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嗨！我來自澳門

老師，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Teacher

Hi, I Come from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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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澳門 我出生在澳門，一個土地面積只有臺灣千分之一的國家，來臺灣讀書是我第一

次出國、也是第一次離開家。

從小到大，父母對我悉心照顧、小心保護，絕對不讓我接觸危險的事，記得國

中時，有一次我只是想去同學家玩，但父母因為擔心我的安全並沒有同意，還叮

嚀我外面的世界很危險，於是，長大後獨自出國遊玩成為我心中小小的夢想。

隨著成長，我愈來愈渴望能學習獨立自主、更想體驗出國讀書的感覺，所以準

備升大學時，我只報名一所澳門的大學，其餘心力都用來準備臺灣的大學考試，

結果公布後正如同我的預期，我並沒有考取澳門的大學，若還想繼續升學就只剩

下出國到臺灣這條路。

這條唯一的路，我的家人雖然不捨但只能接受，父母親流露出不希望孩子離開

澳門、離開家鄉的心情，我花了一些時間與父母溝通，也告訴他們我會凡事小心，

爸爸媽媽在不捨與掛心的複雜情緒裡，最後仍支持我出國到臺灣讀書的決定。

踏上男丁格爾學習之旅　

在我的內心，展開臺灣的留學生活其實有點掙扎，到臺灣是我的期望，但我的

第一志願是心理學系，但事與願違地，我被分發到護理系，這個我壓根沒想過的

科系，與我想要的心理系聽來毫不相關啊！

澳門的親戚朋友聽到我要臺灣去讀護理系，第一個反應總是「男生去讀護理

哦」？人們對護理的觀念仍保有傳統的刻板印象，認為護理工作是女生的工作，

我在這個文化環境下成長，多少也受影響，去臺灣讓我開心，但上的是護理系而

不是心理系……我的未來會如何呢？

隨著出發的日子到來，未知且充滿挑戰的遊學生活令人充滿期待，科系雖與我

當初想像不同，但懷著對出國、獨立的期盼，我在家人的祝福下前往臺灣，也開

啟了踏上「男」丁格爾的學習之路。

適應獨自在臺的求學生活　　

剛來到臺灣真的有點不適應，感受到出國遊玩跟出國念書的壓力真的不一樣，

所有的人事物都要重新熟悉與適應，即便是食衣住行看似簡單的日常也與我熟悉

的環境不同；加上我的澳門口音，講中文時同學常常聽不懂我在說什麼，真是令

人氣餒，大一的護理課程剛接觸時我完全不感興趣……從生活到學習，當時的我

很挫折沮喪，甚至曾經想放棄這段留學生活，回到澳門重考。

然而，夜深人靜時，「留下來」與「想放棄」的予盾心情總是引領我回想高中

																								■	文／張浩勤　慈濟大學護理學
系
四
年
級



張浩勤從澳門來到臺灣就讀護理學系，面臨語言及生活環境不同的考驗，實習課程到
社區及面對民眾時，也展現勇氣表現自己，與民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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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己對於遊學生活的嚮往，對於追求未來理想的期待，這些過去的回憶，在在

提醒自己怎能輕易放棄這得來不易的機會，因此，我下定決心要克服語言及陌生

環境的困難，一定要完成學業。

透過系上的迎新活動，我認識了幾位不錯的臺灣朋友，擁有朋友使我內心有一

種歸屬感，也感受到同伴的力量，我知道自己雖然處在陌生的異鄉，但有伙伴陪

我朝著同一個目標奮鬥，我並不孤單。漸漸地，我開始喜歡上護理系，初到臺灣

時的徬徨心情也慢慢減少，與日俱增的是面對異鄉求學生活的勇氣。我的中文發

音也隨著跟臺灣朋友經常接觸、對話愈來愈多後大幅進步。來臺半年後，我可以

感覺到自己的中文表達很有進步，這讓我在與別人對談時更有自信。

護理系定期會舉辦國際學生的活動，系上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聚在一起吃飯互

動，學長姊也會與我們分享自己的生活適應技巧與讀書經驗方法，這個活動除了

填飽我的肚子外，更重要的是讓我心靈上也得以溫飽，每一次與其他國際學生間

的聊天，我們彼此打氣、互相支持，重新體會出國讀書這條路上，我其實並不孤單。

團結讀書力量大

然而，中文能力進步後，緊接著又出現了第二道難題，這次擋在我面前的高牆

是基礎醫學，大部分基礎醫學的課程都是中英合併教學，我對英文原本就不太擅

長，因此上課過程及回家複習都有點困難與痛苦，也導致當時基礎醫學成績很不

理想，解剖學重修兩次，到第三修才勉強合格。那時候一方面感到沮喪，但也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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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的開始思考是不是讀書的方法不太對，於是我嘗試改變，過去總是自己一個人

