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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W 共同的孩子」:小愛的故事 

   

有一學期很特別，在兒科病房分別教了三個一年級學生，每個孩子的能力表現和家庭背景都差異極大，

有智商高達 157 的資優生，有專注力不足的過動兒，也有學習起始能力不明的弱勢家庭學生，對於不

同能力的孩子，床邊教學老師的角色也各有關注的面向。小愛是一位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因為沒有

媽媽，只有哥哥照顧，常感到無聊，護理長希望能安排老師幫忙上課。原來，小愛的媽媽遭到殺害，

爸爸在鐵工廠工作，由四個二十幾歲的哥哥們照顧。社工師遞來照會單，讓我進一步得知小愛的家庭

背景細節。 

小愛被診斷為肝母細胞瘤，曾因腫瘤破裂內出血，進入加護病房一個月。可能是化療副作用影響食慾，

也可能是哥哥們抓不到小女生愛吃的口味，小愛的進食狀況很差，吃得很少，她如果想吃東西，就是

向哥哥吵著要糖果吃。護理長很擔心，特別向我提了好幾次，能不能鼓勵小愛多吃點營養的食物？護

理長的擔心也跟病房裡其他治療小朋友的媽媽們一樣，大家都注意到小愛的家庭照顧功能不足，需要

協助。於是，媽媽們三不五時送上各式食物，一箱安素、一碗魚湯，甚至還送了一件自家女兒穿不下

的全新洋裝。送上魚湯的媽媽也是我的學生家長，她愛煮也樂於分享。我問她：「小愛願意喝魚湯嗎？」

這位媽媽說，她的兇是病房裡有名的，只要她盯著，小愛就會在她面前把魚湯喝下去。 

我為小愛上了一堂客製化的營養課，試圖從認知層面告訴她，什麼是營養的食物，什麼是不營養的食

物。這本營養小書清楚舉例，五穀根莖類、奶蛋魚肉、蔬菜水果等，皆是營養的食物，小愛也在書上

指出她喜歡吃的蘋果，並畫上鮮明的紅色。書裡也清楚指出糖果並非營養的食物，我在這一段加重語

氣告訴她，糖果吃多了對身體沒有幫助，要多吃營養的食物，但上完課，小愛還是吵著向哥哥要糖吃。 

若從認知層面不能改變行為，就實際動手操作吧！我們上了堂壽司課，自己動手包海苔壽司，小愛還

是很挑食，堅持壽司不加料，只要白飯就好，但是，至少願意吃飯了！自己吃得開心之餘，也要懂得

分享，我請她做一份海苔壽司請哥哥吃，哥哥既開心又感動，直說很難得吃到小愛的料理，這還是她

第一次做飯給哥哥吃。 

在上課方面，可能是因失去母親的創傷衝擊，或是因電動玩具而影響注意力，又或是因長期住院治療

的不適應，小愛在學科學習上一直無法上軌道，她無法專注學習數字 1 到 10，連練習寫自己的名字都

沒有耐心。雖然排斥認知學習，但是她很喜歡上藝術課，我們的第一堂課就是上她喜歡的黏土課，利

用 30 分鐘左右的時間，訓練手指的精細動作，捏隻小動物，獲得一個小小的成就感。另外，小愛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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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有人陪伴，她會主動要求幫她拉開床簾，看看隔壁高中生姐姐在做什麼。於是，我跨樓層為她找了

個同學，一位一年級的小男生一起上藝術課。她十分開心有同學一起上課，為了不想表現得比另一位

同學差，一改往常依賴大人的行為模式，堅持自己完成作品，創作的速度與品質也都提升了。 

在同儕互動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小愛對「媽媽」這個詞特別敏感，她多次帶著防衛語氣告狀，同學把

在一旁睡覺的哥哥說成是她的媽媽，就因這小小誤會，她會以不禮貌的語氣挑釁同學，想找對方吵架。

針對這個心結，我曾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哥哥很疼她，除了每天送小禮物，晚上為了協助她上廁所都

睡眠不足了！哥哥很辛苦，就像媽媽一樣在照顧她。哥哥在旁聽了便打趣的說，自己不只是媽媽，長

期照顧下來，都快變「阿嬤」了！  

常在醫院照顧小愛的是三哥，當時還在讀大學夜間部，週間需要上課時，就騎摩托車到另一個縣市的

大學上課，換四哥坐火車到醫院來照顧妹妹，等三哥下課後，再回來接手照顧。小愛有四位疼她的哥

哥，也是在家時的主要照顧者，只要妹妹出院回家療養，哥哥們就帶她上大賣場或近郊走走。而爸爸

則因為和女兒的年齡差距大，總有阿公帶孫拿她沒轍的模樣，譬如，爸爸想教女兒如何把黏土混色，

但小愛就是不願意聽爸爸的，兩人便直接鬧翻，因此，常見到爸爸默默坐在陪伴椅上看女兒自己玩。

雖然小愛的爸爸不常在醫院，但他仍是女兒的後盾，當醫療端發出需要溝通決策的訊息，他就會在病

房出現。 

化療對小愛的腫瘤抑制效果並不好，學期尾聲，腫瘤已經在腹腔內部擴散。小愛的最後兩堂課上的是

玻璃彩繪，當時她的肚子時常疼痛，為了想上課，她會調整出舒服的姿勢，坐起來畫畫，真的不舒服

了，就躺下休息，請隔壁床的高中生姐姐幫忙畫完。完成玻璃彩繪作品的那堂課，是和她喜歡的一年

級同學一起上的，巧合的是，她畫的是一條小魚，與她學期初捏的黏土小魚很相像。不一樣的是，小

愛在色彩運用上，受到同學活潑熱情的個性及奔放運用色彩的影響，她的用色變豐富了，和學期初大

量運用暗色系的單色調完全不一樣，雖然使用了黑色，但只畫了局部一小塊。她模仿熱情的同學，盡

情運用多種明亮的顏色，畫出一條顏色活潑的小魚。 

小愛個性直率，喜歡和不喜歡都會直接表示。每次她都會精神振奮的說：「我的老師來了！」接著撒

嬌抱怨她很無聊，或是問我今天要送她什麼禮物。她喜歡和人聊天，會主動打招呼，還會在兩位護理

師面前，直接向講話溫柔的護理師撒嬌，說這位護理師比較漂亮。活潑可愛的個性讓醫療團隊都很喜

歡她，愛逗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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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見到小愛，剛好撞見醫療團隊正在專心安撫她，看著檢查機器在旁待命，推測狀況轉趨危急，

另一方面，看到小愛有這麼多人在關心她、陪她，讓我在擔心之外又多了點放心。當天進了加護病房，

隔兩天跟護理師瞭解，得知她因個性可愛，在加護病房與護理師們相處融洽，也能配合醫療。 

回想這特別的教學歷程，安排同齡的孩子一起上藝術課，激發她對創作與生活的樂趣，同時也讓小愛

有更多機會與其他同齡孩子互動，為她的學習搭起一座橋樑，也觀察到她對這個過程感到開心，開心

之餘又多一點動力學習新事物，增加正向學習的機會。我也欣喜的發現到病房關懷的焦點不約而同地

持續聚焦在小愛身上，醫護人員和其他病童的媽媽們都在關心她，大家在自己的責任範圍之外，挪出

時間與精力，多給小愛一份照顧。「13PW 共同的孩子」雖然已成為過往，但想起兒科病房裡的我們

連結在一起，為小愛的醫院日常生活增添更多繽紛的快樂時光。（本文為保護當事人採用化名，內容

經過改編） 

 
 

樹脂土作品「小魚」 玻璃彩繪作品「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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