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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交流學習心得-遵義醫科大學

  國際事務處 / 遵義醫科⼤學 史鈺龍

回頭一想，在台灣的時間只剩下約一周了，一學期轉瞬即逝，然而

今天現在我卻想到了幾年前看過的一部名爲《逃離》的書。人的一生不過

是無數次逃離，無論“逃離”的初衷或好或壞，相逢的故事便由此產生。

時間回到九月，經歷了無數次曲折我們終來到台灣，下飛機通過海

關。在大廳終於見到了迎接的張巧蓉老師。

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始於機場，這裡安靜而井然有序。沒有多嘈雜的

噪聲，機場相比上海浦東顯得不是那麼寬敞，但是在恰當的地方有雕塑繪

畫字蹟等裝飾，顯得十分精緻。

之後我們到達了寢室，在這裡我又體會到了台灣“不是最新，可能

稍微嫌舊，但是每個細節都十分精緻的特點”到住處，就是很有歷史感的小樓，小電梯，小小的宿管室。但是意外的外

表給我這種年代感的寢室內部卻十分乾淨，甚至可以說是纖塵不染。

這是為何？這裡同樣可以放到台灣人身上，經過早餐小攤上老闆的問好，還是經過寢室自動門時大部分人會在意後

面的人不被撞到這些細節，還是公交車的特殊設計讓車體會向腿腳不靈活的老人傾斜。這些也正是普通的台灣人每天都

經歷的事情，在這里人們心裡的“精緻”也讓我學到了很多溫暖的關愛。

而對於學習，學校雖小，但每個教室的設備都很新，初來乍到，我對於台灣相關課程中英語佔比較高還不習慣。對

於授課方式我試著對比了一下兩岸的異同：在教學方式上看，因爲大陸有統一的教科書，所以不像台灣這裡會有單獨的

教案（其實也要看到台灣醫學書商眾多，導致同一科課程有很多不同的教科書，老師集數家之長製作教案）；而對於考

試不同於大陸很多課程都會有相應的習題冊，台灣這裡的老師似乎不喜歡考古題的存在，所以就得要求平時在教課書上

下功夫，打好基礎才能做題；課時的安排上，因爲台灣這裡的課程安排比較分散所以總體上會呈現比我們輕鬆的樣子

（不過大三實習還得回學校上課似乎也挺累）；而課堂氛圍上，這裡的氣氛十分活躍，同學們的自由度也挺高。（但相

應的會有熱鬧到影響老師講課的情況，亦或是在教室裏吃東西會在封閉空間散發比較大的味道，或是上課一直玩手機的

風險）。以上區別其實部分好壞，只不過是各自適應了各自發展情況而存在，來到這裡的另一大收穫，也在於可以傾聽

到更多不同的聲音，無論是通過PBL還是平時生活，對於自己保持辯證的看事物、保持獨立思考，提供了幫助。

學習中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系裏安排的見習，見習雖然只有五次，但卻讓我收穫巨大：我走到醫院興奮待產的準

媽媽身旁，對剛出生的小寶寶發出驚嘆，擔心碰壞手術室裏的百萬設備而冒冷汗，爲感染而身體虛弱的小朋友們擔心，

體會到了癌症病人痛苦。這些體驗或好或壞，但也讓我更多的在課堂之外，書本裏沒有的護理學及其發展，我相信今後

的體驗也會更多。

然而不僅有這些悠閒的學習時間，伴隨著一次“逃離”，承擔的風險也很多，比如遇上PBL和遵義正好要正準備文

件的日子，那睡覺的最早時間要從一點算起。同樣由於實習的原因，麻煩本部的同學準備和醫院老師視頻面試，火急火

燎的搭夜晚航班爲了能早一天到也是預料之中的；幾個月以來，從情況一點小變化就不知所措，到現在面無表情的去找

解決辦法，或許也是成長吧（笑）。

幾個月以來，總有數不清的歡笑偶爾伴著些擔憂，直到不久前，我還在一篇感想裏寫到：“兩月以來，我對於台灣

的了解日趨加深，走過熙熙攘攘遊客繁多的台北、攀上海拔3000多米的合歡山靜靜看著期待已久的星空、還是期中期末

考前圖書館的“發奮圖強”、樓下好吃但有點貴的烤牛排，眼科醫院大樓改造的鳳梨酥天堂、第一次參觀手術室、去醫

院見習參觀產房，新生兒加護病房、為了PBL熬夜準備、讓人措手不及而選擇視頻面試的實習醫院、電影裡的大學、熱

鬧的夜市……”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能濃縮幾個月來的狀態的局子，要是一板一眼的寫下去，以我的文筆弄一篇又臭又

長的文章，不免有故意造成檢查老師視覺疲勞的嫌疑。

說回“逃離”逃來逃去獲得了什麼？曲折週轉，獲得“逃”回去的勇氣，啊不對，應該是面對之後實習的樂觀；以

及四個月多彩的回憶。

最後感謝赴台四個多月來爲我們提供幫助的老師和同學，他們無論是在平時生活還是學習上給予的幫助，現在想起

來還是十分溫暖，將一直是這份屬於台灣的回憶裡寶貴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