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塑造護理專業形象-參加護理主管研習會心得 
 

副總編輯 徐南麗 
 

中華民國護理學會護理行政委員會於七十九年八月十日、十一日假楓橋渡假

村舉辦「護理主管研習會」。這次研習會的主要目的是為了討論「如何塑造專業

形象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節目中除安排「十大名嘴」戴照煜教授主講「如何

塑造專業形象」，潘文賢先生主講「溝通與管理」及「簡報技巧」外，並有專題

討論。衛生署張署長博雅也在百忙中親臨致詞，言談中對護理界有很深的期望及

嘉勉。整個研習會在護理行政委員會曾珍麗主任委員主持的專題討論中圓滿達

成，筆者特將與會的心得及討論結果與同仁分享。 
 
*瞭解專業形象 
    過去，一般人總是狹隘的把醫師、會計師、律師等的行業視為專業，然而現

代人則朝向廣義的看法，認為三百六十行中的每一行都算是專業。那麼究竟什麼

才是專業的精神呢？其實就是「職業不分貴賤，人不分上下」，只要每個人依工

作標準盡心盡力的把工作做得「對」又做得「好」，這就可以說是具有專業精神

了。換句話說，也就是做事有效率、有效果，依照每一行的規矩努力做到最完美

的品質保證，即是專業的精神所在。而從其工作中所表現出來的思想、語言、行

為及過程給予人們的印象，就是所謂的專業形象。 
 
*護理專業形象 
    由於過去護理工作多半由女性來擔當，因此一般人常以衡量女性的觀點來看

護理專業形象，難免有些偏頗。時代在進步、社會在變遷，護理專業不僅走向專

業化，品質也不斷在提升；自然地，所給予大眾的印象也應該有所改變。 
陳純真等在「如何面對護理界的刻板印象」中提到一般人不利於護理專業發

展的刻板印象是：「護理教育水準比其他團體偏低，學術研究風氣不盛，在工作

場合中仍然處於被動、依賴、聽命於人及不具創造力的角色。」李安蘋（民國七

十八年）調查一般人對護理人員的印象，除了認為護理人員是醫師的助手，為醫

院中最基層的工作人員外，正面的印象是整潔、智慧、能幹、技術純熟、有親和

力、明辨是非；負面的印象是聽命於人、晚娘面孔、保守、不具創造力、委曲求

全。到底什麼是護理專業形象呢？護理專業形象依護理工作、角色不同而略有差

別，例如：護士、護理師、護理教師、護理主管的形象並不相同。這次研習會因

參與討論的成員都是醫院一、二級主管，所以討論的重點著眼於護理主管的形象。 
什麼是理想的護理主管專業形象呢？一般說來領導者除了要具備豐富的學

識、充分的技能、有健康的身體外，還要有信心、有遠見、能顧大局、會替醫療

機構謀利益、有良好的溝通技巧、靈活的人際關係、優良的管理能力及有敬業精

神等等良好的條件，有了這些條件才能培養出優良護理主管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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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護理專業形象的因素 
    有些護理主管，不重視外表、穿著邋遢，缺乏領導者應有的形象，加上工作

不設標準、工作分配不得當，不講求溝通技巧，沒有良好的人際關係，不肯接受

改變，臨床知識及經驗不足，無親和力、冷漠，對部屬不關懷、無同理心等，以

致影響了專業形象。 
 
*如何塑造護理主管的專業形象 
    本組討論如何塑造護理主管的專業形象，綜合討論結果，認為除了要注重外

在美，內涵也是極重要的。 
一、外在美 

    外表的整齊清潔是很重要的。護理主管穿衣服要能依場合而適當穿著。例如

在對外協調溝通、爭取權益時，就應穿較正式端莊的服裝，不需穿傳統的護士服，

但是到病房工作，則宜穿著具有代表專業形象的制服。而專業性的制服不可因陋

就簡，務必表現端莊得體大方且質料要好，尤其護理人員一天八小時辛勞地工

作，若能穿著一套舒適又美觀的制服，不但可使自己心情愉快，更可使病人有賞

心悅目之感。 
二、內在美 

    至於如何充實內在美，本組成員的看法是：充實自己的專業知識與技能、加

強溝通管理技巧、觀察環境科技改變、迎合時代潮流、關懷部屬、培養親和力、

凡事替別人著想、有愈挫愈勇的精神、不斷成長，使內外兼修（讓自己的蔴繩更

長），這樣才能塑造出護理主管的良好形象。 
    Kalisches 認為提升護理專業應隊護理人員擬定一套專業特質的教育計畫，

同時在行政管理、護理研究知識以及技能的培養上也要同時配合，才能使護理專

業朝向更有吸引力的方向發展。 
 
*署長對護理人員的期許 
    八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張博雅署長準時抵達楓橋渡假村，參與全體人員的座

