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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服務的橋樑 
草創期的服務隊缺乏經費，也苦無機構

前往服務學習，在醫服團團長及諸多貴

人的引介之下，服務隊結合「生命末期

關懷於社區實踐」計畫，有了服務學習

的對象，眾人也自掏腰包開設課程從事

自主學習訓練。雖然運作一個草創社團

相對不易，但有了指導老師、社課講師、

友團及眾成員的合力支持，「心安寧好

服務隊」快速進入軌道，並於寒暑假期

間出團服務。 

服務隊目前以「陪伴長者」、「培養安

寧人才」兩大核心面向為主。面對長者，

服務隊是「帶領者」，親至長照機構帶

長者們進行有「微復健」功能的活動，

除了延緩生理性退化，也透過家屬的共

同參與，使長者心靈得到滋養；針對有

意投身安寧領域的人才，服務隊則變身

「供給者」，舉辦安寧知能課程，以完

備隊員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傾聽生命的煩惱 
王文宜自己樂於當一位「傾聽者」。在

維運「心安寧好服務隊」過程中，她細

心注意到許多個案並不僅有生理疾病需

要被重視，心理層面亦需兼顧。她自言

是一位「愛老人」的年輕人，除了在服

務過程中傾聽長者的生命故事，讓個案

與自身學習如何面對「死亡」，她認為

自己身為第一線的準護理人員，應該保

持敏銳的心理健康嗅覺與職能，未來亦

規劃精進這方面的專業。㳴气獘劋㞆椀杆⯂梫⠥☭
醫學院／王文宜 
學生報記者／李佩宸 

孕育服務的善因種子 

臺師大社教研究所畢業後，王文宜工作之餘仍積極參與社區長者心理健康促進培訓與

宣導活動，而後因就讀學士後護理學系，接觸到安寧照護議題。起初只是想透過所學

協助高齡長者，深入了解後發現安寧照護是一門專業且複雜的學問，然而願意投入的

年輕人不多，她秉持著「堅持做對的事」的初心，創立了「心安寧好服務隊」並擔任

隊長，身兼多職地推動各項服務內容，讓更多人知道臺大有以安寧照護為主的服務性

社團，因而聚集一股強勁的服務動能。 

王同學草創「心安寧好服務隊」，推廣「善終」照護的多角化未來，

透過實際身心靈關懷及各項生命教育的活動，促使青年學子及大眾更加珍愛及

尊重生命。

醫學院／王文宜

草創安寧照護服務隊，推廣「善終」的多角化未來 

校慶校長頒發奉獻獎 -個人獎王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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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自身的開始 
談到如何了解安寧緩和照護的重要性，

