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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每一位幫助我的人。 

             這篇心得前面以見習為主，後面則是跟見習比較無關的部份。 

 

說實話要寫心得真有無從下筆的感覺，因為有太多的東西可以從我的心中湧

現，而我的文字好像不夠表達千萬分之ㄧ，從一開始的猶疑不決要不要參加，從

將其視做兒戲，到真正認真去爭取，不斷的練習跟修正我的＂菜英文＂，在申請

過程中的無數次退堂鼓猛敲，對無數莫名而生的問題感到氣餒，到真正生活在

Boston 去學習跟領會，更多的時候是抱怨跟無助，每個點點滴滴都在我心中，

在每個碰撞中，我都有了一些些的改變，有了一些些的成長。 

 
     

 
 
 
 
 
 
 
 
 
 
 
 
 
 
 
 
 
 
 
 
 
 
 
 

 
 



 

見習心得 

 
Monthly Schedule 
Oct 22~ Nov 4, 2007 (2 weeks) General Neurology Ward, CHB 

Attending：Dean Sarco, MD 
Nov 5 ~ Nov 9, 2007 (1 week) Epilepsy Ward, CHB 

Attending：Mark H. Libenson, MD 
Nov 12 ~ Nov 16, 2007 (1 week) Clilnics, CHB 

Attending：Masanori Takeoka, MD 
Weekly Schedule (first week as an example) 
October 29, 2007 Monday 
8:00 AM - 8:30 AM Morning Report -- 9N Conference Room 

11:00 AM - 12:00 PM EEG/Epilepsy Teaching Rounds -- 9N 

12:00 PM - 1:00 PM CH residents lunch with residency candidate -- Fegan 11 Board Room 
October 30, 2007 Tuesday 
8:00 AM - 9:00 AM Epilepsy Surgery -- Fegan 7 

8:00 AM - 8:30 AM Morning Report -- 9N Conference Room 

11:00 AM - 12:00 PM 9N Teaching Rounds -- 9N 

12:00 PM - 1:00 PM Lunch-CH & FH residents/fellows only -- Fegan 11 Board Room 
October 31, 2007 Wednesday 
8:00 AM - 8:30 AM Morning Report -- 9N Conference Room 

9:30 AM - 10:30 AM Grand Rounds -- HIM Bray Conference Room 

Bernard S. Chang, M.D., M.M.Sc. (Asst Prof of Neurology, Harvard Medical School Comprehensive Epilepsy 

Center – BIDMC)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Neuronal Migration Failure 

12:00 PM - 1:00 PM Neuropathology -- Neuropath Library/Conf room/Bader 124 
November 01, 2007 Thursday 
8:00 AM - 8:30 AM Morning Report -- 9N Conference Room 

10:00 AM - 11:00 AM Neuro-oncology Cases -- Wittenborg Main 

11:00 AM - 12:00 PM Thursday Lecture Series-Ethics -- 9 North 

Ethics-Autonomy 

12:00 PM - 1:00 PM Neurology/Neuroradiology -- Byers B 
November 02, 2007 Friday 
8:00 AM - 9:00 AM Chiefs Rounds -- 9N Conference Room 

10:30 AM - 11:30 AM 9N Teaching Rounds -- 9N 

11:30 AM - 12:30 PM Epilepsy Core Conference -- Fegan 7 

Brain malformations and epilepsy: clinical evaluation   Dr. Ann Poduri 

(這是一個月的行程表，周行事曆以第一週為範例。) 



 

    波士頓兒童醫院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 CHB)是哈佛附屬的兒童

專門醫院，位於 Longwood medical area 的正中央地帶，目前是全美排名第二的

小兒科醫院，所有的次專科應有盡有，相較之下 CHB 並不是一間病床數很多的醫

院，只有約 300~400 床，但是絕對是小兒專門!!  

