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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長安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講師

Are You Ready for Clinical Practices ?

教育的目的在使學習者具備專業的

知識、素養，使學習者的思想、行為能

有效改變。在有計劃的教育過程中，不

僅使學習者具備專業的知識、能力，更

希望培養學習者在專業方面的興趣以及

正向的價值觀和專業態度。

送護生八大禮物

臨床實習養成專業

2005年3月31日，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護理學系（科）評鑑規劃會議，即

擬定大學部護理學系的專業核心素養

－－批判性思考能力、一般臨床護理

技能、基礎生物醫學科學、溝通與合

作、關愛、倫理素養、克盡職責性和

終生學習等八項核心素養，這也是近

日教學者如我們，期許能送給護生學

業完成時的「八大禮物」；其中，基

礎生物醫學科學或可在課室學習中完

成，但其他七項則必須藉助臨床實習

的操作、練習而養成。

臨床實習在護理教育的訓練中佔有

很重要的地位，是護理系學生養成教

育的必要平台；因此指導教師和單位

的學姊如何引導、指導學生去觀察、

判斷，去尋求解答、啟發思考⋯⋯是

臨床實習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

護生實習七大難　
師長學姊巧引導

許多文獻都指出：學校實習政策、

實習場所、指導者及學生等皆為影響

學生臨床實習的因素；實習場所的設

備差、用物供給短缺、實習單位的冷

漠、溝通欠佳、把學生當人力運用及

臨床與課室教學不能配合等，都是學

生對實習不滿的因素。茲將學生在實

習檢討會時，提出的幾項困擾問題與

大家分享。

談學生實習

您　　　好了嗎

▲

 大學護生的八項畢

業大禮，其中七項都

有賴於臨床實習的成

果，劉長安老師(左

二)提醒教育同儕與臨

床學姊學長們多給學

生正確的引導。

準備您　　　好了嗎您　　　好了嗎您　　　好了嗎您　　　好了嗎您　　　好了嗎您　　　好了嗎您　　　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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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理記錄好難

護理記錄的書寫方式是醫院護理

部依評鑑要求而統一規訂的，是護理

人員在病程紀錄時要遵行的。由於各

醫院的規定不同，使學生在學校教育

課程中無法專注於某一方式之講解、

演練；若實習時，老師或學姊能適時

地給予指導和引導，此問題應可獲得

改善。病房的護理人員本就是個案的

主護護士，也應是最瞭解個案治療情

形及健康問題的人，當學校實習指導

老師看法與學姊有出入時，老師是否

應與學姊或單位的護理長討論取得共

識，以避免造成學生的困惑。

2. 延遲下班、時間分配與管理

這是臨床很多新進護理人員同樣感

到困難的問題。課室上只敘述了一些

理論或舉證，學生是很難體會的；若

能安排病房有經驗的學姊引導，護生

可學習、體會到實務中工作時間的安

排及分配。老師也應提醒學生「臨床

實習」的真義，不只限於技術的操作

練習，還有仿效學習的意義存在。

3. 感覺所學不足

學生實習時以學習能力不足之壓

力最大。畢竟護理是一門操作型的、

技術型的，且具有「人際互動」的專

業，若在學生到院實習前，指導實習

的老師能先舉辦模擬演練，或是安排

與實習相關經驗的演講，也許可幫助

學生事先做好心理準備，包括如何開

始與病人溝通。

「老師請您幫我看，我怕做錯。」

技術操作機會太少、技術不熟練，是

長久以來就存在的問題。當然若在指

導老師或學姊引導下實際的操作，在

鼓勵與支持的情境下，學生是比較

容易達成實習目標的。培養學生的自

信、學生的臨床護理工作能力、如何

讓他們能正確無誤地執行護理照顧活

動。坦白地說，在維護病人權益及臨

床護理人員的職責考量下，今日護生

臨床操作技術的機會是比以前要少。

如何讓護生能在畢業前有個好的護理

實務操作訓練，這是值得學、業界研

討的。

▲  能到開刀房實習，

學生們專注聆聽不斷

提問。圖中蹲著的講

解者為花蓮慈院開刀

房陳幸姬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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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案的分派

