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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無時無刻滑手機接收訊息已是人們的常態行為。在十倍數時代，資訊

超載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人喜歡寫網誌，抒發心情或表達看法，

也藉由網友的「按讚」以獲得慰藉。這固然有正面的影響，但如果耗去

大量時間在無用的資訊，成癮於網路世界，將嚴重影響整體的競爭力。

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無奇不有，吸引很多人寧願宅在家中，大幅改變原

有生活型態。所幸，仍有不少護理人在工作之餘，或為紓壓，或為求知

而學習護理之外的技能，會利用下班後時間學習或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活

動。隨著資訊的發展和普及，對於專業以外的事，似乎不宜再當個完全

的門外漢。

菩薩遊戲人間，護理人下班後化身成為學員，學習各種技能。經由學習的

領悟，進而能影響護理工作，對於專業以外的事，大家也就不再全然陌生。

雖然只有約莫 7% 的護理人有參加醫院的社團，所幸在慈濟醫療體系中，透

過各種動、靜態的多樣性人文活動，倒是讓護理同仁透過參與和實踐，進

而能學習到十八般武藝。例如，臺北和臺中慈濟醫院為了表達慈濟人對高

雄氣爆災區鄉親的關懷之意，在院長室帶領下，醫護同仁也參與製作的「福

富足月餅」祈願他們得以早日重建家園。平日，應甚少有人會想去學做月餅

吧？！因此，同仁也回饋相當好的評價。而每年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或是慈

濟營隊活動，各院區總是主動分享拿手美食，如泡菜、奶油酥條等，也都是

來自各院同仁的共同參與製作；只要願意參與，在慈濟總是能多做多學，多

得多悟。

護理人員願意在下班後進行自己有興趣或是自願投入的事物，無論是去

學還是去教，因為有趣和自我動力的驅使，自然會給自己帶來歡樂愉悅的心

情。在愉悅的狀態下，自然能改變個人的身心狀態，進而能表現在護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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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態度。期初與大三導生會談發現，在暑假歷經基本護理學實習經驗的同

學，都因在醫院接觸了病人以及與照護團隊的互動而更喜歡護理，因為在醫

院裡，他們遇見好護理長、好護理師；對學生的指導態度，深深吸引住學生

未來的就業意願，初體驗往往也會是最深刻的體驗。這種經驗會直接影響學

生對護理生涯的抉擇，鼓勵學生應將這種經驗撰述傳播，因為，唯有分享才

有影響。

儘管媒體素養水平因人而異，隨著閱聽人對於資訊之倚賴與日俱增以及

資訊的超載，閱聽人是否有時間、有能力識別資訊的可靠性，很是值得商

榷；但是護理專業形象乃透過護理人自己的言行舉止，在舉手投足中建立，

更是透過媒體傳播而鞏固。資訊科技發展至今，已是人人是媒體，自己就是

媒體。護理形象在年輕護理人或護理學生的指尖世界快速流竄，尤其是不太

正面的消息，傳遞之速，毫無時間差。有時為了個人情緒抒發，有意無意間

傷害了整體護理形象。即時通訊系統的乘載是多元的，網路即時的傳遞文字

訊息、語音、視訊與檔案交流，無一不是衝擊著護理專業的形象。

護理人才的招募與留任自當也是無法脫離通訊系統，在年輕世代大量使

用各式電子媒介進行意見傳達或情緒抒發的同時，較年長的護理行政管理者

更不能與通訊系統的應用脫節，甚或排斥學習使用，尤其為了平衡報導，導

正新世代護理人對專業的認識，以及學習年輕人的溝通模式，即時通訊系統

的使用儼然是指尖上的管理學，也勢必要成為護理人的「興趣」之一。

護理師是醫院裡為數最龐大的專業人員，可惜護理人參加醫院社團的人

數遠低於預期，緊鄰花蓮慈濟醫院旁的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的各式多

樣化課程，雖很受社會大眾的青睞，但是，卻較少見臨床護理人員報名參

加。輪班制度以致時間無法配合是影響因子之一。為了讓同仁有多一點點時

間喘息，花蓮慈院在高院長的一念心，發起「同仁子女課後服務班」。此次

調查，樂見多數護理人都能透過參與休閒活動重拾愉悅心情，也將休閒活動

轉成正向能量，讓自己充電再出發於護理專業上。如有更多正向思維和行

動，透過我們的指尖散布於即時通訊系統中，傳達護理的光明面，讓閱聽大

眾更認識護理，肯定護理，勢必也能協助解決人才留任問題，擴大從事休閒

活動的附加價值。

多做多學 多得多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