 

    CHB 和所有 Longwood medical area 的醫院都相互依存又獨立。在神經科每

個月會有一個大型的聯合會議，所有的 Longwood medical area 的醫院的 adult 

and pediatric neurologists 都會參加，而若是有幸進入任何一間醫院的

Neurology program 接受訓練，也要去各醫院 rotate (包括 MGH)，學習所有的

神經學知識。 

 

    在小兒神經科有幾種學習的地方可以選擇：一般病房、癲癇病房、照會組、

ICU、門診(又分成一般門診跟特別專科門診)、刀房。剛開始的時候為了讓學生

很快的進入狀況，通常會把我們排到一般病房兩個星期，癲癇病房一星期，最後

一星期的時候就比較自由，可以自己來決定學習的處所，所以最後一個星期我去

了門診、照會、刀房、也嘗試值班了一次。 

 

    先簡略敘述一下我每一天的生活：因為不是外科體系，不用趕開刀，所以早

上大約七點到達醫院就可以了，開始跟早上的 pre-round，八點開始晨會，內容

為昨日新入院跟照會的病人，之後是主治醫師查房，若是有課程就可以去聽，但

是大多數的時候我還是喜歡把查房跟到結束，中午的會議則很少會耽誤，所以都

有參加，開完會吃完中餐馬上又開始處理早上的病人事務，約三四點的時候主治

醫師會再查一次房，查完之後學生就可以下班摟，不過這時大概也是晚上七點多

了。 

 

一般病房： 

    一般病房主要是收＂一般疾病＂的病童。來源有幾種，一種是經由 primary 

care physician(PCP)轉介的病人，這類的病人經過 PCP 的評估後，覺得有進一

步檢查的必要，或是需要住院治療，他們入院的診斷通常都相當的明確，而且入

院日期會在早就排定好的周行程表中出現，我們只要乖乖的等他們來住院就好

了。另一種會住到一般病房的小朋友，是經由急診照會後，覺得有住院的必要。

當然也有慕名而來的國際病人，因為很希望獲得 second opinion 而前來，這類

的病人會先聯絡 CHB 的主治醫生，再經由他們的轉介住院。 

 

    在最初這兩個星期的病房學習，我主要是跟隨病房當週的小組，成員有：

attending (Dr. Dean Sarco)、senior resident (Dr. Erika Augustine)、junior 

resident (Dr. Ariane Soldatos)、NSP (Danielle Friedman)，在第三天之後

我開始去照顧病人，詢問病人情況，寫入院病摘，報告給 attending，並且說明



 

我的治療想法，待病人出院，就開始照顧下一位新入院病人。其實整個過程跟在

學校的訓練是差不多的，比較特別的地方有以下幾個： 

 

1. 邏輯的加強：在這裡我覺得學到最多也最羨慕的就是這個部份。將病史完整

的由病人口中問出 (有的住院醫師會要求先不能看病歷，直接去詢問病人，有的

住院醫師則會先讓我將文書整理好。)，摘要後做出自己的診斷跟治療方針，清

楚的告訴整個 team 我要做什麼，為什麼要做這些事情。Attending 或是其他人

則會指出病史詢問不清的地方、檢查有哪些遺漏，並且說明若是他會怎麼做。每

一次的報告不僅可以學習疾病該如何處理，也可以訓練自己整理重點並且表達出

來。 

 

2. 責任制度：跟台灣較不相同的是這裡的輪值制度。這兩個星期不是只有我是

新人，除了病房 NSP 之外其他人都是只在這兩個星期待在 9N (這是 CHB 一般神

經病房的位置代號摟~)，兩個星期過後，大家就各自去不同的地方，像是有些人

就去做研究，有些人輪值到照會，attending 則又開始自己的門診及研究(在輪

值病房的時候，主治醫師是不看門診的。)，而病人的照顧則是持續由下一組 team

來接手。值班時也是如此，時間一到，馬上就可以關掉 call 機，只要將自己手

邊的事情處理完畢就可以離開。 

 