個案的分派在實習的安排中是一

門學問和藝術。個案數目的多寡、難

易度等都應視學生的能力而定。帶實

習的老師應隨著實習的週數、經驗的

累積，而調整學生的個案數及個案病

情的嚴重度。值得憂心的是現今的學

生在實習中照顧的個案人數只有一、

二位，以目前的病房護理人力配置而

言，未來護生將如何負起臨床照顧眾

多病人的責任？另方面，護生照顧的

病人少，那麼實習中所能練習技術的

機會自然就少，這是一個當然的因果

關係。

5. 工作環境氣氛

若工作環境的氣氛多一分關心、多

一份耐心與鼓勵，將會減輕學生的實

習壓力，增加學生的實習適應。老師

的人際關係、溝通能力、老師是否能

掌握學生的學習適應狀況，皆影響到

學生實習時的學習效果，老師您注意

到了嗎？

6. 同理心的養成

「同理心」是我們希望學生在實習

時能養成的，但若學生本身沒有一個

清晰的自我認知和正向的人生觀，在

臨床情境的影響下，很容易就陷入了

病人的情緒世界，而影響了對事、物

適當的態度或看法，甚至對護理工作

有了偏差的看法；老師是否有適時的

給予學生協助？

7. 實習目標及進度

老師或病室教學指導者在學生實習

之初，即應與學生共同訂定實習目標

及預期達到的護理標準，使學生能有

計劃地逐步完成實習。在實習中指導

▲  劉長安老師整理出學生們對老師的十大期

望，在詢問同學們做好實習準備的同時，也期

許教導者別忘了準備好！圖為吳陳怡懋老師(右

二)帶大三學生於花蓮慈院合心九樓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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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採何種的態度去指導學生學習？

要求多了學生有壓力，讓他們自主學

習又恐會影響病人權益；許多學者主

張以「自主」的方式讓學生去學習，

但護理服務的對象是「人」，是不容

疏失和「再實驗」的，臨床指導者真

難為。

除以上所討論的之外，學生普遍認

為實習單位的「學姊」對護生的耐心

和信心，能使學生在臨床實習時更具

自信，學習效果更佳。於此與臨床護

理同仁共勉，因為今日的學生就是明

日您的工作伙伴。

對老師的十大期望

在53位同學的感言中，整理出「實

習時對老師的期望」：

1.  老師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技巧，能協

助或指導我解決實習中所遇的困境。

2.  老師能指導我應用專業學理及技

術，於臨床護理活動上。

3.  老師清楚瞭解單位的政策、工作理

念，協助我適應單位環境。

4.  老師能與我討論臨床實習的困難及

需求。

5.  老師能指導或引導我與病人溝通。 

6.  老師能修改或與我討論作業，以修

正我錯誤的認知。

7.  老師能掌握各種學習機會，協助我

學習以達實習目標。

8.  老師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且與醫療團

隊其他人員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9.  老師能了解我實習的焦慮與壓力，

協助我學習及調適。

10.  老師具教學工作熱忱及親和力，能

發現我的實習需要，並予滿足。

教育醫療齊協力　

學生老師準備好

花蓮慈院的設立，為花蓮人口注

入年輕力量，且技術學院、醫學院陸

續設立後，也帶動花蓮的學術發展，

這是慈濟醫療與教育志業對於花蓮地

區不可忽視的貢獻。「若要提昇護理

人員的使命感，要先從教育努力，在

他們畢業之後，就由臨床單位教育。

師長們不只是傳承醫療知識，更必須

傳承慈濟的使命感，要讓服務偏遠地

區、以愛付出的精神落地生根。」證

嚴上人慈示身為師長的我們，在教育

階段就要培育學生的使命感。

臨床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單位的護

理人員，在學生實習過程中都是核心

人物，都是學生實習時的「老師」；

實習指導教師在實習前給予學生的準

備，臨床學姊在實習中的支持、引導

與經驗分享，皆有助於學生解決實習

中所面對的問題，減低了學生實習時

的挫折。

實習中如何去發現學生的問題，澄

清學生的疑慮或協助學生克服生理、

心理的障礙，是實習指導教師與學姊

應重視的問題。保持良好的合作關

係，準備一個好的實習環境氣氛，適

時地給予學生讚美和鼓勵，對臨床的

老師而言，這些應不難做到。在協助

學生做好準備的同時，「老師，您準

備好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