，健康又有活力。

紓壓忘憂		維持身體健康

接下來問大家，在從事自己的興趣活

動時，得到的最主要收穫？。結果第一

個答案是「紓解煩惱壓力」74.6%，超過

了七成。第二個是「暫時忘掉上班的辛

勞」56.6%，也超過五成。其次是「維持

或改善身體健康」27.3%，「增加人際互

動、擴展生活圈」26.1%。打發時間、增

加自信的比例也有二成。

為護理同仁紓壓，一直是管理單位的

第一要務。像大林慈院護理部行政組想

到的妙法就是辦一個「舒壓小站」，每

個月請視障專業按摩師協助同仁紓壓，

還有蕙質蘭心社，每月的懿德日，請懿

德媽媽至單位與同仁互動關懷等等。而

透過問卷結果了解到，除了醫院會舉辨

的活動外，同仁從事自己的興趣、嗜好

也是很好的舒壓方式，能讓自己感覺快

樂，達到心身健康的狀態。

常保愉快再充電		護理工作再出發

那麼，花時間在這些非關工作的事情

上，會對護理工作有好的影響嗎？所以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六院護理同仁所選

的答案，認為從事興趣活動最棒的收穫

是「常保愉快」占62.9%，「充電再出發」

53.2%，「轉換看待的角度」45.6%。接

下來是「學會下班就放下工作」29.4%，

也有近三成的人選答。像我們單位之前

人力吃緊的狀況維持了一段時間，同仁

一直能夠共體時艱，一起努力渡過，協

助新人上線，也感恩其他病房同仁的支

做如上題的事，您最主要的收

穫？ (至多三項，N	=	1,451	)Q2

74.6% 

紓解煩惱壓力

暫時忘掉上班的辛勞 56.6%

維持 / 改善身體健康 27.3%

增加人際互動、擴展生活圈 26.1%

打發時間 21.9%

有成就感、增加自信 19.5%

增加收入 6.0%

其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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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最近單位的人力情形有改善了，所

以有同仁想要出國旅行去。同仁說，上

班所累積的疲憊感讓她忘了從事護理的

初發心，只能埋著頭做，光是要調整睡

覺的時差和上班時的壓力就很累了。但

是當有計畫要去旅行時，身體一樣感覺

疲憊，但想到即將要到來的假期就會期

待又興奮，好像累也有能量撐過去了。

因為，在旅行時，她有時間重新思考自

己的工作、人生，而後帶著初發心回到

工作崗位，感覺有一股新的力量注入體

內，又開始忙碌的臨床工作了。

多證照多能力		美妝與電腦

就像演員是演而優則導，也聽聞有人

是鑽研在興趣上會廢寢忘食，玩出專業

來了。所以我們問問大家，「護理專業

之外有在其他領域取得證照或已具教師

資格」？

結果有 18.9% 的護理人員擁有在其他

領域的證照或教師資格。這將近兩成的

人，取得的是什麼證照呢？

答案是在「美妝、服飾」占最多，有

3.2%，其次為「進修電腦軟體技能」占

2.7%，原來有不少人是電腦高手。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為了使自己的

競爭力提升，取得多種證照是一個方法。

某天和學妹聊到此話題，學妹說，在學

校時同學們想要走醫學美容的人很多，

除了能讓自己漂亮外，上班也比其他地

從事你的興趣活動對您護理

工作的幫助？ (至多三項，

N	=	1,451	)Q3
常保愉快62.9%

充電再出發 53.2%

轉換看待的角度 45.6%

學會下班就放下 ( 工作 ) 29.4%

增加溝通能力 15.9%

統合能力增強 7.9%

更細心 5.5%

其他 1.7%

您在護理專業之外，有在

其他領域取得證照或已具

教師資格？ (	N	=	1,451	)Q4

2.7% 進修電腦技能

 彈奏樂器

2.1% 歌唱、跳舞

1.4% 旅行

烹飪烘培

1.1% 飲品調製

1.1% 理財投資

戶外運動 1.1%

手作工藝 1.0%

繪畫、美術設計 0.7%

攝影 0.6%

室內運動 0.4%

書寫創作 0.3%

其他 3.0%

3.2%
美妝、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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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輕鬆，所以同學會積極考取美容師