3. 電腦系統：CHB 的電腦之多，有點類似於高醫病房門外的免洗手消毒液，就

是只要走兩步一定可以撞到一台電腦，每台電腦都有網路可以連上醫院系統跟網

際網路，所以不論是查房或是開會，都可以看到大家拉住身邊一台小推車電腦，

馬上就可以獲得想要的資料。要獲得 access 必須先參加院內的考試，之後就有

一組帳號密碼(也會根據學生或是醫師或是護士而有不同的權限，例如學生的帳

號就沒有辦法直接看影像，只能閱讀報告，而且每一次的醫囑都需要主治醫師

cosign。)，用這組密碼就可以擁有自己的網路硬碟空間跟郵件信箱，在 CHB 所

有的聯繫都依靠這個系統，在網路上可以直接 page 訊息，照會也是經由郵件進

行，是相當有威力的資訊系統。 

 

4. 語言能力：這是每個人不同的啦。我自己覺得以我的英文能力在日常對話的

時候還是不太足夠，所以回來以後學好英文是我的一大目標呢!! 

 

癲癇病房 (Long term monitoring team-LTM)： 

    第三週我開始癲癇病房的見習，一開始我有些抗拒，因為覺得每天看那些

EEG 有點頭大，不如一般病房的多彩多姿，但是等到這週結束之後，我在第四周

還是選擇將大部分的時間留在這裡，原因就像一開始住院醫師告訴我的一樣，癲

癇是神經科很重要的一個疾病。癲癇病房顧名思義就是收＂癲癇病人＂，和＂一

般病房＂的病人最大的區別是，這裡的病人都是所謂的難治型的病人，這些病人



 

在確認是癲癇病人之後，還要進一步去定義它癲癇的種類，給予治療，另外也跟

外科醫師合作，放置腦內的 EEG 或是進行腦部切除手術。若是外科手術也無效，

可能就要開始進行飲食治療，這樣的病人也會住在這裡。  

 

    兒童癲癇跟成人有很大的不同，adult neurologists 很強調用 NE 定位，但

是因為兒童的腦部發育還沒完全，再加上這類病人的腦部本身就有很多問題，除

了 NE 之外還需要很多不同的儀器去輔助。另外一個著重儀器的原因是有些病童

住院是為了評估是否需要進行切除腦部的手術，而切掉腦是需要很慎重考慮的決

定，所以他們需要一再的評估跟確認。 

 

    這週的 attending 是 Dr. Mark Libenson，他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人，熱愛紅

襪隊，熱愛義大利(因為他是義大利裔吧~)，會詢問尖銳的種族問題，也會講醫

院內的秘辛，講解深入淺出是一個好老師。而 LTM room 的其中一名技士 Lisha

是會講中文的華人 (雖然醫院很多華人，但是大多是講粵語。)，也對我很好，

所以這些也是我會在第四周還是徘徊在 LTM room 的原因啦。 

 

    不過從這週開始，我就開始加重門診的比例了，第二週開始我就去了一兩次

一般門診，但是這週起我下午沒事就會去門診。 

 

門診： 

    神經科的門診分成兩種：一般跟專門。每次一般門診大概會有 20 多個病人，

由住院醫師負責。從問診到檢查大約半個小時/病人，之後會再報告給輪值的主

治醫師，然後兩人同時會到診間跟病人解釋。住院醫師第一年就必須要有門診，

之後這位的病人也會固定由他追蹤，若是覺得有進一步需要指導的時候可以選擇

跟科內任何的主治醫師討論，或是轉介給專科主治醫師(這時這個病人就不是這

位住院醫師的病人了。)，簡言之就是住院醫師獨當一面照顧該病人。 

     

