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年 7月，醫改會辦公室來了3位優秀的實習生，在長達 8週與工作人員一起上、下班

的實習期間，大至議題方案的規劃，小至扮演諧星、呆星和賊星娛樂工作人員，他們都有非

常出色的表現。而本會嚴格中不忘搞笑的戰鬥營式實習，也讓他們深覺不虛此行，滿載心得

而歸。他們在本刊主編「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威脅色誘下，乖乖就範寫出了他們2個月來在

醫改會的實習心聲，描繪了醫改會辦公室的眾生態，趕快看一看，和醫改會呈現在外界的面

貌，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有興趣申請醫改會93年暑期社工實習的同學，也可以藉由前人的經驗先瞭解一下，再

決定要不要上這條「可愛的賊船」喲！

社工實習經驗談（一）
實習生  魏芳洵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

社會工作學組碩士班研究生

緣起

    一開始接觸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是由「醫糾之友」團體的系列演講開始，因此，對醫改

會的印象就是-為了處理醫療糾紛而成立的基金會。但直到暑假有機會到醫改會實習，才發

現-原來當初自己所見，只是醫改會的其中一項業務。基金會所關注的，應是全體民眾的就醫

品質，及對醫療體制中不合理之處，進行改革與倡導!

    在醫改會約兩個月的實習過程，讓我有了許多的成長，以下提出一些經驗分享，讓大家

參考參考囉!

記者會-實戰經驗

    剛到醫改會實習不久，便碰上了「手術同意書」記者會的召開，讓我們有機會能實際參與

記者會的舉行，並了解整個記者會舉辦的流程。在記者會舉行的過程中，我們透過協助海報

製作、行動劇演出，了解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的需求，知道怎樣的呈現方式，才能吸引媒體

的報導。場地勘查則讓我們學會注意場地的地理位置是否容易到達，指示是否夠清晰、活動動

線的進行與規劃、場地所提供的器材設備...等。甚至，工作人員還教導我們應如何選擇記者

會舉辦的時機，以讓新聞內容獲得最多的關注與報導。而會後的新聞報導分析，更讓我們學

會了如何去閱讀新聞，觀察實際理念與媒體報導間的落差及產生落差的可能原因!

    經由實際參與記者會的舉辦，讓我體悟到了每個記者會的呈現，都是一連串策略的運用

與設計。而媒體所呈現的結果，也往往是被認為有新聞性、有衝突點的部分，許多想宣傳的理

念、訴求的目標，卻常因為缺乏「賣點」，而無法被真實的呈現或報導!

記者會-模擬規劃

    有了實際參與的經驗後，我們也學著規劃一個完整的「模擬記者會」方案。過程中，我們

閱讀了許多的新聞報導、文獻資料，尋找議題的靈感與焦點，並學習將問題點突顯、規劃訴求

目標與操作方式，甚至還試擬新聞稿、採訪通知，學習如何吸引媒體採訪，如何在有限篇幅



內突顯新聞點與訴求...等，培養我們實際議題倡導與規劃的能力。

    在試擬模擬記者會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閱讀與搜尋大量的資料、無法將問題聚焦與突

顯、訴求的明確具體化不足、新聞點找尋的困難...等痛苦，但在不斷的討論、修改後，見到成

果不斷進步，卻也給了我相當大的成就感，尤其當成品出來時，更讓我有著莫名的感動，因

為，辛苦是有代價的!當然，這樣的經驗，不只讓我在摸索的過程學習更多，也讓我對於議

題產生的過程，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醫療糾紛

    在醫療糾紛業務的部分，我們參與了「醫糾工作坊」的籌備、醫糾電話表單的設計與實際

接聽醫糾個案來電。其中，接聽醫糾個案來電讓我有著較為深刻的印象。因為，在服務醫糾個

案的過程中，除了可以讓我對醫糾處理流程、相關可用資源有較多的認識與了解外，也讓我

有機會了解醫糾個案的想法與常見的求助問題。此外，亦讓我能從服務的過程中，去協助個

案釐清問題、疏導情緒，並找出其真正的需求。

    在醫改會接觸醫糾個案的過程中，使我發現，許多醫療糾紛的個案，並不如我們在媒體

所見的-只是要錢、蠻不講理的抗議。事實上，許多時候，醫糾當事人及其家屬想要的，只是

了解事情的真相，希望醫院真心的道歉，一旦需求無法滿足，才會走上抗議或訴訟的路。也

可能因為協商的過程中，醫病雙方不了解彼此的需求，而導致糾紛越演越烈，最後讓彼此鴻

溝更深!

