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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潘美珊的臨床教師是妳嗎？」

『？？……我不是老師耶！』

「那你們單位誰負責教潘美珊？」

『是我啊！但我是輔導員，不是老師耶。』

以上是我在推動導、生制度於臨床查

核時遇到的真實狀況……猶記 2007年

醫策會開始推動教學品質提升計畫，規

範領照兩年內的醫事人員必須經過臨床

教師長期輔導通過後，才得以正式成為

一位醫療專業人員，也就是過去護理職

場稱的「輔導員」；臨床師資的培育也

同步變成發燒議題。為了與其他醫事人

員有一致性，臺灣護理學會於 2010年

12 月正式函文公告：在醫院工作擔任

指導新進人員角色的護理人員為「護理

臨床教師」，而這個正名似乎也賦予輔

導員們去思考，這個角色的意義與實際

功能。

護生經過學校教育後進入臨床，接受

學長姊的教導而逐漸變得專業有自信，

隨著年資累積也開始肩負專業的傳承。

擔任護理臨床教師的學長姊們這麼

說：

「我是臨床護理人員，我只是把如何照顧好病人這件事傳授給學妹！」

「我希望學弟妹能好好照顧病人，不要有護品異常事件……」

「或許是，我期望把學妹塑造成另外一個我。」

「我從來沒想到我會成為『老師』！ 」

「我不懂，為何很努力教，但是學妹就是不會？」

「原來，要學習教學方法、要會使用評估工具、更要懂得教學成效評值……」

「我發現當一個好的臨床教師是多麼重要啊！」

輔導員正名為「護理臨床教師」，是

榮譽也是使命，如何在忙碌中傳承專

業，其實是有技巧與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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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們的口中，我聽到兩個問題：

一，是不認為自己是老師，二，是

原來傳授經驗要有方法。

過去，只要夠資深就能夠帶新

人，而且，我們看到新人的表現若

成熟，就會跟帶他的學長姊像一個

模子出來的，等於是「師徒制」。

也看到很多輔導員求好心切，好像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但學弟

妹卻只感覺「學姊 ( 長 ) 怎麼這麼

嚴！」

其實，經過我們的統計，有上過

臨床教師 ( 輔導員 ) 訓練班的，帶

出來的新人留任率比較高，因為他

們從中學到了帶人的技巧與方法。

所以，我們希望能積極努力地協助

臨床教師勝任，並有效發揮角色功

能。為了提供更好的教學品質，我

們規劃師資培育的相關課程，甚至

三年內二度從美國聘任蘇惠明教授

來指導批判性思維的臨床教學，希

望能提升臨床教師的教學知能。

我們不敢說「沒有教不好的新

人，只有不會教的老師」，因為絕

大部分的護理臨床教師都希望把新

人教好、帶好，在兩三個月的時間

裡，每天貼身示範，不但

要完成常規的臨床工作，

如果學弟妹做的不好，還

要善後；但大家知道，自

己也是學長姊的努力之下

才成長的。

但「嚴師出高徒」的觀

念已經不符潮流，若用同

樣的方式，可能只會自己

受傷；在蘇教授的現場指

導與互動間，示範了一位

臨床教師應有的態度，開

放式、互動式的教學模式，

與自身不斷地省思改進。

護理年資近十年的淳雅，

願意敞開心胸與大家分

享，她是如何重新探索作

為一位臨床教師的價值，

與大家分享她的心靈轉彎

之路。

有上過臨床教

師 訓 練 班 課

程，有助於帶

領 新 人， 開

放式、互動式

的教學模式，

是比過去嚴格

的師徒制更適

合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