    我ㄧ開始去跟的就是這種一般門診，通常我會一天只跟一個醫師，因為覺得

比較不會太唐突，這種跟診很有趣，住院醫師都是來自不同醫院的 program，甚

至有精神科的醫師，可以認識很多人，學習他們的技巧，他們是美國最最優秀的

一群醫師，不論是細心、專業、安排先後重要性都有獨到之處，跟隨他們學習就

像進入一個很棒的大染缸，中國人說＂蓬生麻中，不扶而直。＂我大概有點這樣

的感覺。跟他們相處，除了學習專業知識，也可以見識到美國的確是一個熔爐，

吸引來自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聚集在這裡共同學習努力，很多 CHB 的住院醫師

都是來自他國，到這裡重新來過，有的人甚至已經在本國已經是小兒科醫師，但

還是在這裡從頭訓練起。即使有些時候忙碌疲勞之餘他們也會質疑到底為了什

麼，但我還是可以看到他們閃耀著夢想的雙眸。 

     



 

    CHB 的專科門診大致可以分為：epilepsy、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s、sleep 

disorders、neuromuscular disorders、brain tumors、neurogenetic 

disorders、neonatal neurology、mental retardation and cerebral palsy

都有相關的醫師負責，最後一週本來是要多去專科門診，但是因為我太晚去問，

中間又有放假，我有興趣的醫師有的開始接病房，有的還在病房，在癲癇病房的

刀我又很想看，種種因素之下，我只跟到兩次專科門診(不過也只有四個早上可

以跟啦。)，而且也都是癲癇門診，所以實在是有點無奈，因為我本來最想要看

的是 neuromuscular diseases and mitochondrial diseases 但都沒機會。 

 

    其他： 

    在 CHB 還有親切的秘書小姐 Kelly Hayatt，總是提醒我要想清楚自己想要

去哪裡，也提供我很多資訊。超級強的 MGH 住院醫師 Dr. Sarah Sheikh，訓練

我如何摘要報告，跟著她我可以想見 MGH 的 adult neurologists 的訓練是多麼

的扎實。來自伊朗殺手家族(這是她自己說的~)超級親切的 Dr. Naz Dastgir 的

門診是我最喜歡跟的門診，即使她已經累到快要炸掉，接下來又要去守急診值

班，她還是讓我先對每一個病人做完 NE，她再指出我的問題。 

 

 

 

 

 

 

 

 

 

 

 

 

 

 

 

 

 

 

 

 

 



 

雜項心得 

住所 

Vanderbilt Hall http://www.hms.harvard.edu/operations/vh/

    好處是方便又安全的住所。缺點就是貴又沒有基本設備，要自備棉被枕頭、

檯燈、盥洗用具。因為接下來的學弟妹應該都不是在暑假期間見習，所以若是要

住在 Vandy 可能要早點去電詢問，因為學期開始之後要住到 Vandy 可能需要比較

早安排 (像我就是去之前才問，根本就沒有機會排到~)。尤其是 12 月到 3月之

間去的人更是要慎選住所，因為那時候天氣冷，若是住的地方有點遠或是需要轉

車，那就得每天在寒風刺骨的黑夜中通車，實在不是很好受。 

 

自己找 

    自己找是一定找的到的，波士頓是大學城，這也意味會有很多的學生、訪問

學者川流期間，所以短期的房子不難找。可以去瀏覽的資訊包括：BBS、

craigslist、學生會(台灣或是大陸)等等。需要考慮的包括：租金、地點、同住

室友、訂金、網路、冷暖氣、廚房。能把住所安頓好，不僅僅是見習的時候無後

顧之憂，若是能有認識好的房東或是室友，是相當值得珍惜的機緣。 

 

我的經驗 

    在一開始要找房子遇到很多的猶豫不決，因為幾乎沒有可能提早得知會去哪

間醫院，所以有的學長姐的作法是把醫院都填同一間，不過我的個性沒有那麼嚴

謹，又貪多又偷懶，所以我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填醫院，想說不管去哪都住 Vandy