讀書的老方法，換成多找幾位同學一起讀，我們彼此互相督促，互相鼓勵，再把

各自讀到的重點提醒其他人，這個方式果然比以前有效，不只加深記憶，也增加

了讀書的樂趣和氣氛，最棒的是，我們一起讀的同學成績都進步了，原來團結力

量大也適用在讀書這件事啊！

產科實習緊張萬分

奠定護理的基礎知識學習後，開始邁入臨床實習的進階學習階段；在各科實

習的過程中，我們練習把書本學過的知識實際應用到臨床照顧病人身上，也必須

把臨床實習中不懂的問題，回家再查找資料用在隔天繼續學習，這種臨床的學習

模式，雖然有壓力，但也使我在實際操作中充滿收穫，不同科別的實習都順利過

關。直到開始產科實習，我過去的自信感突然變得搖搖欲墜。產科的環境讓我感

覺有好幾道厚牆擋在我與個案照護之間。

首先是性別伴隨的隱形障礙，「男護生」在選擇個案時比女生困難許多，一般

在內外科實習時，選個案的考量通常是疾病種類及照顧困難度，但產科通常是個

案隱私考量為主，因此往往要一個又一個的去徵求產婦的同意，才能夠選到一個

願意讓我照顧的個案；其次，產科的身體評估包括了乳房評估及剖腹／會陰傷口

評估，男護生在沒有老師陪同的情況下，不能像女護生一樣可以自己為產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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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評估，因此實習的每一天都必需有老師或女同學陪伴我一起去才能執行。

接下來是衛教的實體障礙，產科的衛教非常多，真令人壓力爆表。產科實習大

概是所有科別實習中我講最多話的一梯，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進行重覆衛教產婦與

家屬的任務，雖然內容重覆性高，但每次進入產婦的房間前，我總是心跳加速、

非常緊張，腦袋不停想著等一下衛教時發音不清楚怎麼辦？媽媽會不會正在哺餵

母乳沒空聽我衛教？如果寶寶一直哭我該怎麼處理？萬一媽媽問了我不會回答的

問題該如何是好……這恐怖的擔心與不安總是要到每次戰戰兢兢地完成衛教之後

才能卸下，有時候我真的覺得很無助，為什麼男生要在這種性別單一的單位實習？

為什麼男護生實習產科像攀登高山一般的困難重重啊！！

老師的鼓勵讓我充滿勇氣

在這 15 天漫長的實習中，老師常常帶著我去徵求待產婦的意願，推著我去身體

評估，鼓勵我把個案當成自己的姐姐或阿姨來照顧。直到最後一週的產後病房時，

我依然面臨著找個案的老問題。這一次，老師如同往常一般帶著我去徵求產婦的

意願，也許是看在老師的面子，個案同意讓我照顧，我也終於可以終止尋找個案

的輪迴了……這位個案是一名四十多歲的高齡產婦，此次是她的第三胎，她的老

大和我同齡，老二也已經是高中生，所以算起來，她距離上一胎生產經驗已經 10

多年前了，她笑說乾脆把她當成一位新手

媽媽來教她所有該學的事吧，很多照顧

新生兒的事她都早已忘記，必須重新學習

了。

雖然她對我非常友善，但我要進去身

體評估和衛教時依然緊張萬分，每天都是

老師帶著我進去做身體評估，而我也總是

結結巴巴的把破碎的衛教呆板說給她聽，

幸好她都很專心聽，也會提問一些她的疑

問，我也因為有老師在一旁不斷幫我補

充衛教內容，幫我提醒身體評估步驟與結

果，使個案沒有立即發現我的不安與不熟

練。

我覺得自己做得並不好，但也不知還

能如何改進，直到有次身評結束離開病房

老師．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Teacher

張浩勤感謝吳婉如老師引導他完成對一
般男同學都頗具難度的產科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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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老師告訴我：「這是一個很好的個案，她總是展現出樂意讓你幫她進行身體

評估的親切態度，還三不五時要你加油、好好學習；你和他的老大一般年紀，你

想像一下，20 年前母親在醫院生下你的時侯，也是這麼手忙腳亂、身心疲勞，如

果時間可以重疊，現在的你就照顧著當年的媽媽，你應該要認真，應該要真誠關

心，應該要提供最佳的照顧，不是嗎？這多麼美好的想像！」突然間，我好像想

通了一些事，謝謝老師，總能用容易理解的話讓我進入情境。 

老師對我來說，有時也彷彿是個媽媽，每當我哄不了寶寶向她求救時，當我在

病房門口徘徊緊張到無法開門時，當我擔心著期末的基礎醫學重修時，她都用不

同的方法幫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曾說過，或許我下一次再進到產房就是我自

己要當爸爸的那一天，那個時侯我如果能活用產科的實習經驗照顧我的太太與孩

子，這段產科護理實習的經驗不就千金難買。這麼一說，我更確信自己當年選擇

留下來完成護理學習的路是正確的決定、老師的鼓勵推動著我繼續耐心在處處碰

壁的產科中實習，老師的幽默讓我的產科壓力總能在一陣爆笑中無形舒緩不少。

回首來時路，臺灣新故鄉

今年 (2019)，我就要完成學業，回首四年前剛到臺灣來的種種恍如昨日，這四

年裡我慢慢深入接觸護理、體驗照顧病人、幫助個案的點點滴滴後，我開始重新

認識護理，也推翻自己以前對護理的刻板印象，這領域不是只有女生能勝任的工

作，因為護理的價值無關乎性別，而是專業展現！在臺灣的護理專業訓練使我更

有自信，發掘自己在照顧病人方面的潛力與熱情，現在的我已經能夠用堅定的語

氣，告訴大家「嗨，我未來將是一個護理師！」

最後，我還想說「臺灣，我將想念你！ 」

在慈濟大學四年的學業結束，張浩勤 ( 後排右三 ) 體驗到護理專業價值，將帶著對護
理工作的熱情朝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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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浩勤的字裡行間，我彷彿也跟著經歷一趟外籍學生遠赴異鄉求學的歷程，體