王文宜舉自己親身體驗被照護的過程為

例。為了協助沐浴時能夠同理安寧個案

的種種動作與感受，她將自身帶入受照

護者的情境，從病室被移動到洗澡間，

浸泡入洗澡機，將身體暴露於他人，並

承受被觸摸的不安全感。她坦言許多安

寧個案更是帶著病痛身軀及久未沐浴的

陌生感，所以帶領服務隊成員以最直接

的五感溝通感受，更能夠掌握如何給予

個案心理層面的依靠及舒適感。

服務多元的未來 
王文宜雖然已將隊長職務交棒出去，仍

對服務隊的規畫著力甚深。未來期望能

在「學習面」加入更多體驗式、科技式

的學習，提供安寧緩和照護人才更完整

的培育；「服務面」則是彌補疫情影響

之下，服務隊僅少次實際接觸安寧個案

的遺憾，透過積極與醫療端及機構合作，

提供實際服務，為安寧照護大環境盡一

份心力；並持續與非醫療相關機構連結，

進入社區施行教育的「推廣面」。目前

服務隊已經與社會教育機構合作進行推

廣，期望讓民眾進一步認識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與病人自主法等與個人息息相關

的資訊，使服務隊成為安寧照護大網中

的一個粘接點。

社教機構 ACP推廣活動

寒假出隊服務 -執長者之手探生命
之光 -遊戲活動

護理之家 -協助住民沐浴

社團社課 -安寧心理雞湯課程

寒假出隊服務 -執長者之手探生命
之光 -床邊關懷

護理之家 -協助住民穿鞋

社團社課 -安寧病房護理師工作介紹

寒假出隊服務 -執長者之手探生命
之光 -新年賀卡製作

VR生命末期病人臨終關懷情境模擬

▲ 安寧病房 -安寧舒適護理 -沐浴

▲ 社團社課 -安寧舒適護理 -床上洗頭練習合照

▲ 社教機構 ACP宣導活動

▲ 寒假出隊服務 -執長者之手探生命之光 -合照

社團社課 -安寧心理雞湯 -合照
社團社課 -安寧病房護理師工作介紹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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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黃圓
學生報記者／李佩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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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學生服務，謀求眾人實質權益

在其位，謀其政

大學三年期間，黃圓積極參與系上學生事務，從宿營、之夜到工管系學生會，處處能

見其斡旋、致力的身影。談及對學生服務的情有獨鍾，他沒有什麼遲疑地便說自己是

為了改變某些不那麼滿意的現況，例如系上的木質系櫃不僅年久失修，佔位也相當

大，他便大刀闊斧的全面換成塑膠置物櫃；系館缺乏合適的討論室，就從舊有的電腦

教室改造出來；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學期間，也設置了討論室預約平台、課程評價

平台，以及因應管院重視職涯發展的特質，邀請學長姐分享職涯發展經驗的專欄。種

種政策都必須兼顧學生需求及可行性，勢必需要擔任學生會職位才有管道及權力實

行，因此他從部長、召集人等職位一路歷練，進而號召有志一同的幹部，讓學生會成

為師長和系上學生的橋樑。

橋樑，抑或夾心餅乾

談到施行過的各種政策，黃圓坦言不論最終決定推行哪個方案，都必然會犧牲少數人的

意見，例如改造討論室的政策，就有部分學生希望翻新另一間教室，因此學生會的決定

還是遭到了一些質疑。或許是知道沒有完美的方案，黃圓倒是沒有因此感到太過挫折。

而提到學生服務帶給他的體認，則主要是歸結於人際關係的調配和處理，因為學生需要

的資源來自於系辦提供的資金，當兩者的認知或期待不符時，學生會就必須在其中調和

意見，在雙方的態度都相當強硬的情況之下，要如何取得平衡點、避免學生會被當成夾

心餅乾任意對待的能力相當重要。

管理學院／黃圓　29

經歷文化震撼的珍惜

黃圓在大二暑假遠赴斯里蘭卡擔任國際

志工，他坦言這是有些意料之外的規劃，

因為當時已經接下了宿營總召的重任，

海外服務期間又正好是營隊的密集籌備

期，參與志工服務意味著他必須透過服

務的休息時間，線上掌控著整個宿營的

走向及進度，是不小的挑戰。但談及服

務種種，看得出來這段插曲給他帶來頗

為深遠的影響。在志工團中有來自世界

各地不同生活圈的人，分組準備教案、

晚會活動時，必然在想法和分工上需要

磨合，也因此更了解不同文化圈的習慣、

習俗。

在出隊之前，志工們被要求以英文授課、

溝通，到了當地才發現其實大部分的孩

子都不具備足夠的英文能力，上課的年

齡橫跨幅度也大，看著斯里蘭卡的孩子

們在生活水準低落的環境下學習及成

長，黃圓才意識到不能將擁有的資源視

為理所當然，也為他持續服務的決心紮

下更穩固的根基。

一件有意義的事

談過校內外的種種經歷後，黃圓說起自

己對於服務的想法：「與其說我對於服

務有所熱忱，應該說我在做一件自己認

為有意義的事，而這件事的重點並不是

在於自身的提升和培養，而是它產生的

效益能夠擴及到其他人的身上。」黃圓

那份希望大家都變得更好的初衷，讓他

在學生服務的領域成為一個稱職的領導

及協調者，將系上延宕的諸多事務重新

推動，亦帶來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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