    而醫改會在面對醫療糾紛的處理策略上，則是以資訊提供為主，並由來電者所提出的問

題，匯集成問答集，提供給後續有需要的民眾。此外，醫改會限於目前人力不足，並不涉入

醫糾個案處理，而是希望從個案的問題中，去找尋共通點、發現體制中不合理之處，進而擬

定倡導策略，以期改善整體醫療環境，預防醫療糾紛之發生。

最後.....

    在醫改會近兩個月的實習過程中，我們還有機會參與非營利組織的讀書會、與其他非營

利組織作面對面的討論、健保局會議、醫療品質民調問卷設計、行政會議...等，除了讓我們有

機會更認識其他非營利組織外，也讓我們有機會觀察各種不同組織的溝通與協商模式，從中

發現協商策略與技巧的運用，更增加了我們的見聞、開拓了我們的視野!

後記

    實習的過程，雖然壓力很大，每天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但慶幸的是，這裡有一群很棒

的工作人員，能在實做的過程中即時教學，也在我們遇到問題時傾囊相授，陪我們討論、幫

助我們釐清問題，更給我們許多的情緒支持，感謝走氣質路線的主任，不時會製造一針見血

的笑果；雅晶和姐夫不時贊助許多笑話；在搞笑天后與氣質女優間徘徊的素芬；隨時都有戲

劇化表現的東萍；走冷靜、酷酷路線的珊珊；常常幫我們泡咖啡的堯啟；還有一起實習的芷

君、美齡；因為你們，才讓我每天都能以快樂的心情接受挑戰!



社工實習經驗談（二）
實習生  何芷君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

社會工作學組碩士班研究生

    結束了兩個月的實習，許多人都會問我實習期間到底學了些什麼？而當我細細回想整個

實習的過程後，學習議題的倡導、管理；記者會的籌畫、撰寫新聞稿等固然是一大收穫，但後

來我發現其實我學到的並不只有這些，因此經過一些回顧與思考後，決定將我在實習中所學

習到的幾件事情作一些分享，也將我在實習期間對醫改會的一些觀察作一些整理。

    猶記得當我剛開始實習的時候，閱覽許多醫改會過去的相關資料，十分佩服醫改會在短

短兩年間可以建立起一個清新的形象，並能堅持著自己的理念一路走來，而在與工作人員討

論的過程中，才發現其實這並不容易，尤其是當現實的環境並不友善的時候，要維持初衷的

確是需要許多的決心與理想才能做到。醫改會在剛成立的時候即是由民眾們的小額捐款一筆

一筆的湊出基金的，而成立之後也依然堅守「三不政策」來維持基金會中立的立場，即使要面

臨工作人員下一個月薪水不知道在那裡的窘境，醫改會仍堅持自己的信念走下去，而這也是

我在基金會中學到的第一件事。

    而學到的第二件事，則是不要看不起任何一個人，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你眼前的這個人

以後會是什麼樣子。雖說這句話是基金會公關有感而發告誡我們的，但在功利掛帥的現今社

會，真的能做到這句話的人其實是不多的，而在實習期間，所有的工作人員與其他機構或人

員的往來也讓我們有了效仿的榜樣，不論是其他機構的人員、記者、印刷廠的老闆、維修工人

等，工作人員都會以誠懇的態度對之，也因此醫改會與任一機構或人員都能維持良好的關係

也讓人對醫改會留下親切、深刻的印象。

    輕鬆的心境、認真的工作態度則是我學到的第三件事情。每天基金會都是充斥著歡樂的氣

氛的，相信不論是誰只要進到基金會一定就可以感受到那股快樂，但即使每天辦公室裡的有

這麼快樂的氣氛，大家工作的態度卻是十分認真的。還記得實習的第一週就遇到基金會要舉

辦一場記者會，那幾天為了籌備記者會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趕著準備海報、新聞稿、行動劇等，

