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07038 何佳圜 (服務機構：高醫精神科病房) 

反思日誌─服務學習 

日期、情

境 

102.10~11 月 

高醫精神科病房 

 

What 

 

服務學習

內容 

 

  進到病房，我看見一些人在四處遊走。他們說他們在散步，但與其說在散

步，不如說是在走廊徘徊。因為病房畢竟是個不大的封閉場所，因此除非有特

別的戶外活動安排，病人若想動一動，也只能做體操、騎腳踏車機、不然就是

散步了。也有些病人待在病房裡，看書、與其他人聊天、不然就是賴著什麼事

也不做。在公共空間的人相較會少一些，但還是有人會在那邊做自己的事的，

例如看電視、坐在窗邊曬太陽、躺在巧拼或沙發上。 

  我有時會聽見有的病人問護理長甚麼時候可以出院、我有時在走廊遇見在

散步的病人我會報以微笑，有些會回我微笑、有些則不理會我、也有就只是看

著我，眼睛瞪著大大卻不說任何話的病人。 

 

And 

 

過程摘要 

 

  偶爾我會和病人聊天，有的病患告訴我他為甚麼會過來住院，有的病人很

禮貌的告訴我他現在不想被打擾，也有我對我說一些我實在無法理解的內容，

卻和我說的很開心的病人。也有的病患一開始對你友善、過了一陣子或下次服

務卻對你冷嘲熱諷；或是本來跟我正常對話著，下一秒卻天外飛來一筆地冒出

類似電影情節才會出現的話語，然後一溜煙的跑掉。 

  有一次，我和一位病人一起散步與聊天時，聽見一位病患在走廊上嚷嚷的

很大聲。我不清楚他為甚麼會和周圍的人爭執，正在猶豫該不該避開時，同行

的病人已經好奇的加快腳步走向前迎向那位正在歇斯底里的病患。在一旁的一

位護士或實習醫生見狀，便使眼色要我立刻將我同行的病人帶開，反應過來的

我，才趕緊將人帶離開那邊，幸好沒有當場與別人發生衝突。 



So What 

 

學習要點 

  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我有時會感到灰心與無力。然而，印象很深刻的一

次，當時我帶了體操，當天有個才做沒多久便說累了想休息的病患卻在當天我

正要回去時叫住我，問說我們甚麼時候會再來，並表達希望我們再來，因為他

喜歡看到我們過來。我感到有些驚喜與訝異，因為我本以為他不太樂意見到我

們。讓我思考了，原來，我所想的並不代表就是他人的感受。過度解釋他人感

受反而讓我模糊了自己原本服務的理念與初衷。 

  另外，我也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體會到拿捏事情的重要、以及遇見事

情的臨場反應真的得實地參與才真正能獲取，是由經驗值累積而來的。就像我

上面提到的，有一次遇見那位裝狂的病人，這其實是我愈想過的狀況，我也想

過相對應的處理辦法，所以我本以為若真正發生了類似情況，我應該能夠立即

反應。然而真正遇到情況時，我還是愣住了一秒才反應過來。這也讓我更須心

以及由衷的佩服生活中擁有專業的各行業與各種人。 

  我也更深刻的體會到將心比心的重要性。其實，在服務學習的過程中也

有許多挫折。譬如無法得到他們敞開心房的歡迎。一開始真的很令人失望和難

過。更尤其是在經過某些病房時，聽見病人與實習醫生高談闊論，或是有說有

笑的時候，我疑惑為何病人只跟他們說，卻不跟我們說呢。不過疑惑在隔一週

我在另一個地方做志工服務時解開，志工服務的內容是陪伴啟智兒童，我想起

當初是花了多少的時間與那位被父母遺棄、已經對人性失望和有極度不安全感

的兒童建立起關係，讓他慢慢了解我、信任我、到後來對我敞開心房、歡迎我。

於是我也能夠理解了為何病人對我們的反應不如那些實習醫生。因次我也察覺

到了我一開始的心態較以自己為出發點，卻忘了站在他們的立場思考、感受。

於是我修正了自己的態度。 

 

 

 

Now What 

 

反省、 

思考，與 

檢視自

我。 

  服務學習前，我對於當精神病院的志工感到期待與興奮，希望能夠為

他們服務，為他們帶來些改變。但在真正去服務學習後，我才發現與我一開

始想像得不太一樣，而且我所想給予的並不代表他們所想要的。其實和平常

與身邊的人相處也是同樣的道理，若他人不需要的我卻一廂情願的給了，反

而會帶來困擾。 

  就像前文提到的一樣，服務過程中難免遭遇忽冷忽熱的對待、遇到熱

臉貼冷屁股的狀況、甚至無法理解的對待。那些病人的相處，我並不會太過

介意他們對我的反應，因為我知道那些都是他們的態度，不會影響我對他們

的態度。不過在生活中，我卻很容易因為身旁的人的一言一行而影響心情，

甚至影響自己的生活。讓我反思到自己的不夠成熟，畢竟，不管病房內、病

房外，他人的反應都是他人的反應，我們並不能控制。只要虛心的檢視自己

是否真的有盡到最大的努力，以及不傷害到他人，做好自己該做的，旁人的

反應可以是檢討及進步的參考，但不需要因為旁人的意見而太過委屈自己心

中的感受，或是放棄自己的意見。 

  進去病院服務學習，也有許多衝擊。透過和病人的相處、聊天，雖然

有些真的是與一般人不太一樣，但我也發現有不少人就和生活中所謂的「正



常人」沒什麼差別。我們只不過是學生，相處上大不了被我們戴帶著有色眼

鏡看待，但是他們出院後在社會上若遇到求職或更多其他的狀況，就不是只

有心理層面受到波及，連該享有的權利與待遇也很可能被剝削。那他們不免

感到灰心、不滿、甚至怨恨社會而做出甚麼對社會不好的事情，就演變成社

會上的問題成本，進而被一些人怪罪。怪罪他們的社會人士卻往往忽略了，

造成這樣的社會問題，自己也得占一份責任，畢竟，惡性循環還得要雙方的

問題一起交雜作用才會才造成。這樣的情況是我不願意見到的，因此我也更

勉勵自己不要對生活周遭的人輕易貼上標籤。 

  服務學習的這段期間，我從一位旁觀者話轉成為了當局者。從本來以

為我不是他們的一份子轉變成為我自認為我與他們有關。其實不管在任何場

合、任何地點、任何的情況，再怎麼「身處局外的旁觀」，畢竟都是一種「局

內」，只不過是在局內觀看，卻不投入罷了。這不免有些可惜，我勉勵自己

在人生的任何一件事物上都「用盡力的投入」，不要當一個身處旁觀，只看

到了、知道了某些事情，卻沒有真正經歷、體會生命中大小歷程的當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