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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Head Nurse

Protect Myself Protect Myself 
and Seek Help and Seek Help 
from the Teamfrom the Team 向外求援

Please Listen to Me, Head Nurse
阿長，請聽我說

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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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求援

回想起三年前五專剛畢業，進入五加二產學合作專班，懷抱著理想與未來，初次

踏入花蓮慈濟醫院任職護理師時，對一切都抱持著新鮮的熱情，期待每天上班與病

人互動，卻在新人撞牆期一度準備離職另謀高就。幸好有學長姊、阿長及督導在我

受委屈時給予關懷及安慰，使內向的我能持續歡喜學習。

不要自己硬扛，我們是一個團隊

還記得第一次接加護病房轉入的病人，對病人的關心問候被誤當成案妻，不斷偷

摸屁股、胸，甚至是拋媚眼、摸手等性騷擾行為干擾，因為對於 ICU Syndrome( 加

護病房症候群 ) 不太了解，明明很害怕卻不知道該如何跟學長姊開口，並且因每日

都需將病人移至輪椅上復健，一度害怕到不敢上班。後來鼓起勇氣與指導學姊討論

後，學姊立即將排班調開讓我不用再照顧這位病人，並且告知主治醫師，醫師嚴厲

指責病人的行為，隨後不斷安慰我，表示下次遇到一定要立即按鈴請學長們支援，

「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遇到事情都會互相幫助，不需要自己一人承擔。」給了當

■ 文│彭宣燕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七樓病房護理師

教學護理長江如萍 ( 左 )
聆聽彭宣燕 ( 右 ) 人形圖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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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我很大的鼓勵。事發後幾個月內，阿長都會不定時關心我的心理狀況，鼓勵內

向的我表達自己的想法，阿長告訴我：「護理師除了照顧病人外，還要學會照顧自

己，傾聽自己的聲音。」

還有一次照顧一位譫妄病人，因家屬無法前來陪病，且病人經濟狀況較差無法申

請照服員，所以需要全責照顧，某次將病人由輪椅抱至病床上時，病人突然發作把

我當成壞人，用力咬住我的右上臂，當下受驚的我連忙大聲呼喊支援，直到學姊們

前來，才將病人的嘴角捌開。慶幸自己當天穿的衣服較厚，僅有一排牙印以及門牙

導致的小傷口。事後病人不記得此事，我也因為進修長照相關課程，了解譫妄症狀

及原因，不再追究，只是因此在與病人互動時總會刻意保持距離。待下班後學姊來

關心我，當下發現傷口立即上報給護理長及督導們，除了醫院提供免費的定期抽血

檢查追蹤外，阿長及督導們的暖心小點心，讓我感覺慈濟滿滿的愛。

健全護理的身心，日常問候與病人交流

因此，獨立作業後，我在照顧病人時，除了溫柔地傾聽病人敘述外，學習到不僅

要精進臨床技能，更要保持健全的身心，及關心病人的愛心、耐心、包容心，因為

在病痛中的病人常會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及情緒。延伸至後來帶領實習生時，實習

生們都會寫卡片告訴我，因為我會細心注意學弟妹間的不知所措並給予協助，幫助

學弟妹能更加融入臨床照護。學妹還表示畢業後要來當我的同事，當然我也很歡迎

新血加入慈濟大家庭一起努力。 

我也將阿長安慰我的方法，應用於與病人交流，藉由每日的日常問候，例如「早

安！今天天氣真好！早餐吃了嗎？」開啟一天的活力互動。

尊重他人的信仰，找出最適照護模式

某次照護一位診斷腸胃道基質瘤的患者，很特別的是這種疾病多好發於胃部，而

病人則是極少數發生於肛門口的案例，有地中海型貧血病史。這位病人信仰耶和華

見證人，因此無法接受輸血及進食任何血製品，血紅素持續偏低讓病人很焦慮，病

人一度自責，孩子及先生必須困在醫院照顧她，當得知檢驗結果又是血紅素數太低

時，甚至有放棄治療的念頭。

這是我初次照護信仰耶和華見證人的病人，因此在飲食的衛教及陪伴方面，單位



｜ 51 ｜ Volume 23  .  Number 1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學姊、阿長都會給予建議，幫助我給予病人更完善的照護，而我也發揮自己除了護

理專業外的傾聽及陪伴技能，舒緩病人焦慮的情緒，幫助她逐漸拾起信心，願意與

家人傾訴住院期間的擔憂，也很感恩病人願意分享自己的經歷，協助我撰寫個案報

告，也讓我在照護中不斷自我省思，尤其在遇到不熟悉的事務時，不可抱持固有偏

見，在認識及理解後給予關懷及愛。

就像慈濟大家庭一般，當我還是新人時受到委屈，學長姊及阿長會為我挺身而

出，在病人因病情迷茫無助時，給予陪伴、安慰、理解，就是最好的反饋。期望今

後的每一日，我都能帶著滿滿的笑意及溫暖，協助病人及家屬走出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