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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策會第十九屆醫療品質獎競賽結果出爐，臺中慈濟醫院在全臺灣所有醫療院

所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榮獲「主題改善組銅獎」殊榮，團隊同仁們「以病人為

中心」，在有限資源下犧牲假期全力拚搏，將合和互協的精神發揮極致，得到肯定，

讓我們深深引以為榮。

臺中慈院的願景是「成為以病人為中心之醫療典範醫院」，期待透過品管圈活

動貫徹團隊合作、以病人為中心、注重病人安全的核心價值，這不是口號，而是

經過不斷的教育訓練及專業品管組合，建立全院跨單位攜手合作落實深耕醫療品

質，一步一腳印建立共識。此次參賽能獲得評審青睞，拿到「銅獎」，證實我們

的努力沒有白費。

這項榮譽除歸功品管中心持續投入，也要特別獎勵啟用不久的急性後期照護病

房團隊，成員包括：病房護理師與復健科醫師、治療師、專科護理師、個案管理

師等。

急性後期照護病房提供中風病人整合照護，跨科團隊成員最初建立品管圈的目

標是鼓勵因中風突然無法行動自如的住院病人，在長達數月的住院期間，不要因

為恢復速度不如預期而自暴自棄錯過黃金期，把握在病房的休息時間，持續進行

復健活動。

團隊各種職類的專業同仁密集開會討論，彼此合作、鼓勵相挺，在過程中獲得

不同啟發，設計的活動環環相扣，發揮相乘效果。病房護理師接受復健治療教學

課程後，提升復健專業衛教能力，在腦中風病人的急性後期照護上助力倍增，成

為臺中慈院的醫療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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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病房護理師在課程中親身體驗病人穿、脫衣的困難，透過角色扮

演協助上下床移位，更能理解病人返家後可能面臨的生活不便，讓團隊更能掌握

好職能治療的目的與作法。

為了讓病人回到病房後持續復健，病房同仁腦力激盪、創意發想自製適合教具，

以有限的經費，先後利用象棋、套杯、魔鬼氈，還有湯匙等資源回收材料，完成

近十種具備復健功能的環保小道具，再以圖片編碼，鍵入護囑資訊系統，供復健

時點選帶入，迅速完成護理紀錄。

專案另一項特色是將主要照顧者納為團隊成員。醫護團隊不可能廿四小時都在

病人身邊，專案目標設定「提升病人自我照顧能力」，就必須讓主要照顧者協助、

鼓勵病人復健的能力先提升起來，這項作法的成效很快展現出來，一位病人的太

太接受衛教了解復健相關概念後，動手縫製沙包，在病房跟中風的另一半練習拋

接，發現改善手眼協調復健效果超好，於是馬上做了更多沙包送給病房，幫助其

他病友，讓大家都一起好起來。

病友間動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其中一位年輕男性病友面對復健漫漫長路，情緒

起伏很大，總是覺得進步速度不夠快，焦急難耐的心情以抗拒不配合表達，直到

同期病友中一位「阿姨級」病人帶動鼓勵，讓他一路快速進步，病情改善速度明

顯到連自己都能感受其中差異。

這位阿姨病友個性堅毅、熱情，有她在地方就充滿活力，被其他病友封為「班

長」，她總是主動吆喝所有病人一起做復健，套圈圈、下棋，帶動大家走樓梯、

拖輪胎，在手牽手走過共同咬牙忍受復健的痛苦中，建立深刻的革命情感。

班長出院那天，年輕的男病友專程從高雄北上，歡送她出院。而班長返家後，

仍不忘一同對抗病魔的朋友，將她在海灘上翻滾的畫面傳送回醫院，繼續幫所有

人加油打氣。

確實，罹患疾病的處境與心情，病友比任何家人都更能了解，這股相互支持的

力量像是漣漪一般擴散開來，在病友間、在病房裡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人與人之間如此難能可貴的連結性，來自醫療團隊「以病人為中心」初衷，合

和互協推動專案，在家人跟主要照顧者成為重要的支持系統後，進而產生病人相

互鼓勵、推己及人的美好互動，寫就病友間用生命相互疼惜的篇章，讓臺中慈院

抱回銅獎。

恭喜同仁付出得到肯定，臺中慈院病房裡的溫馨故事仍繼續上演，感恩病房護

理同仁在第一線兢兢業業「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你們無疑是最大的

幕後功臣，謝謝大家為病人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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