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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南丁格爾曾說：『扶持人的軟弱與

提升人生命的價值，兩者的交集就是

護理的工作』在護理工作中，有著許

多悲歡離合的感人故事，常令人鼻

酸。本文分享一位年輕女性在母親從

住院到過世，僅有兩週時間，承受極

大壓力，筆者於照顧的過程中深刻感

受其遽失親人的悲痛，故運用悲傷輔

導概念照護個案，協助走出喪親陰

影，適應新生活。 

在近親經歷死亡事件中，人們從

感覺、想法，到行為都會經歷極度混

亂，Neimeyer（1998/2007）指出可能

失去部份自我認同，若無法認識或處

理這種哀傷，可能會導致病態悲傷，

或增加心理、職業、社會調適上的障

礙（Doka,1996/2002），甚至也會增加

罹患癌症、高血壓、心臟病或有自殺

意念之風險。因此在失去親人後，才

去支持陪伴家屬是不夠的，應提 早讓

家屬了解喪親的過程並預備死亡的來

臨（Julian, 2008）。 

二、悲傷反應及理論 

(一) 家屬經歷的悲傷歷程與悲傷反應 

Parkes（1998）指出當人們開始意

識到自己所愛的人即將面對死亡，感

受到死亡迫近的時候，出現預期性的

悲傷反應，即是悲傷歷程的開始。美

國 心 理 學 教 授 Worden 博 士

（2002/2004）由感受、生理感覺、認

知及行為等四方面來說明悲傷的反

應。 

1. 感受方面：會出現哀傷、生氣、罪

惡感及自責、焦慮、寂寞、 疲憊、

無助、震驚、思念、解脫、鬆一口

氣、麻 木等情緒。 

2. 生理方面：胃部空虛、胸口悶、對

聲音過於敏感、呼吸急促、全身無

力、缺乏活力、口乾及「去個人化」

的感覺（覺得周遭人事物都不真

實，包括自己）。 

3. 認知方面：不相信、思緒混亂、沉

迷對逝者的思念、感覺逝者仍存

在、短暫的幻覺。 

4. 行為方面：失眠、食慾障礙、心不

在焉、社交退縮、夢到親人、尋找

及呼喚親人、嘆氣、不休息的過度

活動、哭泣、舊地重遊及隨身攜帶

珍藏遺物等行為。 

(二) 哀悼任務模式 

分別是：接受失落的事實、經驗

悲傷的痛苦、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

在的新環境及將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

注在未來的生活上。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可運用的悲

傷輔導原則包括：協助生者體認失

落、強化死亡的真實感、鼓勵悲傷者

適度地表達悲傷情緒、幫助悲傷者適

度地處理依附情結、將情感從逝者身

 

第 117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5），頁 117-119 

 

自由評論 

 
上轉移、允許時間去悲傷、從短期危

機處理到長期悲傷療程、界定正常及

病態的悲傷行為、避免採用陳腔濫調

來撫慰悲傷者。 

(三) 護理計劃 

照護過程中筆者以悲傷復原的四

個任務為目標，運用悲傷輔導的概念

與原則提供照護，陪伴並支持個案經

歷悲傷過程，協助其完成體認喪親的

哀慟，依目標分述如下： 

1. 協助個案接納失落的事實，如：協

助生者體認失落的原則、闡明「正

常的」悲傷行為原則並允許以時間

來化解悲傷、鼓勵悲傷者適度的表

達悲傷情緒當個案悲傷哭泣時、從

短期危機處理到長期悲傷療程。 

2. 協助個案經驗悲傷的痛苦，如：鼓

勵悲傷者適度地表達悲傷情緒的

原則、幫助悲傷者適度地處理依附

情結的原則、強化死亡的真實感。 

3. 協助個案適應逝者不存在的新環

境。 

4. 協助個案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注

在未來的生活上。 

三、討論 

護理評值照護期間，筆者運用悲

傷輔導的概念與原則，以悲傷復原的

四個任務為目標，陪伴並支持個案經

歷悲傷過程，協助其完成體認喪親的

哀慟。筆者於病患往生後三個月與個

案電話聯絡了解其生活狀況，她表示

現在盡量保持忙碌，放假時會與同事

去運動，若不安焦慮時就頌讀聖經禱

告，願母親離苦得樂，透過此方式漸

漸接受母親離世的事實，雖然心裡仍

難過，但筆者發現個案已能正向自我

調適，妥善安頓自己的身心。個案在

喪母後三個月已逐漸完成接受失落的

事實，重新適應母親 不在的新環境及

將情感重新投注在生活上等四個哀悼

任務。 

四、結論 

國內除了安寧療護強調運用悲傷

輔導技巧陪伴家屬經歷死亡歷程外，

加護同仁較少接受悲傷輔導的教育訓

練，因此在面對重症病患家屬的悲傷

反應時往往不知如何提供協助。此個

案照顧中，運用悲傷輔導原則讓筆者

更有系統的了解臨終病患家屬的處

境，針對其需要提供支持，協助其經

歷悲傷。經由此個案的照 護經驗 ,筆
者體驗到當家屬面臨親人瀕死 ,會反

覆經歷否認而無法好好面對失落，故

建議臨床工作人員 可在照護過程中

鼓勵家屬參與照顧，多思考家屬可以

為病患做的活動，如身體清潔、按摩、

活動肢體⋯  等，鼓勵其談論其生活點

滴，都可以加強家屬認知即將面對的

失落事實，協助其經歷正常的悲傷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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