就好了，可是最可怕的事情在我確定可以去之後才發生~~我在離見習只剩一個月

的時候才打電話去問宿舍，負責人跟我說完完全全沒有宿舍了，晴天霹靂接二連

三之餘也只好開始自己找，宇宙無敵幸運的是居然讓我找到一個超級滿意的住

所。我住的地方是在綠線-C line 快要靠近終點的地方，屬於安靜又高級的

brookline 區，車門一開就是家門，所以不管我在外面多晚回家都沒有一絲ㄧ毫

害怕的感覺，不過住在 C line 上比較麻煩的是去哪都要轉車，去 Longwood 

medical area 要再轉到公車系統，去 MGH 要轉紅線，所以雖然 brookline 區很

棒，在冬天住那還是會比較辛苦。 

 

科別跟醫院 

    選擇科別跟醫院第一步就是先去Office of Registrar 

http://www.hms.harvard.edu/registrar/aServices/xClerk.html的網頁看看

今年開了什麼樣的課程，先知道自己有哪些選擇，通常學長姐給的建議都是多選

幾個，畢盡這是比較令人安心的作法。可以參考的資訊有：直接詢問去過的人、

看台大http://www.mc.ntu.edu.tw/main.php跟高醫的心得報告、參考US News

的排名http://www.usnews.com/、該醫院的網頁 (哈佛所有附屬醫院可以從HMS

http://www.hms.harvard.edu/operations/vh/
http://www.hms.harvard.edu/registrar/aServices/xClerk.html
http://www.mc.ntu.edu.tw/main.php
http://www.usnews.com/


 

的首頁http://hms.harvard.edu/hms/home.asp連結，每個醫院也有其各自的特

色。)、詢問師長，不過其實最重要的是選＂你喜歡＂的科別。要提醒的是特別

是在＂旺季＂要去的同學可能會被分發到很後面的志願，請務必確認志願表上每

個選項都是你可以接受的。 

 

城市 

    Boston 雖然不像大都市那樣多采多姿，但是生活水準很好，食衣住行都很

便利。因為有一大堆大學跟研究機構在那裡，所以整個城市都很有書卷氣，在路

邊在地鐵在河邊，隨時隨地都可以看到有人在看書。當地人也十分熱情，隨時隨

地都會看到不認識的人相互友善的攀談微笑，居民相當習慣於外國訪客，所以對

陌生面孔也很友善。查理士河流經城市的中央，使得城市的風貌更加多變化，不

管是假日或是平日，都可以看到慢跑、划船、騎自行車的人有生氣的運動著。有

趣的是，美國很大，所以每一個城市都會給人不同的感受，就像每州的稅也不一

樣，無論如何讀萬卷書行萬里路，箇中滋味是有所不同。 

     

  在寫心得的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是講 Boston 最有名的龍蝦餐廳 Legal Sea 

Food 二三十年前剛開張的情況，作者說會取這名字是因為，這家餐廳一開始是

走物美價廉路線，但是又怕客人吃了就跑，所以要先付錢，再上菜，所以取了個

名字叫做＂合法＂，是不是這樣我並不清楚，不過 Boston 好吃好玩的東西真的

不少。 

 

  在我去的這段期間，剛好又是世界冠軍正在開打的時候，芬威球場燈火通

明，整座城市的地鐵為之癱瘓，每個人都以身為紅襪球迷為榮。這也是我很羨慕

居住在此的居民的一點，這座城市四季都有不同的運動賽進行著，身在此地不知

不覺就健康了起來，當一個健康的居民是很幸福的。 

 

台灣 

  在 Boston 若你覺得有異鄉的感覺，除了一起去的同學會是最堅強的依靠，

千萬不要忘了有台灣同學會這種組織喔，尤其是哈佛的台灣學長姐都十分親切。

也不要忘記除了高醫之外，台大的同學也會在每年３月到５月出來見習，這些都

會是身在異鄉的點滴溫暖。 

 

最後是感謝學校跟高醫哈佛基金會的幫助。 

(學校內部跟哈佛作業的程序在此不再綴敘，可以直接寫信給我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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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ms.harvard.edu/hms/home.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