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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慰全人

「民眾健康的需要在那裡，護理的光就在那裡！」護

理教育旨在培養人文與專業能力兼具，符合社會發展與

國民健康需求的照護人員。社會變遷劇烈，人口的結構

與疾病的型態也隨之改變，花蓮縣又屬於人口外流、老

化問題較為嚴重的縣市，如何培養學生不僅具有在醫院

執業的能力，也兼具社區保健與長期照護復健的專業技

能，是教育的重要課題。

關懷老人  催生福氣站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自 1989 年開始培育護理專業人

才之路，2001 年二年制護理系設立，也給了教育志業

一個發展非急性體系的社區照護人才培育的契機。

二技的護理課程，除了原有的內、外、婦、兒、精神

科的臨床科目之外，也依照族群的需求加入了社區健康

照護與長期照護的課程，最主要希望護理學生除了照顧

病人之外，對於社區與長期照護的個案也能有所瞭解與

認識。正因為需要照顧的個案有八成在社區，只有二成

在醫院。在全民健保醫療制度實施總額給付以來，社區

裡慢性病個案數增加，長者在青壯人口流失的鄉村社區

十分欠缺兼具醫療與生活照顧模式之社區照護據點。因

此，配合二技的課程、社區的需要，經過縝密的社區評

估與計畫，透過教育部專款的補助計畫，花蓮第一個社

區的老人關懷中心成立了，那就是太昌福氣站。

從體驗、體會到體貼

福氣站，是和學生一起腦力激盪所產生的。在傳統的

醫療教育中，對於長者多以失能、虛弱、退化與孤單來

定義，少用正向的眼光看待歲月的影響。但在社區，學

生可以看到長者的調適、長者的心情與健康需求；由體

驗、體會到體貼，是教育的關懷主軸；在與長者共同參

與的過程中，學習去看歲月帶來的智慧與故事，是社會

心理的實務篇。學校的課堂教育，必須透過實務的體驗

■ 文︳ 蔡娟秀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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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操作，才能將學理轉化為專業能力。

由於少子化，家庭成員銳減，再加

上大多數的學生國中畢業就負笈到護

理學校學習，學生社會化的機會很少，

因此如何在傳統的課程中，加入實務

體驗與服務，是讓學生真正學會「聞

聲救苦」的重要關鍵。在學校單純的

生活中，學生無法理解除了自己世代

之外的需求與溝通模式，曾有學生說：

「我本來以為阿公阿嬤很多都需要我

幫忙，可是到了福氣站才知道，他們

會的比我們還多，要是現在沒有了電，

我們可能比阿公阿嬤更早餓死臭死

喔！」

溝通是另一個層次的學習。在學校

習慣了與同學的溝通模式，學生到福

氣站第一件事是學習母語。常聽到長

輩驚訝的說：「你不是客家 (閩南 )人，

怎麼不會說哩 ?」剛開始時，學生只

能回以表情符號，慢慢的，學生發現

笑容、專注的眼神與讓長輩有展現經

驗的機會，是最好的溝通與支持。

護理的主軸在健康維護，在支持個

案日常生活的功能，但「如果護理人

員的養成多在集中居住的學校、畢業

又到醫院工作，他如何能體解日常生

活活動的執行與調適？」看到學生蹲

在志工媽媽旁努力的想要學煮飯、配

菜時，我忽然深深的感動；因為他們

不只在學習護理、學習關懷，他們在

學習生活。

透過學校教育與臨床實務的結合，

福氣站轉眼從一個到十七個，第一個

站成立至今轉眼 8 年了。長輩的笑容

依舊，活動中心也在大家積極的參與

之下，獲得政府補助，從鐵皮屋改建

為鋼筋水泥。當年實習的學生，有一

半轉作長期照護或是長者健康促進的

工作，慈濟醫學中心社區健康中心的

護理長林金蘭玩上了癮，現在是社區

關懷據點健康體能的重要推手，也完

成了護理碩士的學位。只能說能導向

學生體會長者、真是個福氣無限的功

德。最後，與大家分享長者福氣站的

設計理念：

教學生病 (sick) 之前，

先教會學生生命 (life)；

教學生指導 (direct) 病人之前，

先教會學生傾聽 (listen)；

教學生治療 (cure) 之前，

先教會學生照護 (care)。

社區福氣站的實習課程，

讓慈濟技術學院護生藉由

與老人的互動學習良好的

護病溝通，也發現長者們

都是深藏不露的生活家。

攝影／陳世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