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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在疫情的影響之下，幸好還能夠順利來到醫院實習，也因此將部分課程及實作移至線上或

自行完成，從營養師的角度講解，對在醫院的作業內容有更多的畫面，卻仍是模糊的影像。課程儘

管都是學習過的內容，卻因為醫院的不同而有些許的差異，每間醫院開立的菜單準則、供應餐食的

習慣及標準流程、管理庫房的經驗累積，當然還有大量製備所需要的設備……等。雖然已經練習了

許久，開立三天至少三餐的不同菜單卻絞盡腦汁，針對銀髮族除了要達到色、香、味外，又要具有

變化、正確份量及適合質地，經由實作、老師講解後，另一層需要考量事項又浮現出來，是否符合

醫院供餐或是多數人飲食的習慣，還有三餐的時間、人力安排等。 

  經過近一個月的線上學習及試做，開始在醫院團膳實習，親眼見到教科書、講義當中的廚房設

備，搭配操作、原理及用途解說，印象真的大為提升，除了操作外更令人欽佩的是烹調、準備餐食

及配膳的流程，廚師大哥們的腦海裡彷彿有著一套公式，在哪個階段需要取出食材、怎麼樣的順序

會最快，餐點的差異可能僅僅是多加或是少加某些食材或調味料，流程的順暢度卻可能因此大打折

扣，此外還有配膳的流程，如何將誤差最小化、能夠讓打菜的廚工們最省事。不僅是有能力的營養

師、手眼協調的廚工，我想經驗的累積以及供餐的份數也是團膳會看起來這麼有條理的原因，一個

小小的動作，只要做得確實，都是成功的一大關鍵。但在團膳實習小可惜的地方是沒能夠前往遊詣

居進行大量製備的實作，也沒做到能夠說明餐點的機會，取而代之的是更長的時間待在病患廚房觀

摩，雖然可惜，但也將廚房的各個工作看得更仔細。 

  臨床一個月接觸了四位個案，也體會到實際的經驗是多麼重要，營養諮詢是接觸病人的第一

步，要注意的細節及學習的技巧非常多，所幸有先前義診家訪的經驗，因此對飲食史的詢問並不感

到害怕，但針對營養狀況更深入的詢問、要學的事情卻跟山一樣多，特別是在門診收案，很多資料

都是只能當場詢問了解，也因此在實習前的先備知識與諮詢技巧顯得更為重要，才能夠順利問出報

告時應具備的資訊。在完成每一個個案的同時，越能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每天下午跟老師討論個

案報告時，老師會丟出非常多要注意的營養問題，才領悟原來膳療遇到的那些問題是這樣應用在個

案上的，並且僅有一次的機會詢問所要的資訊，更顯得營養諮詢的重要性。我也在報告的途中深刻

的體會到，營養介入沒有絕對的對錯，僅有最適合，而適合的概念需要非常多的經驗累積及文獻查

找，也因此一個案報告可能會看到數十篇的文獻，只為能夠將營養問題聚焦並找出最適合的方法。  

  間隔半年又回到醫院進行社區實習，不像以往準備講義在公共空間進行衛教，我們改以設計教

材為主，雖然沒有面對面衛教，但在一開始團膳實習的時候就有向廚工們衛教的機會，教材的內容

除了要將知識轉為易懂的語言，更要有靈活運用資源的能力，不管是圖片抑或是剪輯軟體的使用

等。在此同時也有社區營養的課程，社區營養對我來說一直是很抽象的概念，需要大量的實作才能

方便學習記憶，上完一整套的課程，不僅重新複習了部分的內容，更是看到社區營養的廣泛，從最

基本的衛教到傳播媒體的應用，全都囊括在社區營養的範疇之內。除了製作教材外，也再次在門診

進行滿意度問卷，非常特別的經驗是我再次於門診遇到我的糖尿病個案，半年不見，能維持與當時

相差不多的糖化血色素，並且改善從前的飲食習慣，真的感覺很特別也很替他感到開心，雖然還是

有很多飲食問題需要改善，不過個案的態度非常的積極，願意主動提問說出自己的情況，而營養師

也非常厲害能夠針對個案提出方案，不管是食物的取得或是提高改善的機會，雖然當初做個案報告

的飲食介入並不會實際上告訴個案，但是能夠親眼見證個案再次前來門診的機會實屬珍貴。 

  從線上、團膳、臨床、社區，在北榮將實習繞了一次，更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慶幸能夠順利

在暑假完成大部分的實習，才能利用在大學剩餘的不多時間去彌補不足，從廚工們那裡獲得了製備

的技巧、營養師那裡獲得諮詢技巧及臨床知識應用，實際的經驗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也慶幸在每一

次學習的過程中都能夠從營養師那裡獲得正確資訊以及學習的方向與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