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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Editorial

機會是給做好準備的人。

今年三月，神經科在美國舊金山進修的羅彥宇醫師回醫院，預定要攻讀

博士學位的他建議學弟學妹，在進修之前要先把自己準備好。羅彥宇醫師到

美國之後約花了七到八個月學習英語對話，他有感的說，如果大學生可以重

來，他一定會花三、四倍的時間讀好英文。他也提到美國的好老師對年輕醫

師的培養，是一有機會就把學生推到舞台上，因此很感恩老師教過他上台之

前，要寫稿，將每一張投影片的內容背到滾瓜爛熟。這一點我十分同意，即

使到現在，我依然習慣在上台之前就準備好演講內容。

也是三月間，已連續三年，每年兩度自美國到花蓮指導年輕醫師的客座教

授徐達雄，這次還致贈一整套美國正風行的心音模擬器。在他離台前，徐教

授在教學部陳宗鷹主任陪同下拜訪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時提到，他希望未

來慈濟可以提供年輕的「內科」醫師到美國著名大學醫院作為期一個月的短

期學習，讓學生開拓視野。這建議獲得立即回應與同意，院方未來會訂辦法

讓優秀的醫師有機會成行，目的不外乎是希望像羅醫師一樣，去了解自己的

不足，並開拓眼見。我認為，「先見之明」的視力是0.8，「後見之明」是

2.0，唯有把自己隨時準備好，機會來臨時方能立即掌握。

因此，在院內主治醫師及臨床研究醫師升等報告時，每一開場，我都會先

說明：慈濟醫師的要求是專業與人文兼備，專業是兼具醫療、教學與研究三

者，再依據本院晉升標準、訓練目標，如果仍未達成目標而先進行面談者，

即使未來通過之後仍須滿足所有的晉升標準，才正式生效。而且我給年輕人

建議，升等簡報中至少第一張及最後一張投影片的內容一定要背起來。第一

張是避免因臨時狀況及緊張而慌亂，最後一張是作完美總結，至於中間的簡

報內容，因為是「說自己所做，做自己所說」，做自己就不難。我以五張簡

報舉例，而這些簡報技巧護理同仁也應該可以受用的。

我以製作投影片的順序來建議，不是要復興八股，而是期待年輕人用心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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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利用升等簡報的機會，重新了解自己及規劃在慈院的未來。除了題目之

外，第一張最好貼最滿意的個人照，談慈濟因緣。因為面談的委員手上都有

簡報者這幾年的學習訓練彙總資料及個人的五年計畫，所以對於與一般人不

同的學經歷(一路由高中、大學，在慈院擔任住院醫師)要主動敘述，以免把

時間花在答詢上，失去寶貴機會讓主管提醒自己的不足。

第二張，用簡易圖解，介紹當科領域項目，說明目前科內的定位及發展，

或者兼談國內及國際發展，並且對其中優勝劣敗及發展史要有全盤概念。對

新知識的追求，特別是對於新科技，不可被廣告詞收買，初次聽到或許以廠

商說詞作概念，然而一定要去研讀文獻，進行判斷，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

第三張，是談進修。因為許多人在進修計畫上都只有寫期望考取博士班、

升等部定教職，過度簡化了中間所需要做的努力與人事變化。我認為進修內

容最好兼談如果沒有考上研究所之後的規劃，放棄？或者另有替代計畫，如

出國進修規劃，何時成行？最重要的，不要忽略了科部主任、科內同仁以及

家人等系統的支持程度與意見。

第四張，是專業及人文的表達，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羅列住院醫師生涯期

間在醫療、教學、研究與人文的表現，一方面是反映對院內升等標準的了解

與體會，一方面也是檢視自己是否符合醫院的標準下。

第五張，談個人最專注的事，前瞻未來的規劃與理由。參與三月升等簡

報的候選人在這項都有出色的探討，花蓮慈院「臥虎藏龍」就是基於這項特

質。例如神經科的老人醫學、腦中風團隊的全程醫療，以及精神醫學部的青

少年醫學與復健科的兒童早期療育結合發展等。

花蓮慈濟雖然地處東台灣，許多專科的發展其實很有特色，但受限於地區

人口太少，如果與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志工資源結合，經由對志工的專題演講、

衛教講習、授課等，志工的口耳相傳，可將慈院的醫療特色推廣出去。另外，

利用機會到受訓單位以外的機構學習，或者到他院的觀摩，走出花蓮，走出台

灣，也是把握時間，強化自己知識、技術與管理人力的一大法門。

「一個好的領導者，一定是一個好的跟隨者」(管理學上說一個好的追隨者

應具備四項基本特質：誠實、合作、依賴性與能力)。期許年輕人及時把握每

一次學習的機會，可能是一場會議、短期訓練、觀摩或交流，甚至院內的病

例討論會，無論是在台上或在台下都盡所能的去準備，去呈現或了解它的意

義與議程內容，就如孔子談詩經：「多識蟲魚鳥獸之目」。在無國界的競爭

環境中，學習也沒有疆界。靜思語：「人生不一定球球是好球，但是有歷練

的強打者，隨時都能揮棒」，機會是給做好準備的人，您準備好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