的證照，讓自己能進入醫美的行列之

一。聽完她的分享，覺得這真是很特

別的想法。而電腦的相關的證照，有

中打、英打、倉頡、大易輸入法……

等能考的證照都要去努力去考取。原

來啊！在多證照的時代，年輕護理人

員的想法與競爭力確實特別。

當然，也有的護理人員是把閒暇時

間花在寫論文上，投稿專業性期刊，

甚至至海內外發表論文，與國際護理

人士交流經驗。少部份同仁已經具有

教育部講師資格並在學校兼課，成為

教育護理新芽的一分子。

興趣融入護理		單位有芳香

在我們這世代的護理人員又不相同

了，像第二內科加護病房的美伶護理

長，11A 病房的英美護理長及春雅、

千儷及雅媚等，都是因為自己的興趣

考取相關的證照或資格，並將興趣帶

入臨床工作，使臨床工作更有滋味。

近日我們單位出現一股「芳香療法」

熱潮，下班時會討論著精油的用處及

精油的調配方式，也有同仁積極準備

考芳療師的證照。芳香療法的效果，

安寧共照師已經實際用在病人身上，

現在也已經很普遍，不過在我們加護

病房，卻是一個新鮮的開始。

單位一位年輕女性病人，因為肺部

問題一直無法順利脫離呼吸器，心跳

總是處於 120~130 次／分的狀況下，

每當病人熟睡時，心跳可以維持在

90~100 次／分。所以在醫療的正規

方式用到極限時，同仁就調配精油來

為病人按摩，希望能改善病人的不適，

讓他盡量入睡。現在有些同仁身上會

有精油的香味，也能和緩上班環境的

氣氛。

期待醫院多社團		轉換心情好工作

那大家是在院內的社團或是到外面

去參加活動呢？所以我們請問大家有

沒有參加醫院開設的社團。

可 惜， 沒 有 參 加 社 團 的 人 占

92.2%，只有 7.8% 的人有參加。

接續問題為「希望醫院能再開設哪

一類的社團」，此結果與同仁的興趣

有相呼應，希望能開辦旅行相關的社

團占最多為 28.6%，其次為烹飪烘培、

飲品調製佔 25.4%。這些結果可以提

供給醫院福利委員會參考。

近日在臨床工作上與一位家屬聊

您目前有參加醫院開設的社

團嗎？ (	N	=	1,451	)Q5

沒有

92.2%

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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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護理雖然是我們的工作，但與家

屬與病人的關係真的不錯，而且我們

不同職能的整個團隊都為病人的康復

而努力，這位家屬也感覺是這樣。而

同仁們的興趣，有時候也會帶給病人

和家屬不錯的療癒效果，不管是親手

做的小吊飾、手工藝品，或者是這些

工作之外的分享，有時病人還是某方

面的專家，可以教我們呢。

而這一次的問卷統計，讓我們看到

旅行 

28.6%

烹飪烘培、飲品調製

25.4%

其他

4.2%

書寫創作

1.6%

電腦技能

8.7%

美術設計

繪畫

6.5%

理財投資

12.1%

手作工藝

12.6%

室內運動

9.0%

彈奏樂器

歌唱跳舞

14.7%

戶外運動

10.6%

美妝服飾

13.1%

你希望醫院能再開設哪一類的社團活動？

(至多二項，N	=	1,451	)Q6

了護理同仁的另一面，看到大家脫下

護理制服之後的多樣面貌，非常多采

多姿。在邊做自己覺得有趣的事之後，

再回到工作上，能帶著好心情、更專

心、轉換角度看工作的事，不僅有利

於病人，也能進而影響單位的整個相

處氛圍，是一加一大於二的多贏的局

面呢。

攝影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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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進修課程結束，忙碌生活頓失重心。那日，

隨心漫步時在櫥窗前見到黏土手作，在店裡的人邀

請下進去聊聊。黏土手作老師是位年歲與我相近的

女生，留著捲曲長髮，臉上掛著甜甜的笑談著親手

製作的過程，看著生動的黏土娃娃，讓我的心陶醉

在黏土手作的想像裡。

自我修練的興趣，手作出成就

黏土不須經燒烤，可塑、可雕，黏土久放不捏時

會變硬像橡皮糖，需不斷揉捏，壓出黏土裡的空氣，

使勁的結果就是手很有勁道，所以每年我的體適能

測驗握力成績都不差。

挑戰製作袖珍小物時，則考驗個人的眼力與手巧

藝的程度。記得第一次做人物的手，花了我近一小

時，重複地將水滴形黏土壓扁剪出手型，專注到眼

鏡滑到鼻翼不知多少次，椅子也因身體往前而有嘎

嘎響聲卻不自覺。不甚滿意的結果，是心中決定在

下了課後要利用時間再做幾次！即使肩頸已經像石Clay Charms 
Refresh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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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般僵硬，兩眼酸澀到千斤重。雖然

