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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含關鍵字）

進入世界前幾名的醫學中心學習，對我這個小小離島的公費生來說，簡直是一個遙

不可及的夢想，真的非常感謝學校給我這個圓夢的機會。在這為期一個月的時間裡

，我帶著在台灣五年的醫學訓練和勇氣，在醫院不斷探索和學習。當時之所以會想

申請眼科，主要是因為這是一個兼具內科與外科特性的科別，讓我可以同時看見不

同的面向。眼科的次專科劃分得非常細緻，從角膜、青光眼、驗光到視神經等，展

現了高度的專業化分工。

在這裡，我不僅看見了醫療人員對專業的熱情與投入，也有機會接觸到多樣化的患

者（例如戴著手銬的犯人）和各種疾病（如因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引起的角膜

潰瘍）。在這精彩的實習月份裡，我透過裂隙燈觀察到不同瞳孔的色彩與病灶，並

且專注地與醫師討論各種問題，經歷了長達 10 小時的門診跟診後，還常常留下來繼

續交流當天的有趣案例。對我來說，這裡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場探索之旅，主治醫

師、病人以及同儕，都是我學習和發掘的對象。雖然每天過得相當充實，但因為從

中看見無數前輩對醫學的熱情，我並不覺得辛苦，反而在這過程中重新驗證了自己

從醫的初心。

註：眼科、約翰霍普金斯、從醫初心

（Johns Hopkins Hospital悠久建物前拍照，還被路人說Congratulations!）



一、目的

我這趟短期研習的目的或許與多數人不太相同。因為我是公費生，從未考慮過在國外

執業，但也正因如此，我格外珍惜這次出國交換的機會，因為我沒有太多的顧忌，可

以更好好享受整個學習的過程。此外，我非常渴望能和頂尖的人才一同工作，這裡有

許多來自哈佛等名校畢業的優秀人才，與他們一起學習與工作，讓我每天都感到新的

衝擊與動力，不斷提醒自己還可以更好一點。

即使未來不會在國外執業，這裡高效的病歷系統、同學的工作態度、醫師的專業素養

等，都可以內化並轉化為自己的經驗，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實習過程，比較台灣和

美國醫療體系、保險制度和工作環境的優劣，在台灣，我們往往容易抱怨自己所處的

工作環境，但出國實際走訪後才會發現其實台灣也有許多地方做得比國外的醫學中

心更棒，期許透過這次的走訪，讓我帶著更開放多元的視野，希望能維持我們台灣現

有的優勢，並將國外的優點帶回台灣修正，幫助更多的人。

(在進院前的週末到紐約街頭走走）



二、過程

雖然我只選擇一科見習，卻可以同時有門診跟診和手術室上刀的不同學習機會，第一

天交接的時候，得到一本實習手冊、透鏡與課表。科主任 Dr. Kolker親自教授眼科常

見疾病與基本檢查，包括裂隙燈和眼底鏡的實作技巧。這個技巧對第一次來到眼科的

我來說非常珍貴，也因為第一天完整的操作課程和預習，讓我可以在次日的門診幫病

人做裂隙燈等基本的眼科檢查和判讀。 Dr. Kolker也有親戚嫁到台灣，得知我來自台

灣後和我相談甚歡，說未來一定會找機會拜訪台灣。

此外，我們每天都會跟不同專業的主治醫師學習，所以課程剛開始的前幾週真的每天

都很刺激，晚上下課後都要趕緊預習隔天科別相關的知識，這樣過了前幾兩週後，開

