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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加國際大學海外研習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也感謝學校提供這個機會讓我能夠到日本拓展視野，長

期生活在台灣，看著台灣的新聞，大部分的時間都接觸台灣人，沒有特別多的機

會可以與外國人交流，能夠有兩個星期的時間生活在另外一個國家，感受他國文

化社會，真的是一件相當特別的事情。此次參訪真的令我大開眼界，其中一件衝

擊我的事情為提升護理專業形象，在參訪聖路加國際醫院時，詢問協帶的護理人

員為何這裡的病人都不會有服藥不遵從的行為？東京的人們好像對護理師滿尊

敬的，她回答我說護理界的長官們從十年前就開始推動提升護理形象的活動以及

教育，並且積極讓政府看見護理人員的需求，這是我覺得非常值得學習的事情，

每日播報的新聞中放眼望去諸多醫療暴力、不正確使用醫療資源的案件，卻鮮少

看見護理人員為自己的工作權益、改善醫療環境發聲，除了網路推廣外，希望未

來也可以看見更多護理人員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第一週多著重於學校課程，第二週便是實習課程。首先對方先是介紹聖路加

國際大學的學制以及教學理念，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便是三年制的學士後護理

的課程，學士後護理並非單獨授課，而是和一般四年制大學生一起上課學習。這

個學制已經在聖路加國際大學中執行了二十餘年，未來打算將學制縮短至兩年，

讓我感受到日本人對任何計畫都相當嚴謹，一步一腳印，而非計劃幾個月就馬上

實行，相較於台灣對任何法案都講求快速看見成效，這種態度相差甚多，也是我

們值得學習的地方，慢慢減少短視近利的態度。 

對於實習課程印象最深則是聖路加國際醫院的生產中心以及社區發展中心。 

在聖路加國際醫院生產中心相當推崇 LDR（Labor Delivery Recovery 

Room），講究自然的生產過程，因此助產士的角色就相當重要，囊括了許多醫師、

衛教師的工作，例如各孕期的檢查，掃超音波、確認胎位以及接生等，有關自然

產產婦生產的工作，助產士都必須執行，是相當獨立的角色，而非醫師的助手，

這一點讓我相當敬佩，在台灣傳統的觀念當中，護理師好似醫師的助手，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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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工作上便會出現些許的障礙，但也許是日本與台灣有相似的社會背景，民眾

也不太能接受助產士或護理師為男性，因此在日本的醫療環境中男性護理師實在

少之又少。令人驚訝的是原來東京並不如我想像的傳統，雖然還是「男主外，女

主內」的社會，但是聖路加國際大學還是有些許男學生投入臨床工作學習，比例

雖不如台灣多，這也是醫療結構逐漸轉型的現象。 

在社區發展中心，我們看見日本充分運用志工的巧思，將志工帶進社區計畫

的一環，這些志工大多為年紀超過六十五歲的退休老人，志工們會相互討論並提

供意見或想法給中心，中心也會適時採納志工意見並且執行，這是我覺得相當不

錯的地方，在台灣通常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都會被我們認為是需要照顧的人口，

他們可能無法做太多事情，因此我們是否也可以適時聆聽老年人的想法呢？而社

區發展中心則利用口耳相傳推薦的方式，讓更多民眾知道發展中心是可以諮詢健

康的地方，也會定期舉辦小活動促進民眾更加瞭解中心，例如茶道、測量血壓以

及骨密度等，吸引附近民眾參加，中心內設置小型圖書室提供民眾查閱健康資

訊，並且有專人協助諮詢以提供民眾正確的健康觀念。 

透過此次機會能夠參訪他國醫療制度以及護理環境真的非常感動，聖路加國

際大學課程也安排相當精彩，受益良多，也積極地希望將所見所聞應用至未來就

業上，讓自己的護理工作更加精進，從自身做起慢慢改善台灣醫療環境。 

圖一、參訪聖路生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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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與秩父市社區人員合照 

圖三、參訪聖路加國際大學 

圖四、參訪聖路加國際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