這只是興趣，但不下功夫，不得一番

成就與喜悅，我清楚痛苦常是快樂的

前驅。

手作黏土由基本搓圓、水滴、壓

扁、長條、雙頭尖等，做出各種形狀，

加上補色產生層次變化。所以每看一

幅畫或構圖時，各種幾何圖形都到腦

袋裡集合，經過了千百個糾結仍無法

散會；旁人所見只是我呆坐茫然的神

情，可知我是聚精會神地在修練。

作品被展示出來，聽到觀者發出

驚奇聲，誇讚連連，讓我非常有成就

感。

讚美生信心，擁教學資格

因為作品不斷累增，沒有空間放

了，我請化療室學姊協助，挪些空間

給我，從此化療室成為我的作品展示

架。

擺上後，病人及同事的讚美使我更

有信心，後續也完成了黏土手作的師

資課程，擁有教師資格。

2008 年南區國稅局民雄稽徵所邀

請老師的黏土教室辦師生聯展「塑情

話藝」，展覽頗受好評，所以稽徵所

借力於藝術活動推廣稅捐事務，舉辦

免費的黏土教學，我成為老師的助

理，開始教導民眾手做黏土。

第一次當老師有些緊張，在會場來

回走動，臉上強作微笑。幸好我有當

護理人員的底子，不是第一次教導他

人學習；臨床上的衛教和教學經驗在

此派上用場，讓人感覺不到教學的生

澀。

這次經驗後，老師頻頻鼓勵我在醫

院開班授課，同事們也說：「你可以

嘗試在院內開課啊，我們家的小朋友

也都很感興趣。」因為時間、空間問

題，而且備物不便，我就婉拒了。雖

沒有一展第二技能的機會，但偶爾空

閒把玩也能忘卻煩心事。

這一晃眼也七、八年了，黏土已在

我的生活中扮演著調整生活腳步的休

閒娛樂；難忘，那日隨心漫步與黏土

的相遇。

李春雅的黏土手作程度已具教學資格，成品展示在化療室賞心

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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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記憶是幸福的，記得學生時代就是家裡

送便當，放學一回到家，祖母早已煮好一桌等著大

家開飯。高中住校時在校搭伙，上班時則有醫院餐

廳供食，因此過的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

除了國中的烹飪課之外，真要講到下廚做菜，那簡

直可以用「天方夜譚」來形容，而「烹飪」，那是

從來不在腦海裡存在的念頭。

挑戰烹飪  NG 成品逗歡樂

結婚後因工作忙碌常常早出晚歸，尤其是在鬧護

士荒時，到了下班時間，往往是披星戴月的一個人走

在回家的路上。因此，晚餐大都由兩個小孩放學後

輪流洗米煮飯，先生下班回來再炒菜。除了假日外，

通常是他們三個人一起吃晚餐，這樣的日子倒也習

以為常。直到有一天上了高中的女兒突然冒出一句：

「媽媽您好『賢慧』。」心裡暗暗自忖，在家好像

沒做什麼大事耶！冷不防兒子補了一句「閒在家裏

都不會」，然後兩個人哄堂大笑隨即逃離現場。

雖然只是玩笑話，倒也讓我思考好幾天，因此決

定與同事一起去學烹飪，雖沒參加丙級廚師考照，

倒也學到一些基本的烹飪觀念，例如怎樣燒菜才會

更可口。但因茹素，所以大都只挑素食的菜色，回

家也利用假日試試。

剛開始做菜的時候常常失敗，猶記得有一次大顯

身手之後，耳邊傳來一句「這是甚麼鬼東西？這麼

難吃！」還伴隨著驚叫聲，幫忙打圓場的先生趕緊

接腔：「再嫌就沒得吃，這是大補湯，趕快喝了

吧！」完全一副委屈的表情。半信半疑的我也趕忙

喝一口試試看，唉呀！我的媽呀！好苦呀！把中藥

放太多了。

因為要學習烹飪，單位的同事不管願不願意，通

通被迫吃下好吃或是不好吃的試驗品。記得有次我

把麵線煮糊了，整個麵線揪成一團，賣相極差只好

Learn to Cook 
and Love to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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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嚐看看，耶！味道還可以，趕忙在