始出現重複的次專科後，我在臨床上才比較有把握一些。

（第一天見習會拿到的課表、臨床用書和透鏡）

門診的課程大部分一天只會跟一位主治醫師，本來以為這樣的安排應該很輕鬆，結果

才發現這裡的門診都是滿滿一天，甚至中午吃飯時間也沒有休息，所以後來我都改成

早餐吃多一點，因為下一餐可能就是晚餐了。這裡的門診病患總數沒有台灣的一半，

但是醫師看診時間卻相當長，每位病人進入診間後都會做一套完整的檢查、詳細的

病史詢問和後續治療的討論，整個過程比較長一點可以到一個鐘頭都不誇張，在這裡

的門診更像是服務業，甚至看病結束後可以到醫院網站上為醫師評分，這裡的醫師和

許多病患也都有很好的醫病關係，許多醫師看到名字就知道哪位病患，病人就像是醫

師的朋友一樣。所以許多醫師都有自己的秘訣，像是在病歷系統記錄下病患的職業和

重要的事跡，方便在診間能夠更快想起病患的故事，也更能拉近醫師和病患間的距

離。



三、心得
門診實習心得

Johns Hopkins Hospital的眼科門診，是一座匯聚多方專業的殿堂。無論是青光眼、兒

童眼科、角膜還是視神經等，都有專門的醫師負責，每位病患的需求都被謹慎對待。

光是眼科部門，就有三十多位主治醫師。初次見到這麼龐大且精細的分工時，我不禁

驚嘆，這樣專業佈局，代表著醫療品質的深厚積累。

門診一般是早上八點開始，不同於台灣，這裡採用預約制度，幾點幾分是哪位病人就

診都清楚登記在行事曆上，不過常常會出現拖延的狀況，所以下午一點的病人，有時

可能要在診間外等到三點多才可以進入診間，美國病人在診間可以得到非常詳細的

問診和檢查，但因此候診時間也相對長，偶爾會遇到病患等到不耐煩而衝進診間抱

怨。

（眼科門診樣貌，從裂隙燈、眼底鏡到綜合驗光儀......)

以前經常聽到同學提到到國外當醫師的夢想，總以為在國外行醫會相對輕鬆。但走進

這樣的工作環境後，我才驚覺其間的挑戰。我每天約七點半到醫院，順利的話可以在

下午五點左右結束，然而多數時候會工作到晚上六點多。在這裡，醫師幾乎沒有中午

的休息時間，行事曆上的空檔也被安排滿滿，連中午時段都有病患等待著。



在這段見習過程中，Dr. Behrens成了我難忘的老師。第一天來到眼科時，對於那些專

業的檢查和儀器我都不熟悉。記得第一位病人進來時，他問我要不要用裂隙燈幫病人

做檢查，但我在台灣並沒有這方面的實習經驗，雖然前一天看了影片自學，但要在病

人身上操作還是有些忐忑。我誠實地向他說明自己還不太會操作，沒想到他笑著說

「沒關係」，然後自己坐上檢查椅，假裝成病人，讓我在他身上練習操作裂隙燈。這樣

的溫暖和包容，讓我的不安瞬間消散。之後，每位病人進來前，Dr. Behrens都會先詢

問病人是否同意讓我嘗試操作。在裂隙燈下，我第一次親眼看到書本上的知識成為了

真實的影像，白內障的各種分型、圓錐角膜的形狀、透鏡下眼底血管的細緻分佈......
每一次觀察都讓我驚嘆，也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知識的力量和醫學的細膩。那些原本

只存在於書頁中的影像，透過每位病人的眼睛，變得真實而動人，每位病人都成了我

的老師，讓我逐一驗證並理解所學。

當天，我像小小的助手般跟著主治醫師穿梭在診間，協助帶位和檢查，盡量多幫忙一

些。門診結束後，Dr. Behrens特別邀請我參觀他的手術室，那天我非常榮幸成為他的

助手，穿上3D眼鏡觀看手術過程時，立體的視角讓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手術的精細與