會了從陌生到熟悉、從不安到自信的路，原來可以如此令人感動。對就讀慈大的

臺灣學生來說，提到放假回家，可能面對的只是半夜 12 點上網搶訂臺鐵花東車票

的挑戰，但來自澳門的浩勤，回家的距離卻是跨越八百多公里遠的飛行，那個從

小被家裡照顧得安安穩穩的孩子第一次離家就是出國，可以想像父母親在放手之

際也是忍住眼淚的祝福；決定到臺灣念護理的浩勤，在初期那段不適應與矛盾的

日子裡，對家裡想必也是報喜不報憂的貼心。此時此刻，真是恭喜浩勤，在四年

前感到挫折之際沒有選擇放棄，即使語言、溝通、課業、交友……每個學期都冒

出新挑戰，仍然冷靜勇敢的尋找克服的方法，回首來時路，也證明了只要有心事

就不難，當年因夢想來到臺灣，期間因挫折而成長，在慈大接受磨練的一千多個

日子已經使他脫胎換骨成一個充滿自信與神采飛揚的大男孩。 

與浩勤的熟識，是產科實習的 15 天，對系上所有的男同學來說，產科實習都是

一大挑戰，短短三週的實習，要歷經產房、嬰兒室和產後病房，學長交班給學弟

的建議幾乎都是負面居多，例如：很難熬、一直被個案拒絕、衛教超多、很尷尬。

但浩勤在這個臺籍男生都很難克服的單位裡，倒是沒有顯露出抗拒的態度，雖然

可以感受到他的靦腆與害羞，也漸漸察覺到他擔心自己的中文發音可能無法讓個

案很快理解他的語意，但同理他的感受、引導他照護方面、肯定他的互動與表現，

他在這15天裡，也總能依照進度完成臨床照顧個案的目標，並跟著同儕一起討論、

學習與分享，同梯實習的同學與他關係良好，總是打成一片，沒有想到原來他的

大一生活竟是差點打退堂鼓啊！

浩勤有禮貌也謙虛待人，總是溫和的表達想法，他文中提及的那位高齡產婦，

是一位和善的產婦，因為她總是耐心聽著浩勤的衛教，即使教導她的是護生，也

沒有一絲不耐。對老師來說，這種往往是護生最求之不得的「模範個案」，我希

■	文、圖	︳吳婉如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Nursing

護理，非關性別

老師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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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Gender Difference in Nursing

望浩勤能好好珍惜與把握，

但要讓一位 19 歲的大男孩

進入產婦的世界其實也不太

容易。某日，我陪著浩勤到

病房進行身體評估，當天病

房內的家屬是一位年輕的男

生，身體評估完成後，我們

聊著才發現原來年輕男生與

浩勤年齡一樣大，是產婦

的大兒子，我腦中飄過了

《1989 一念間》的劇情，

於是在離開個案房間後告訴

浩勤，要他試著把自己想像

成跨越時空回到母親生育自

己的時侯，去感受媽媽的勇

敢，也同理媽媽的需求，希

望他將對母親的感恩與思念

回饋在這位個案的身上。 

也鼓勵浩勤，「你和新生

兒的大哥哥一樣年紀，但他

還沒有勇氣試抱出生３天的

弟弟，但你接受護理專業培

訓，雖然也是第一次到產科

實習，卻已能自信有餘的協助著個案判斷寶寶是不是餓了、該如何為寶寶進行身

體評估排除異常的狀況。」當下，我相信浩勤應該能體會到護理是專業的領域，

自己日日耕耘終能換來技能的純熟，護理系一路日積月累的實習經驗，從內科外

科到產科兒科，照護對象從高齡老人到剛出生的寶寶，這些廣泛分布在人生不同

階段的多元健康需求，不論是醫療機構中的生病者、抑或社區家庭裡的一般民眾，

回饋給從澳門來到臺灣學習的浩勤，應該是一段不後悔的豐富歷練！

護理，是一門非關性別的專業，期待浩勤親自體驗後，別忘了回到澳門時要告

訴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左鄰右舍，護理專業的迷人與樂趣，更歡迎多多推薦澳

門優質高中生到慈大來學習，讓我們一起用專業守護人類健康。

吳婉如老師 ( 右 ) 祝福從澳門來臺灣學習的張浩勤帶著
滿滿的信心繼續護理職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