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六月號的《慈濟月刊》以慈

濟技術學院的原住民專班為主題進行

了深入的報導，封面人物連欣慈是本

校今年畢業的護生。欣慈是花蓮縣卓

溪鄉的布農族，國中時父親因長期酗

酒而往生，為了完成父親遺願，也減

輕家庭負擔，而就讀原住民專班。她

求學期間一直對自己很嚴格要求，獎

學金也全數交回家給媽媽，對護理也

從毫無興趣到熱愛，6月時以優異成績

畢業並進入花蓮慈濟醫院服務。欣慈

的弟弟也跟著姊姊的腳步，在去年考

上原住民專班。

提升原住民教育品質、照顧原住民

就學就業問題，並培育東部護理及醫

事人力，是慈濟技術學院創校的主要

目的。每一年看到學生像連家這樣的

例子，原民學子能不誤入歧途，找到

人生的方向、發揮自己的良能，又能

改善家境，是我們全校教職員努力付

出的最佳回饋。而這樣的努力慈濟技

術學院從創校起至今不輟。

感恩證嚴上人鼓勵我們設立原住民

專班，不僅免學雜費、住宿與餐費、

書本制服費，更每月提供日常零用金，

讓孩子們可以安心就讀。十七年來，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投入兩億多元，

共培育近五百位原住民畢業生進入護

理職場服務。且自 2011年，招生名額

增加一倍，每一屆招收 100名，提供

更多原住民學生免費就讀本校的機會，

使其能習得護理專業的一技之長，據

以改善個人、家庭與部落社區的生活

環境。本校也是教育部核定之東部地

區原住民技職教育重點發展學校。

全校同仁多年來的努力已獲各界肯

定，尤其是家長與學生，從今年的入

學率即可感受到。因為包含五專、二

技、四技及研究所，新生報到註冊率

超過 96%，讓人倍感欣慰。還有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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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馬祖、甚至馬來西亞的學生來就

讀。

我們學校重視生活與品德教育，各

科系也強化學生的專業能力，強調全面

實習。近年來更是積極推動國際交流，

以文化體驗、服務學習、交換學生等

方式，補助家境清寒、成績優異的學

生出國學習，所以，希望家長能多鼓

勵孩子，把握能出國交流學習的機會，

在學生時期就能放眼國際，既能開展

自己人生的視野，也能夠強化對自我

的信心，提升就業的競爭力。我們也

邀請了許多企業及機構的產學合作，

讓學生在畢業之後能很快找到工作，

發揮一技之長。

以今年七月為例，本校有一百五十

位學生前往美國、英國、澳洲、日本、

馬來西亞、泰國等地進行文化體驗、

服務學習及交換學生等交流活動。而

九月舉辦兩週的國際服務學習與人文

課程，有來自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泰國與大陸等五國九校一百一十六位

姊妹校師生前來，全程以英語交談，

再佐以中文解說。我們會主動邀請姊

妹校師生來臺灣交流，是希望讓無法

出國的學生也有機會與外籍生互動，

體驗不同的文化。

藉此也要特別感謝慈誠懿德會，有

超過五百位來自各地的慈濟志工爸媽

們，每個月到花蓮來關懷學生，還會

去登門拜訪學生家長，在學生就讀期

間關懷與陪伴不斷，也是讓學生和家

長能安心放心的支持力量。

而本校對於原住民生的重視，更是

從來沒有短少。由於持續而深入的推

展原住民教育，我們了解原住民文化

的多元性，為使原住民學生能於護理

專業技能養成之外，能認同自我的族

群部落文化，並進而承擔原住民文化

傳承及守護原鄉醫療之責任，教師們

會在正式的課程之外，帶動學生參與

相關活動，如投入中小學學生社團的

發展、部落的衛教關懷、弱勢族群的

訪視與環境保護等志工服務學習，以

非正式課程深入原住民部落。 

本校不只訓練護理技能，濃厚的人

文薰陶更讓許多原住民學生的人生獲

得啟蒙，找到生命的意義；也讓許多原

住民學生有機會跳脫生活環境的枷鎖。

我們仍會持續培育專才的使命，期

許全校學生尊師重道、孝順父母、友

愛同學，內化自身的進退應對禮儀，

啟發學生的良知良能，成為培育守護

原鄉部落的健康天使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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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多年來持續而深入地推展原住民教

育，圖為學生參與原住民傳統皮雕研習營。( 慈

濟技術學院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