說起來那其實是很緊張的，因為必須在短短的兩天之內將所有記者會的用品全部準備好，因

此大家都拼命的趕工，希望盡快把所有的東西完成，而剛開始實習的我們自然也感受到這股

緊張的氣氛。然而在這麼緊湊的情況下，工作人員們卻仍可以用輕鬆的態度來教導我們如何

把工作做的更好，讓那時還沒進入情況的我們著實鬆了一大口氣，同時也讓我對這樣一個工

作團隊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每位工作人員毫不保留的傾囊相授，則是另一讓我在實習過程中十分感動的

一點，不論是什麼問題，只要工作人員可以幫得上忙的話，她們一定會給你答覆，使得我們

在實習過程中可以獲得即時的協助，而不同職務的工作人員不僅讓我們對基金會的業務或運

作型態有更多不同的思考角度，甚至也分享她們在過去求學與生活過程中的經驗，讓我在課

業與生活等各方面能有更多不同的視野。



    回憶起認識醫改會的經過，其實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知道了醫改會所舉辦的一系列關

於醫療糾紛的活動和座談會，已經忘記那時候到底是哪裡來的衝勁，當下就決定與同學坐飛

機北上去參加座談會，但是我卻仍然記得參加完座談會後那種滿載而歸的感受，而經過實習

後則是又讓我感受了一次這種滿足，就像是自個兒提著空皮箱上台北，卻揹了滿滿的收穫回

來一樣，心中的成就感不可言喻。最後，除了對能在醫改會實習的經驗感到幸運外，也希望

日後醫改會能日漸茁壯，將活動的版圖擴張到中南部，讓更多人認識醫改會，也讓醫改會的

理念讓更多人知道。



社工實習經驗談（三）
實習生  彭美齡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四年級

前言 ~

     猶記來到醫改會的第一天，站在忠孝東路 235號的門牌前駐足了一會，心裡想著：奇怪

了，住址是235-7號，怎麼現在看到的235號之後是237號呢？帶著探索的心情，轉到另一

個巷子口，「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的牌子就掛在門牌上，走了進去，就這樣開始了我的實習

