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物理治療學系暑期金山服務隊服務心得 

物理治療學系三年級 黃宇 

大學第二個暑假，坐在前往金山分院的接駁車上，順著濱海公路遠望北海

岸，看著陽光灑落在海面上。熟悉的景色帶來的是熟悉的記憶，以及第二次參

加金山服務隊，心中希望能帶給金山居家的熱情。 

金山服務隊，是臺大物理治療學系老師與金山分院社區居家中心一同帶領

的物治系學生服務性團隊，透過暑期每週一日的機會，在金山社區中學習及實

踐所學。服務的形式與內容從第一屆演變到現在，從一開始的社區服務、運動

指導及銀髮防跌等宣導，逐漸步入家庭內，轉為以家訪為主體的居家照護服務。

而到了今年的第六屆，在金山分院社區居家中心專業人員們的努力之下，我們

在服務內容中增加了全新的環節，期待能為個案增添一些新的感動。 

進入金山後，服務隊的一行人通常會在居家中心準備，稍待一會後就由司

機大哥載著醫療人員，主要是護理師，偶爾還會有醫師、營養師或物治師等其

他醫療專業人員，及服務隊成員，通常由一位物治老師或研究生帶領三位學生，

總共約六、七人，一同出發前往個案的家中，進行當日的家訪服務。 



 

 

 

 

 

 

圖一：營養師介紹安寧特殊飲食 

 

 

 

 

 

 

 

圖二：主任介紹互動機器人－pepper 

 

相較於去年服務，第一週直接開始家訪的狀況，今年的第一週上午與過去

不太相同。由於金山分院的專業醫療人員們在今年的暑期服務開始之前前往日

本參訪，並且學習了許多日本在居家及安寧中獨到的經驗回國。而運氣相當好

的我們，也因此有幸能在第一週的行前介紹，從專業人員的分享中學習到許多



第一手的知識，例如物理治療在進入安寧的運用、安寧個案的特殊飲食，以及

科技發展在醫療互動中的應用：機器人－Pepper。 

由於金山是以每週分上、下午時段，且每段時間只有三位服務學生的模式，

所以我實際進入家訪服務已經是隔週的事。第二週的上午，我們去訪問了沈阿

伯。沈阿伯是一位約為輪椅期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患者，目前只有

肩膀以上可以自主活動，在家的生活大多都是藉由妻子及兒女照顧。學系老師

在評估之後，發現阿伯的輪椅椅背過低，在阿伯目前的身體支配狀況下，輪椅

無法給予腰背良好的支撐功能，於是建議阿伯改用家中另外一個高背輪椅。而

在改換輪椅之後，我們請阿伯的兒子將阿伯推到臥室嘗試轉位到床上的過程中

又發現，使用高背輪椅時，輪椅從狹窄的家中走廊移動到臥室的路徑並不順利，

且兒女對於轉位相當不熟悉，於是開始教導兒女如何進行移動及轉位。教導的

初期，大兒子相當的慌亂，也有了些逃避的舉動，但這時阿伯用已然含糊的聲

音安撫兒子，「慢慢來，照著我的話做，不會的話我會一直教你。」阿伯其實

在家訪的過程中都有跟我們聊天，但在這個時候，阿伯的聲音是最安定且精神

的。聽到阿伯的話後，大兒子的動作逐漸穩定，雖然仍是有些許失誤，但最終

還是順利的將阿伯移動到床上。 

   

圖三：大兒子嘗試幫沈阿伯轉位 



沈阿伯也是今年全新的活動：「圓夢企劃」的參與者之一。在暑假快結束的

前幾週，居家中心的專業人員們為沈阿伯一家安排了一趟圓夢之旅。沈阿伯因

為 ALS 的緣故，擔心會麻煩到別人，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門，問他要不要出去

玩時，阿伯也是不斷搖頭，怕造成大家的困擾，但那天在大家的堅持之下，最

終還是成行了。而出門之後，我們漸漸能看到阿伯臉上出現笑容，到了目的地，

或許是放下造成他人困擾的擔心，又或許是久違的跟家人出遊，阿伯的笑容也

越來越燦爛。這個企劃或許不像以前曾經聽說過的圓夢，並沒有什麼大手筆的

安排，但是在這次出遊中，阿伯臉上洋溢出的笑容，以及家人暫時卸下重擔、

大聲歡笑的模樣，是我們去家訪時，從沒看過的燦爛耀眼。或許這種簡簡單單

的小確幸，對她們來說才是最幸福的事。 

圖四：沈阿伯一家、服務隊與居家團隊一同開懷大笑 

 



而到了我最後一週去金山，家訪對象之一是我去年就見過的鄧林阿嬤。阿

嬤有帕金森氏症，且右髖跟右膝開過刀，下肢有嚴重水腫，由於術後缺乏活動

再加上水腫造成攣縮，阿嬤一直都有明顯的疼痛，雖然大家每次見到阿嬤都會

幫阿嬤做引流、運動及放鬆，但這些都只會是暫時的消腫，要有長期效果的話

還是要靠阿嬤自己的努力運動及家人的支持。而在幫阿嬤做運動的過程中免不

其然的會跟阿嬤聊天，但阿嬤只聽得懂閩南語，所以只能用我不熟稔的閩南語

跟阿嬤說話，但或許是因為阿嬤很喜歡有人陪伴著她，即使在運動到有些疲累

的情況下，仍很認真的聽著我那不清楚的語句，並認真的回應我的話。而到了

最後要離去之前，護理師希望學生跟阿嬤道別時跟阿嬤說，這是學生今年最後

一次家訪，在與阿嬤說再見時，她眼眶泛淚，似乎不捨得我們回去。結束後同 

學們聽護理師說，阿嬤很喜歡我們去家訪的日子，每次去都會很開心，但

離開時都會流淚。這讓我感到感動，卻又感到有些難過，究竟這樣的服務對個

案來說影響如何？我們或許是ㄧ顆石子，在她平淡的日子裡造成一點漣漪，但

投入的那顆石子沉進水裡，對個案的影響又是好是壞？ 

第二個暑假，短短幾次的服務，有說不清的感動與感謝。兩次去金山都覺

得，與其說我們是服務隊，到不如說我們是個「學習隊」，而第二年的感受則

更加深刻。在金山，我們不單單只是學習如何運用專業去服務需要的人，而是

要學習如何微笑，如何溝通，如何去融化個案的心防並且給予幫助；學習在居

家的環境中，每個醫療專業是如何合作，互相交流、學習各個醫療專業的專業

能力；學習跳脫出病人前往醫院的模式，在醫療團隊踏入家中的「居家醫療關

係」中，要如何去觀察個案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個案的處境及想法」，

以及真正的去主動思考「以我現在的能力，能為個案做什麼、又能提供什麼」。

這個暑假、這個服務隊給予我的，是一個真正踏入個案世界的機會，一個真正

以自身出發，為個案思考的機會。 



 

 

 

 

 

 

 

 

 

 

 

 

 

 

 

 

圖五：服務隊學生與金山醫院譚院長、金山居家團隊、學系老師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