深度（詳細心得在「手術室實習心得」說明）。隨著Dr. Behrens的身影，我逐漸明白，對

他而言，醫師並不僅僅是一份職業，而是一生的志業。從他與病人如朋友般的親切互

動，到對教學與手術的熱情，每個細節都展示出他無私的奉獻與真誠的熱愛。他是那

樣閃耀的醫師，用自己的方式詮釋著醫學的光輝。

這段經歷不僅讓我深受感動，也提醒著我，無論未來選擇哪個專科，都應該謹守專業

，享受工作，用自己的專業和熱情幫助更多人。

（這位就是我在眼科見習時最喜歡的醫師Dr. Behrens）



手術室實習心得

我不是一個崇洋媚外的人，但在國外，難免多了一些新奇感的加分。在這裡的早晨，

7:30第一台手術便開始運作，因此為了有足夠的時間穿上刷手服、準備工具，我通常

7:00左右就會抵達。很幸運地，我遇到了一位Johns Hopkins的醫學生，和他聊過後才

知道他是哈佛畢業的。他熱心地帶著我熟悉手術室的流程，陪我一起完成各項準備任

務。

這裡的手術環境其實和北榮並無太大差別，設備都相當先進，但不同的是這裡的刷手

服是透過自動販賣機的方式取得，刷職員證，衣物便會掉出來，相當方便。而分工也

非常細膩：今天我跟隨的老師，專門負責處理較複雜的白內障手術，整天的病人名單

幾乎都是白內障手術。手術過程中，大家會戴上3D眼鏡，隨著燈光一暗，病人的眼睛

清晰地投映在巨大的螢幕上，比看電影還要精彩。老師一步步講解著手術流程，將每

一個細節都展示得淋漓盡致，讓人目不轉睛。除此之外，我們也有機會參與許多小細

節，比如幫忙滴藥水、刷手消毒、配對IOL（intraocular lens）等。在這裡的手術室，我

並不會感到自己像「路障」，反而很有融入感，從術前和病人解釋病情到送走病人，我

們就像老師的「小跟班」，緊緊跟隨，時常會有親自動手的機會。

到了下午兩點多的空檔，老師會帶我們到休息室稍作歇息，這裡的「午餐」也簡單得很

，就是餅乾配咖啡。醫師們聚在一起，聊聊輕鬆的話題，有時談到美國大選，整個環境

總是充滿幽默與愉悅。休息過後，便繼續刷手回到工作，投入到新的手術中去……

白內障手術中的3Ｄ眼鏡，讓我身歷其境

彷彿自己在手術台上動刀

每次到新的刀房。都會想紀念一下

（北榮也有一張）

學習心得體悟



學習不是為了對得起誰，而是為了自己能夠獲得什麼。

進入臨床實習後，自己總會不自覺地以「待在醫院的時間長短」來衡量認真的程度。每

當老師提早下課，反而會擔心自己是不是顯得太過輕鬆，少了點專業態度。下課後依

然留在醫院，似乎只是為了得到一種問心無愧的感覺。然而，這樣的想法在我國外見

習時，遇到「他」後開始慢慢改變。

那天早晨7:30，我一如往常提早抵達診間，專注地觀察醫師和病人間的互動，思考問

題並適時地向醫師提問。中午時，我終於忍不住去趟洗手間，才發現隔壁診間有另一

位醫學生。簡單聊過後才知道，他也是跟同一位主治醫師見習的學生。當時心裡不禁

閃過一個念頭：「咦？這位同學也太混了吧，還躲在隔壁診間休息？」然而，後來的發

現讓我大開眼界。

出乎意料的是，他並不是在偷懶，而是積極主動地從病人身上學習。他不是單純等待

老師的診斷，而是選擇每次診療前先問診並進行簡單檢查。對每位病人，他會整理病

史並提出自己的鑑別診斷，再與老師進行討論。這樣的學習方式，完全顛覆了我過去

「被動跟診」的實習思維。

在台灣時，我其實並不喜歡跟診，有時候會覺得缺乏參與感。然而，這位同儕卻主動

創造了自己的學習模式，讓每一次問診都成為他精進技巧的機會。午後，我主動請求

能否跟隨他一起學習，從而度過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午後。我們不僅聽病人分享他們的

生命故事，這位同學甚至手把手教我進行基本檢查，這段實習絕對是我目前遇過最寶

貴的門診課程。從他身上我學到，真正的學習不在於被動等待答案，而是帶著問題去

探索。

（就是他給了我截然不同臨床學習思維）

小小實習心得總結



這次為了一睹Johns Hopkins的魅力而勇闖全美「危險地區」巴爾的摩，在收到錄取信

時，心中的興奮與擔憂仍然歷歷在目，很幸運自己當時沒有選擇放棄，選擇給自己一

個出國開開眼界的機會，這不僅是醫學的知識而已，還有結交的朋友文化的衝擊以及

週末安排的旅遊都給我深刻的啟發和美好的人生經驗。

這趟旅程也讓我思考未來出國進修的可能，這是我以往從未有過的念頭，在這趟旅程

經歷了許多挑戰、挫折和喜悅，都讓我對於未來的職涯生活有更多的想像，也期許在

未來能繼續在醫學專業上繼續扎根。

Dr. Kolker帶我了解眼科檢查和疾病 Dr.Clair讓我在他身上練習量眼壓檢查

Dr.Meglio對每一個病人都超用心 Dr.Doyle是馬凡氏症的眼科權威醫師



雖然申請超級麻煩煩瑣，但第一天拿到

識別證真的很開心

Johns Hopkins甚至醫院內有紀念品店

，好喜歡這隻熊！

這趟旅程有好多故事，就分享到這......

（巴爾的摩的港口，離醫院10分鐘內車程）



附錄

該教材為那裡的住院醫師和我分享的！我自己後來都看這本，簡單又清楚

這是我在實習結束後，收到該院最終的見習成績評核的overall g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