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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與「病「醫」與「病 」不容忽視的平衡」不容忽視的平衡

2011-04-10  記者 林映綺 文

現現代醫學教育的起源，由奧斯勒醫師於十九世紀末創立，當時的醫學教育體系只指導醫學生在
課堂上的知識，因此他首先提倡「臨床教育」。臨床教育不只提供了醫科學生在實務經驗上的累

積，也幫助醫病關係的學習。

 

白袍白袍 遺忘下來的責任遺忘下來的責任

以成功大學醫學系為例，大二的時候會有一堂課，要求學生到醫生門診跟診，學習醫生問診的技

巧，當中也會與病人進行訪談。成大醫學系三年級的黃瀚陞表示：「和病患接觸還是要等到五年

級後進醫院，所以這樣的課程對醫病關係幫助有限。」醫病關係的建立，除了醫生的經驗分享，

臨床經驗是學習的不二法門，藉著在實習中和病患溝通，去聆聽需求，和病人建立關係。

艾倫．羅絲曼是哈佛醫學系的學生，《白袍》描述作者在哈佛醫學系的經歷，以學生的角度，檢

視成為醫生前所接受的教育。哈佛醫學院在新生訓練時，會進行白袍典禮，每位學生會領取自己

的白袍，以示這些學生與醫學的密切關係。在病醫課（跟診學習）後，艾倫．羅絲曼說：「這種

互動雖然賜予我們權力，卻沒有附帶任何責任。」道出醫學生在與病患相處上的矛盾，他們不具

備診療能力，但因為病患信任醫學生身上的「白袍」，他們能了解病患身體深處的私密，在醫學

教育上，這些雖構成讓醫學生能擁有更好能力的要素，同時打破了醫病關係的信任基礎。

 

艾倫．羅絲曼：「許多人並不知道，不同白袍長度代表不同醫療階級。」

（圖片來源／天下文化）

艾倫．羅絲曼在書中提及：「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去承擔身為醫師的責任，以及要適應醫病

之間的密切關係。我一向認為病人與醫師是一種真誠的夥伴關係，但很快就意識到，兩者的權力

天生就有差異。」因為角色的不平衡，讓醫病關係的建立顯得不易公平，黃瀚陞表示：「因為醫

病關係是人和人的關係，這通常都沒有什麼所謂公式的。」在與病患的關係上，靠的是醫生與病

人的相處，需要情感的建立，面對生與死，卻要保有理性，黃瀚陞認為：「最好就是關心，但卻

是超然的角色吧！我們可以安慰他們，但是不用融入在病患的情緒裡。」

動態關係動態關係 醫病不被允許標準醫病不被允許標準

在未正式踏入醫界，醫學生對於自己投身醫學，許多都帶著不確定性，在念醫學院後，也發覺和

自身價值觀不一致。艾倫．羅絲曼提出在念醫學院時的例子，她有個同學生長在美國的保守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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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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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

我的啦啦隊人生是由無數次參與的賽事累積而
成，場場都獨特、場場都難忘。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獲得世界象棋聯合會認證的特級國際大師馬仲
威，他下棋的心路歷程，與對臺灣棋界整體環
境的看法。

，他從來沒看過有人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或是愛滋病患，但在醫療過程中，他必須去面對病患

的生活，以便了解他的生活型態與疾病的關係，特別是性生活，這些對他是莫大的衝擊，他雖然

不願意聆聽，但是他卻清楚這些細節對醫生是多麼重要，艾倫．羅絲曼：「醫學並未允許我們把

病人放在我們的道德標準下檢視，我們必須學會把自己的成見擱置一旁。」成為一名醫生，學習

的不只是教科書上的的醫術，也不是只有臨床的醫療經驗，醫病關係往往是疾病治療的最關鍵，

如何妥協衝突的價值觀，不將私人偏見帶入醫療關係上，其實是最難，但卻最重要的學習。

 

實習醫生是醫學生接觸病人的重要階段。（圖片來源／公共電視）

 

在治療的過程中，病人心態的轉變也往往影響了醫病關係，艾倫．羅絲曼以經驗提出：「當我試

圖在醫病關係中保有我自己設定的準則時，病人卻正處於變動之中，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動態、不

穩定的平衡狀態。」身為醫學生，剛起步的理想，希望自己能設身處地替病人著想，適切地投入

些情感，精進醫術治癒病患，但在經過臨床及實習教育後，往往發現自己設想的並非那麼完美，

因為病人的徵狀及情緒的不穩定，往往關係著醫生的治療，有些病人明明病得嚴重卻不肯接受醫

治，有些則是無病呻吟消耗醫療資源，面對百態的狀況，很多醫學生在實習時已消磨耐性，冷漠

對待負責的病人，黃瀚陞對於這樣的現象微笑地說：「我也只能希望自己以後能多多關心病人。

」

醫療不糾紛醫療不糾紛 醫病信任醫病信任需需平衡平衡

因為資訊發達，病患面對自己的疾病，經常有許多解答的管道，例如：癌症雞尾酒療法等，也常

在治療過程中質疑醫生，黃瀚陞認為：「最近的醫病關係越來越複雜，因為其實很多東西病人都

很清楚，所以糾紛也越來越多。」對醫學生而言，醫療糾紛也常成為他們思考的方向。誠實告知

病患，也要讓病患信任醫生，但層出不窮的糾紛，也讓醫學生開始懷疑醫病關係是否能平衡存在

，答案很明顯是無法的。當學習與理想起了衝突，醫學生面臨了抉擇的關頭，成為仁心仁術的醫

生似乎已為他們所追求，就算醫術和態度再好都有可能面臨病患的提告，更何況多數的醫學生選

擇成為淡然的角色，避免與病人有太多的情感接觸。這樣的現狀，更使醫病關係的和諧降至冰點

，如何讓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達到最平穩的狀態，也是醫學教育中最應該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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