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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病房護理同仁陪伴病患進行戶外運動。

『護理』這條路應該怎麼走呢？護理生涯可以規劃嗎？又該如何規劃？

花蓮慈院陳品貝護理師在精神科護理專業上能多所涉獵，因為歷經──摸

索、探試、離開、重回、沈澱，最後【看見自己】對護理的熱愛，冀盼自己

能從病人的經驗學習更上一層樓，為提升專業而努力，以造福更多的病患。

正在台大護理研究所進修博士學位的慈濟技術學院羅淑芬老師，從國四班

到專科、二技、碩士班以至於博士班的努力，每一個進修階段對護理都有新

的詮釋，不斷「運用一些策略，改變生命的軸向，盡情開發生命到極致的時

刻」，並藉由自己研究領域的成果，【許一個護理的未來】。

花蓮慈院章淑娟主任也曾在護理路口徘徊，但因不忍與不捨病人受苦，克

服了自己的無力感，進而【隨順因緣】的留在臨床，從基層逐步到擔任高階

主管，為了尋求創造更高的護理品質，繼續進修碩士和博士學位，除了貢獻

在臨床工作外，同時也在教學領域從助教到講師、副教授，期望培育護理專

業人才。

他們三人的特質都是秉持著對護理鍥而不捨的愛與專業使命，持續充實自

己，並在專業領域發揮所長，屬於您自己的『護理這條路』準備好如何走了

嗎?

The Track in Nursing

護理這條路
■ 編輯／章淑娟、葉秀真　　攝影／曾慶方、陳其暉

護理這條路護理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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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看見自己　志為護理
            See Through Myself, Vowed to be a Good Nursing Professional

■ 陳品貝　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病房護理師

憶往

秋意涼了，近來每每下班時都可以感受到那麼一絲微的秋意，在鼻息間輕

輕劃過。一整天忙碌充實的病房照顧後，我坐上火車，準備到台北上課。車

廂上的人不是趁著路途遙遠，稍做休息，就是看報打發時間，好度過無聊的

車程。聽著火車轟隆轟隆，對著窗外漆暗窗景，寂靜也沈靜。這趟路已不知

道往返多少次了！以往回西部家裡我就很開心，覺得好像暫時脫離工作的辛

苦；直到最近，這趟路對我的意義越來越不一樣……

做中學　學中覺

我很幸運地於去年考上台大護理研究所精神科組，想到在職進修的日子，

有時真覺得頭皮發麻，而我竟然也熬過了一年。許多人很好奇我的護理生涯

這條路，我想就如同靜思語「做中學、學中覺」吧！

回想起民國87年剛自台北畢業，同學間紛紛討論要留在那一間醫院服務，

絕大部分的同學幾乎是選擇留在台北，或是離家近的醫療院所。而我因為高

中就離家唸書，練就一副喜歡四處找新鮮事來嘗試的本事，選擇到花蓮，打

定了如果不習慣花蓮，兩年一到行李打包就回台北的如意算盤。六月校園驪

歌聲響起，七月一日我就到了慈濟醫院報到。

剛開始我先在兒科病房，等到九月份精神科病房開始運作才轉過去。初期

醫師只有陳嘉祥主任一人，主任身兼門診、住院及值班，除了他，沒有一個

人有精神科工作經驗，有的只是一份照顧精神病患的熱忱及好奇。當時護理

部特別派我們所有護理人員到其他醫院精神科病房受訓兩週，學習專科的照

顧模式。就這樣在邊做邊學中，慢慢知道什麼是精神分裂症、什麼是自言自

語、什麼是幻聽症狀；曾經在個案症狀發作情緒激動時，不懂如何有效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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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抓傷；到後來可以帶著病情穩

定的病患去參觀花蓮石雕展，培養病

友的社交及人際活動……。隨著個案

數越來越多，精神科組織齊全，經驗

的累積也越來越豐富，不知不覺中一

年過去了。當工作逐漸上軌道後，想

再多學些其他東西，回想自己過去在

求學期間對做研究十分渴望，於是利

用就近資源，我主動與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范德鑫老師聯絡，老師見我對統

計學有學習動機，開放讓我旁聽課程，我感謝老師給的方便，堅持與研究生

共同上完一年的統計學，並通過課程考試。

迴轉

這兩年的時間，心中常常問自己是否要做一輩子的護士工作？我最喜歡的

到底是臨床或研究工作？心理不踏實的步調反覆作祟，正巧念研究所的同學

鼓勵我回台北，我內心盤算許久，猶豫不決，詢問爸媽，爸媽還是回覆當初

來花蓮的那句老話：『尊重妳的決定』，讓我心中不捨又愧疚；我了解家人

再怎樣捨不得我，也不會干涉我做決定，而務農的父母，對子女外地求學工

作的事，所知有限，也幾乎採無條件的接受與配合，因而我內心對爸媽更是

覺得放心不下。

在經過思考煎熬後，決定回到台北到政治大學社會系擔任研究助理。在政

治大學期間，我參與老師三個研究計畫案，學習如何進行個案訪談、資料分

析、閱讀文獻資料等，並且將統計方法對照使用在研究中，種種經驗是學生

生活與病房照顧工作所沒有經歷過的，一切顯得新穎且新鮮，老師也覺得因

為我以前有照顧病患經驗，很容易與受訪者建立關係、進入研究主題。在那

三年的助理生涯，訓練我用邏輯的思維來看待事情，對問題解決能力幫助非

常大，至今為止，我仍十分懷念當時工作那股傻勁與投入。

重返

研究助理的工作告一個段落後，我徘徊到底要念研究所或是回到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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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了解我的個性，知道我喜歡從事精神科護理工作，勸我唸書是一輩子的

事，研究所可以延緩一點念，鼓勵我回到臨床。再三衡量之下，我又投了慈

濟醫院的履歷表，經過院方的安排回到精神科病房，直到今年，在精神科工

作已經滿五年。

一路走來，心情五味雜陳，曾經擔心自己的定位及未來；也很高興有機會

出去看看除了病房工作以外的視野，最重要的是在精神科工作，對自己的成

長幫助非常大，照顧病患其實是在觀看、內省自己，觸發內在的脆弱，這是

助人工作者藏在內心裡一個很自私的秘密。

回想這些年來，除了很清楚我喜歡的照顧工作外，在我很徬徨時，總是受

旁人鼓勵與幫助，包括我現在到台北上課，病房同事班別調度上的協助、護

理長的支持等，真的有道不盡的感恩。

冀盼

護理生涯裡，摸索、探試、離開、重回、沈澱、擁抱，現在的我，比較

以前和現在心情，除了熱情不變，心境一直在持續迴轉。懵懂階段，多停留

在常規工作的執行，遇到不知如何照顧的壓力，只想努力逃開；現在的我，

除了護理技術外，較能用社會整體層面、問題解決方法來照顧病患。隨著社

會發展，未來患者的需求及社會將更加多元及複雜，精神科護理人員不能只

照顧醫院中的精神疾病患者，領域的拓展更要延伸到社區的心理衛生；在心

理、社會層面的照顧之外，病患高齡老年化後也凸顯身體層面照顧的需要。

不斷的充實及反省，嘗試讓自己跟上病患需要的腳步，我也期許自己能在

病人照顧的病苦經驗上學習，看見自己，持續地豐富自己的生命。

病情穩定的病人由護理同仁與職能治療師陪同至戶外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