旅程……

記者會的觀察分析………

   以前的我，總認為召開記者會，一定是民意代表、政治人物等大明星才有的排場，沒想到

來到醫改會實習報到的第一天，就通知我們有一個議題，即將要召開記者會！當時的我好興

奮、又期待，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那是一場不可思議的經驗：

    現在的我知道：準備一場完美的記者會時，除了議題的內容豐富外；會前，到場地勘查

時，除了要留意整個會場的場地使用空間、角落區的運用、動線的規劃外，小地方則要記得注

意電源插頭的位置、數目，不然到時記者們來到現場找不到或插座不夠時，麻煩就大了！還

有，記者會上除了需要有老師來坐鎮主持外，一張一張的海報，也是重要的配角！因為它們

可以提供記者們報導內容時的佐證及畫面的美觀；另外，若有行動劇的配合演出，更是能加

強新聞報導的畫面、報紙版面的效果！當然在選定記者會的時間點，也是一大技巧：要先設

想記者會當天有沒有相關的醫療新聞出現？會不會搶版面？召開的時間是選定早上？下午？

幾點呢？記得要考慮到記者們來會場得到報導的內容後，新聞的截稿時間，以免功虧一簣！

    這是我來醫改會的第一份實作作業，以前的我，什麼也不懂，所以寫這份作業時，心情

真的是很不知所措，從無到有、從不知道到有概念的過程，酸酸甜甜的，很讓我回味！

贊助人之經營與開發企劃………

    設計這份企劃，有一個很核心的概念：「要想別人拿出錢來贊助你，首先要先讓人認識

你。」這是我的『小』督導，以她的經驗，在實習的過程中一直不斷的灌輸我的觀念！

    從初稿到完成這份企劃，我花了很多的心思，過程中深深的體會到設計一份企劃，在還

未動筆開始著手寫之前，一定要先想好：這個組織機構的資源有哪些？尤其是能運用的人力

有多少是關鍵，也因為這份作業，我也了解到培訓志工，機構所必須付出的人力、時間成本

很大，而且在素質的水準掌握上，對屬於倡導型機構來說，可是一項挑戰及負擔！再來，設

計企劃時，所採取的對象及活動的設計考量，還真是要很謹慎，第一步錯，後面就步步不順

而在企劃中，最後的一項：預期效果，也是很關鍵的指標，目的能否達成，就看這裡的評估

結果。

    能完成這份企劃，中間經過了很多工作伙伴在實務上關鍵點的建議，比較先前在學校所

學的方案設計，雖然在撰寫的流程、理念蠻接近的，但是它讓我學習到設計企劃時，需要考

量到更多實際層面的角度，尤其是要結合機構的形象、作風，真的是一份很實用的實習作業！

其他的實習內容……



    醫改會八個禮拜的實習，學習的內容當然不只有上述的兩項工作，我還參與最新一期的

會訊編輯工作、以及從台灣 NPO的網站中，對於網友及會員的經營、專案的包裝手法策略、電

子報的內容及版面的配置等，來看看比較各網站是否有達到機構想要達成的目標、吸引到所

設定的目標群來關心。

    另外在醫療糾紛的內容實務上，也參與辦醫糾團體的經驗分享談話，實務工作者指出：

尤其對象是較敏感性質的醫糾成員，如果領導員沒有足夠的經驗時，反而容易造成成員陷入

自己更深一層的情緒，無法回歸正常平穩的生活！所以，辦醫糾的團體，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成員對團體的期待、以及團體對每一位成員的醫糾狀況進度了解，也就是成員的同質性要高

討論的內容才能引起更高的共鳴及回應！另外我也看很多有關醫糾的研究報告、書籍，發現

到在現今醫病關係不平等的環境中，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氣憤的醫糾案主，心中想要的，也只

是一句道歉話，代表醫院或醫生承認自己有疏失而已，但是往往都得不到回應，所以才開始

了漫長的法院訴訟過程。

工作人員的相處……

    雖然在醫改會裡，每個人的工作都非常的緊湊，但是這裡的環境氣氛很溫馨，像我在工

作上遇到瓶頸，就會看看督導或是其他人有沒有空，他們都會很樂意幫忙協助指導！如果真

的很不幸運，遇到當時大家都很忙的狀況，這時候，利用伊妹兒，把疑問寄過去，等到他們

有空時，都一定會回答我的疑問！而且在這裡實習，常會有不定時的小插曲，增添上班時的

樂趣，笑一下，再出發！

後記 ~

    實習已經結束，每每想到實習過程中，那些辛苦與歡笑的生活，還真是懷念！實習這八

個禮拜，讓我實際的領悟與了解非營利組織在政策倡導實務方面，運用到媒體策略來達到倡

導的目標過程，現在遇到的困境為何？以及看到非營利組織相互合作成長的交流方式，明瞭

到資源整合，真的是一件不容易但又是非常急切重要的關鍵；也參與醫糾工作坊的前置準備

過程，了解到理想與實務上一定會有差距，但重點在如何透過有經驗的人，傳承分享讓差距

縮小，讓需要的人，他們的需求能達到最大的實現。

    點點滴滴的觀察學習，真的是印證學校老師說的一句話：「社工系的學生，一定要實習

過，才會真正學習體認到社工的精神與專業！」我現在除了對社工有更進一步的熱忱與認同

外，也對身為醫改會的一份子存有使命感，謝謝醫改會給我實習的機會，也謝謝督導在實習

過程中的培訓與教導，當然也感謝實習過程中陪伴我的其他工作人員及兩位實習生，因為有

你們，我的實習過的很精采，也讓我成長很多，醫改會真的很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