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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就從我遇見蘇教授開始！

是她讓我看見自己的不足，讓我重

新找到方法，學會感恩、尊重、愛

⋯⋯，雖然聽起來有點誇張，但是

我，很感動……

在我的生命中，「護理」教會我

許多事，還記得在我五專畢業那年，

老師對我們說，「『護理』，是要

照顧人的，但是卻也會因為我們的

不小心，反而讓人受到傷害，所以

要謹慎注意，要守住自己當護理人

員的初心。」一段快要遺忘的記憶

在我跟蘇教授談起成長歷程時又突

然想起，讓我重新找回當年自己一

定要當「好護士」的篤定。

承認愚昧的堅持

回想起剛入行時，遇到需要提供

衛教的個案，一定會很認真依據衛

教單張指示告訴對方，「你『一定

要』、『不可以』……」的單向、

命令方式，因為那時我覺得一定要

這樣做才是為病人好。腦中浮現當

時的情景，內心菀爾一笑，當初怎

會有如此「愚昧」的堅持呢？經過

這幾年的臨床工作，發現這樣的想

法沒有考慮到一個人的過去背景，

缺乏病患角度為出發點。而我就是

這樣要求我的工作以及我的學妹。

兩敗俱傷的瓶頸

臨床工作 2年後開始教導新進護

理同仁，依循過去學姊教導的模式，

加上我個人對護理的堅持，於是開

始運用相同的方法教導學妹，這就

是我們傳統的「師徒制」。我固守

一位教學者應維持嚴格、謹慎的態

度，因為害怕學弟妹們學不好，所

以竭盡所能的教，希望他們獨立時

能用心的對待每位病人，也能落實

護理技術的執行，但是過程中卻兩

敗俱傷，種種的問題讓我的心開始

許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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徬徨，究竟要如何教，才能變成一

位全方位的臨床教師呢？自認為很

認真但是卻達不到成果，看著新進

護理同仁學習停滯不前，其實我心

裡也很難過。

跑去參加相關的教學課程，自

己也不斷找答案，腦中一直有個聲

音告訴自己──要改變，不然在自

己的教學方式下「千里馬也會是庸

馬」。可是要怎麼改呢？

改變思維  不抱成見

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護理系

蘇惠明教授第二次來花蓮教學，我

有幸參與課程，並擔任陪同的工作，

所以有多一點的時間向教授提問解

惑。剛開始聽蘇教授用慢斯條理的

態度，不厭其煩的教，到病房單位

實際聽學生提問，她尊重學生的態

度令我驚訝。每聽教授講一次，就

讓我的心再次回想過去，頓時我明

白，原來好的教學者也不是天生的，

是可以養成的；在教學過程中需要

不斷的自我反思，還要練習如何教

學。在這當中我一直記得蘇教授的

一句話──「改變一個人既有的思

維是困難的，透過閱讀、傾聽可以

逐漸修正自己的腳步，也讓護理理

念的傳遞更完整。」

與老師談話中，我明瞭一位教學

者必須讓自己維持中立立場，不被

自己主觀意識所淹沒。但要如何才

能拋下自我成見，讓學習者發揮所

長呢？我看到教授在教導批判性思

維時，用心傾聽，採用開放式問法，

讓自己的心淨空，就像上人靜思語

提及的「心上無痕」。

善用教學技巧  因材施教跨代溝

又如何審視自我的教學態度？如

何因材施教？我從教授身上學到，

不要對學習者太快下結論，並且在

教導新進人員時，就當時情境下給

予最好的答案，教師心中要避免預

設最完美的答案。臨床教師如何在

教學與臨床間取得平衡點是一種智

慧，在代溝的存在下，運用互補在

教與學之間取得平衡。教授說：「思

維是看不見的，所以要將自我思維

傳遞出去，不是一直教導，而是與

新進護理人員有互動式的討論，並

確認其思維過程的正確性。」

課程中採用「角色扮演」的教學

法讓參與學員更瞭解如何引導學習

者思維，也教我們，要教導新進人

員了解技術與知識、疾病的因果關

係，並運用反思日誌等多種方法評

原本採取傳統

教 法 的 許 淳

雅，不解於滿

腔熱情為何帶

不起學妹，看

到美國蘇教授

的身教，頓時

豁然開朗。圖

為淳雅正在旁

測驗學妹實做

電腦系統讀取

病 人 條 碼 資

料、給藥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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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學習成效，強調正向及三明治回

饋法、開誠布公的會談很重要，不

要一直教，要學會適當的聆聽學習

者的話語。我想這樣一個簡單的觀

念，卻是我現在非常重要的課題。

學習自我對話  練習讚美鼓勵

我開始學習在教學前先自我省

思，問問自己對於護理價值的存在

意義？為何而教、又為何而做，每

天睡前都留一段時間給自己，檢視

自己今天的教學態度及方式，以及

學會與自己對話，讓自己能夠達到

教學相長。在此過程中雖然還是會

遇到挫折，但是我相信自己會經由

不斷的反省過程，知道自己需加強

處及可以繼續保持的地方。

某天，我不經意聽到有人說「我

是為你好才要提醒你，你今天的表

現很糟糕，而且輕浮。」被責罵者

無助的眼神，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因為讓我回想到我所教導過的新進

護理人員。在偶然機會下看見一句

話「只要一個小鼓勵，你就是伯樂」

讓我感觸良深，每個人包含我在內

都有自己不想遇到，不敢面對的事，

但是還是會有遇到的時候，如果因

此被責罵就會更加卻步，越不敢往

前，以同理心看待教學，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我開始嘗試改變，在幾次護品稽

核及臨床教學中，我發現「讚美」

對學習者而言，是一種潤滑劑，學

習者也比較敢舉一反三。自己喜歡

被讚美，他人何嘗不是如此，身為

臨床教師又何必吝嗇給別人呢！所

以，開始期許自己成為他人心中的

伯樂，學習讚美自己與他人。

適任臨床教師  信任內在力量

我明白了，要「看」得多清楚，

一切就端看心的方向，只要肯定心

中的答案，願意把自己的心打開，

明白自己的「位置」之後就能能前

走。唯有誠實面對自己的不足，才

能更加堅定明白自己的步伐，走得

更堅定而踏實。有時候反思與反省

自己的不足，是一個進步的原動力，

幫助我們聯結到內在更深的智慧，

重新發現自己原來就有的天賦本

能，瞭解到自己的「擁有與欠缺」，

信任自己內在作為一位臨床教師的

力量！

不斷地自我反

思、改進，也

學習讚美學弟

妹，發揮同理

心，許淳雅發

現教學越來越

有成就感了。

圖為新人試做

照護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