上面灑了一些香菜，增加一些色澤

讓視覺稍稍滿意一點。味噌湯也為了

與葷食味道相近，加了不少海帶下去

煮，結果煮得不夠爛，同事卻說有嚼

勁。還有一次冬天燉了素補湯，自認

很滿意，但是卻把補湯忘在停車場。

下午想起來，在大家的期盼下，將一

鍋大補湯提到討論室，準備一起享用

時，赫然發現這鍋大補湯悶壞了，大

家笑成一團，真是糗大啦。

變換菜色得歡心

煮出興趣樂分享		

婆婆八十幾歲，與我們同住，好長

的一段時間因為牙齒不適，只能吃軟

質食物。當時不諳廚藝的我，每天只

能準備稀飯給婆婆吃。有一天婆婆突

然說每天吃稀飯吃怕了，因此絞盡腦

汁到書局去買了一些食譜依樣畫葫

蘆，結果不甚滿意。學會烹飪後，還

想到上網看一些烹煮節目，學習例如

豆花、蒸蛋、素碗粿、素蚵仔煎、饅

頭、素包子等等，只要能入口就能讓

老人家換換口味，當然也少不了打些

果汁補些維生素，老人家才漸展笑

顏。

吃過豆花、素碗粿、素蚵仔煎、饅

頭、素包子、素漢堡、各種素補湯以

及各式果汁的同事都說「讚」，因此

對於烹飪漸漸地有了樂趣。家人與同

事意猶未盡的表情，就是我對烹飪的

心動力了。

從不諳廚藝到挑戰各種素食小吃，劉英美護理

長（中）喜歡讓人開心享用的心情。圖為參加

2013 年國際慈濟人醫年會。攝影／葉素貞

大林慈院國際護師

節至安養院服務，

左為劉英美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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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哨音吹起後，兩手合起比了個握手

的姿勢，代表著這場排球比賽的結束，也表示當裁

判的我又完成了一場公平的判決。

考取球場上的專業證

從事護理行業多年，工作壓力不在話下。在醫院

推動員工的健康促進時，意外地跨單位組成了排球

社團。剛開始球場上只有 6、7 人，抱著配合醫院辦

的活動而來的心態，所以對於排球只停留在初步的

認識，例如只知道要把球打過網，其他規則都不懂。

但到後來愈來愈多人參加，甚至成立「一手好排」

排球社，大家就愈來愈了解比賽規則。一手好排的

夥伴們都熱愛排球，也興致勃勃地想要參加比賽，

為使社團順利運作，加上夥伴的鼓勵，所以我參加

了排球委員會舉辦的 C級裁判講習會。

如果以醫療專業來相比，裁判講習會就等同我們

加護病房同仁必須取得的ACLS證書是一樣的道理，

先藉由上課來了解及熟記排球規則，再藉由實際排

球活動來演練比賽時判決的過程；裁判證也是經由

筆試規則內容以及實際執行判決職責來評核是否能

取得裁判證。

參加了講習會，我才更清楚球隊隊員該如何組成，

如何在比賽時讓整個流程順暢，擔任主審、副審、

線審以及記分員在執行判決時的手勢及注意事項。

也發現，沒有充分準備下就去考裁判證，真的比想

像中的難，真的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勇氣。不過這三

天的講習會我可是加倍的認真，也很幸運地順利取

得 C級排球裁判證。

排球如護理  裁判像小組長  

排球活動是可以訓練人的靈活度，練就團隊意識，

學習與隊友間互信互助，培養團隊向心力，互相幫

忙的運動。就如同在加護病房工作一樣，也需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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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間培養默契，互助合作讓病患獲

