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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則新聞令人印象深刻，因護

理師一句話讓中風男病人勇敢面對自己

生活。有位 50 多歲的男士因中風住院治

療，一個多月返家後，他卻無法接受手

腳不靈活的自己，照顧他的陳姓護理師

跟他說一句：「孩子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你還是要靠自己才行。」因這句話的鼓

勵，讓他勇敢面對生活與工作，克服身

體障礙，重回鎖匙店工作，也能生活自

理，重拾自我價值與自信心。

陳姓護理師表示從事護理工作近十

年，照顧過許多腦中風病人，沒想到跟

病人的簡短對話能夠鼓勵病人，讓病人

思索自己的未來，克服心理層面的障礙，

對自己的護理工作也是一種鼓勵。

從上述新聞事件中，病人回應了護理

人員對他的關懷，因與護理人員的一句

對話，讓他轉悲憤為力量，積極勇敢復

健，拾回往日的生活步調，表面上看似

一件容易的事，其實是由病人一次次不

懈的努力堆積而成的成果。

護理師身處醫療技術主導的醫院中，

如何突破體制上的限制，護理人員需要

恢復與病人公開溝通的可能性，避免非

人性對待病人，在護理工作執行前都能

先向病人做解釋，於取得病人同意下進

行，讓護病雙方互動的療癒性溝通中，

兩者都是自主性的參與者。因為在溝通

討論的過程中，病人必須真誠地面對自

己的病情而作出抉擇，正視自己疾病存

在的事實，進而開始思索病癒後生活該

如何規劃。

護理師先透過同情關懷的人文態度，

發揮覺察病人感受性的能力，去知覺病

人在實際情境中的需求與褔祉，像是新

聞事件中陳姓護理人員，覺察到中風病

人須克服自己心理障礙才能邁向漫長辛

苦復健之路，在與病人對談過程中，讓

病人自身也能覺察到自己目前身處的境

遇及未來的生活規劃，進而做出改變，

讓護病關係成為一種關懷的關係，護理

人員也因此達到自我專業價值的肯定。

臺灣現行的醫療環境強調理性科學，

以治癒疾病為主要的目標，較少顧及人

文關懷，但關懷其實是人類的天性，護

理人員可透過與病人之間關懷交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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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病關係發展為一種對人生命的深度關

懷、同情及共感的關係，醫療環境也可

變成有溫度、有暖度與情感療癒的場域。

從文獻上可窺知，所謂「關係」的定義

是指存在於兩個以上能夠互相回應的主

體間關係，在存在的相遇過程中，即開

始形成一個特殊的關懷關係。而護理人

員及病人間就是一種關懷和互為主體之

配對關係，針對病人每一個特殊他人的

具體情境與脈絡，護理人員所做出特殊

的負責任的回應。

然而，護理人員如何在照護過程中實

踐「關懷」，可以從幾個面向落實關懷：

(1) 為病人做他們自己不能做的事，例如

協助病人日常生活起居及行動等；(2) 提

供病人個別性治療與照顧；(3) 表達對病

人的關心，分享病人的生病經驗，進而

感受其所承受之困境；(4) 應用護理專業

的知能照顧及解決病人在罹病過程中所

遭遇的問題，降低病人的焦慮與不安。

用語言的力量傳遞溫情和愛

國內研究文獻上曾指出有一半以上之

病人認為好的護理人員，最重要的特質

依序為：有耐心的、有責任感的、細心

的、親切的、會替病人設想的、熱心的、

會關心別人的、真心待人的、很用心的、

勤快的。而另一篇文獻也曾提出依病人

與家屬的觀點，認為好的護理行為包含

有維持安靜的環境、執行技術能顧及感

受、樂在工作不發脾氣、視病猶親、適

時正確評估、有效執行護理處置、維護

病人安全、團隊合作、精確熟練的技術、

滿足病人身體需要、促進病人舒適、溫

馨互動、同理心。而國外文獻也提及護

病關係應以病人之需求作為最優先之考

量，並勾勒出護病關係內涵為：信任、

尊重、專業隱私、同理心及權力。

然而，文獻中也同時提及病房護理師

自認頗尊重住院病人而不論病人之社經

地位、個人特質或健康狀態，且自認頗

保護住院病人之隱私，亦自認常對住院

病人說一些安慰或鼓勵的話；然而，卻

與住院病人對上述的感受有顯著的落差，

這可能是因住院病人偶爾會聽到病房護

理師之間談論住院病人之病情或社經地

位，或因病房護理師工作繁重而無暇常

對住院病人說一些安慰或鼓勵的話。

總結而言，由於住院病人大多因身體

不適而影響心情，較需要護理人員的關

懷，因此建議病房護理師盡可能對住院

病人說一些安慰或鼓勵的話，在與醫療

團隊談論住院病人之病情時，應盡可能

顧及病人感受與隱私需求。只要多留心

一點，就能讓護理關懷的溫度更到位，

病人的正向反饋也能增進護理執業的自

信心，讓護病關係更加圓融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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