談並合影留念。當天，署長身著灰色西裝，輕便舒爽的短髮，看起來神采奕奕，

致詞時聲音宏亮有力，十足具備優秀領導者的形象。他對護理工作現況及目前遭

遇到的挫折有下列幾點指示： 
一、未來工作方向 

    由於時代和環境急劇變遷，罹病的型態也過去急性傳染病轉變為慢性病，正

因為急性傳染病減少，死亡率下降，使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以致老年問題、慢

性病的照護、癌病護理等已成為現代社會最普遍的問題。例如：老年人是需要尊

重的，若護理人員在照顧老年患者時能多對老年病患存敬重、關懷之心，耐心了

解老年護理的特質，不啻可以改善護理品質，更能收立竿見影之效，及時解決一

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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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理人員流失 
    護理人員的起薪並不比一般大學畢業生低，因此薪水低並不是護理人力流失

的主因；但由於護理工作量大，又得輪值晚夜班，社會地位不高，工作壓力大，

福利分配不均，而且工作經驗與薪水調整不成比例，個人無法由工作環境中成長

得到滿足，另外，家庭、夫妻、子女等的因素，都是造成護理人力流失的主要原

因。加上有些醫院政策不收職校畢業護生，使得護士不得不往補習班跑-準備參

加考二專而不去就業，更是造成長期教育投資的浪費。 
    曾經有人向署長報告，某些私立醫院已自行訓練護理佐理員來代替護士。署

長認為若能有一個合理的在職進修制度讓護士升護理師，例如在一級教學醫院工

作三年，經過考試可取得護理師資格，當可減少護士上補習班的動機，而降低護

理人員在醫院工作的離職率。其他解決人力流失的方法很多，署長希望護理學

會、公會能集思廣益，共同研究，向衛生署提出可行方案。 
三、論護理專科化 

    在美國，醫師中約有百分之二的人是專科醫師。對護理專業而言，到底需要

多少專科護理師呢？病房專科化可以節省人力成本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但要「專

科」到哪種程度？有多少人需接受專科化的訓練，是值得探討及深思的。署長開

玩笑的說：「我不希望我的眼科護士只會照顧右眼，不會照顧左眼；或只會照顧

青光眼，而不會護理白內障。」她希望大多數的護理人員都能夠做好病人的整體

護理，也就是說不但要顧及病人身體、心理的健康，同時也要把眼光由個人擴展

到家庭、社區及整個社會。她認為，專科化應是少數專家的工作。 
四、視護理為終身職業 

  署長對南丁格爾能燃燒自己、照亮別人的精神，特別讚賞。她更勉勵護理同仁

要將護理工作當作終身事業，遇到挫折困難，不要輕易灰心失望，因為人的一生

總脫離不了生、老、病、死，有喜怒、有哀樂，遇到喜悅的事要能心存感激，遇

到挫折仍要保持專業精神，對工作認真、敬業樂群，樂觀進取，對待病人親切，

時時帶著微笑，散播愛心，表現耐心，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因為有護理人員而顯得

更美好。 
五、落實護理人員福利制度 

    全國醫院評鑑委員會這幾年已將福利問題列入評鑑項目。各大醫院為了要留

住護理人員紛紛設立托兒、托嬰、甚至托老機構，又有些醫院採用部分工時制，

有些醫院則增加休閒活動項目及教學活動來留住護理人員，有的醫院更致力於改

善護士住宿環境，解決交通問題等等，這些都是衛生署及醫療機構共同重視急待

解決的問題。 
六、建議訂立護理主管輪調制度 

    在討論會中，本組同仁提到整個社會在變遷，科技的發展也日新月異，護理

主管若沒有企業管理觀念，缺乏靈活運用管理技巧及方法，加上沒有活力、不具

創造力、缺乏熱情去創新改變，那久而久之，就跟不上時代的腳步了。最可悲的

是有些主管一任到底，不讓年輕人有晉升機會，尤其是公家機構用了一個不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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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無企圖心的主管往往會使整個工作計畫停滯不前，使有志的部屬不能伸展抱負

而紛紛求去，以致於留不住人才。因此，護理主管應如何調動或訂立任職年限，

使管理「靈活化」，是署長要求護理學會及公會討論並提出改進方案之一。至於

主管們應該如何靈活應用管理技巧，是需要不斷加強在職教育及自我進修才能改

善的。 
 
*結論 
    作為一個良好的護理主管，除了應該塑造自己有被人接受的個性，要能接受

別人的缺點外，更應有寬大的胸襟及遠見。要能自我定位，適當扮演自己的角色，

培養有效的溝通技巧及說服力，善用人力資源（即能用鳳凰，也能用烏鴉），永

保專業精神，並努力做好內外兼修工作，使自己擁有內外在美，提升護理品質，

那麼不僅護理界有福了，這個世界也會因此而更美好。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