得最好的照護。

當初取得裁判證，是為了讓社團的

夥伴對於排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

希望大家更能享受到打排球的樂趣。

除此之外，也讓自己學習如何在一場

比賽中能夠保持公正的、明確的、不

受他人影響的判定得失分。裁判的執

行如同執行臨床護理技術一樣，正確

的執行技術，反覆的操作才會更加熟

練。而裁判的功能，更像臨床上擔任

單位 Leader 的角色一樣，指揮著當

班工作的進行，讓單位的業務能夠順

利的運作，遇到突發狀況時能做出

決定，圓滿的解決問題。猶記得第一

次在前輩的帶領下對外執行裁判的工

作，心情就如同臨床新進人員一樣，

幸好現在漸漸熟悉，但仍有很多進步

空間。

像在第六屆院慶盃的排球比賽，有

兩隊是不太懂排球的，為了讓大家更

了解球賽的流程及規則，在賽前辦過

幾次小型比賽，協請「一手好排」的

夥伴陪同密集訓練，讓更多同事認識

了排球，更喜歡排球。

也很開心有機會把自己喜愛的運

動推廣出去。看到大家對於排球的熱

愛，心裡就覺得很感動。回想過程，

從籌組「一手好排」到後來組隊參加

外面的比賽，舉辦院慶盃排球賽活

動，取得裁判證，讓喜愛打排球的我，

在每天隨病患生命徵象的高低起伏

後，能有一個保持健康的運動時間。

更重要的，這是一個可以讓我發洩，

舒解壓力，認識更多朋友的好地方。

這是非常難得的經驗，一路走來，

心是甜的！我，很幸福！

打排球可以一掃煩憂、保持健康，林美伶樂於推薦給大家。圖為大林慈院一手好排運動，林美伶擔任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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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護理行業，生活流程固定：上班、下班、吃飯、

睡覺，讓我開始思考，除了護理之外，我還能做些什

麼？

跟藝術有關的我都很有興趣。也感謝媽媽生了雙巧手給我。因為我愛買包

包，想做出屬於自己的包，就去百貨公司買了一臺裁縫機，拿了店內的教學

資料，回宿舍就開始自己摸索。一開始縫縫拆拆，無法完成作品，還滿沮喪

的，後來慢慢變得有模有樣。每次將成品拿給對方，對方總是露出開心的笑

臉，並說著好喜歡，看在我眼裡，也不由得開心了起來。

去年聖誕節，我自己做聖誕襪，裡面裝著糖果餅乾和粽子包送給醫師、學

姊和朋友的小孩，每個小朋友拿到都超開心。

附近幼稚園要辦活動時，老師請我做小護士服。從不會做到生出成品讓小

朋友穿上，小孩和老師都好興奮，我也很驕傲，自己裁縫技術更上一層樓了。

從臉書上加入了拼布社團，「拼布星園地－相約做公益」每個月舉辦主

題趴，為彰化家扶中心義賣，不管是餐袋、錢包，還是小朋友們最愛的鉛

筆袋，從每次的義賣主題學到新的手作品，又可以靠自己的才藝去義賣助

人，即使都是自掏腰包，也心甘情願。歡迎布製品的同好者一起加入做公

益唷，開創「布」一樣的生活。大家也找到自己的興趣，一起來改變自己

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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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畢業後突然感到生活空虛，不知道要做什麼？一次偶

然的機會發現病人的小錢包很可愛。上網查詢後才知道這叫

手作「口金包」，查到一些資料，想說找幾個要好的同事一

起來做，結果得到的答案是：「妳先做，妳成功了我才要做。」

所以憑著一股熱忱和不可以被看笑話的想法，跑到嘉義市

手工藝店買材料，上網作功課，自己摸索試作。結果，第一

個失敗，第二個修正後也失敗，第三個再修正，也不知道到

底做了幾個失敗品……終於完成第一個口金小錢包時，看著

它的不完美，有股莫大的感動，自己竟然完成了！同事看到

後，也想一起來做了！

有同伴還是比孤軍奮戰強，二個人一起去買針、線、海綿，

去布莊挑喜歡的布，上網訂口金，買書，找口金包的紙型…

…一起研究要怎麼手縫比較漂亮，要做什麼形狀，布怎麼裁

切……當作品一個一個完成時，又有其他同事開始問：「這

個會很難嗎？」「我們可以學嗎？」

其實心裡挺高興的，得到稱讚與肯定，很滿足，雖然過程

跌跌撞撞，但卻能在沒有拜師學藝的狀況下和同事一起摸索

完成。做口金包約一年的時間，後來因為要準備專科護理師

考試而將針線全部收起來。

人生的路都是一段一段組合起來的，做口金包的這一段過

程，是我美好的記憶。在這過程中我發現，人的潛力無限，

只要有心，絕對不難；也感受

到原來在學習新的事物時，像

縫製口金包，也能因此拉近與

同事之間的距離，讓生活更多

姿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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