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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国内宁养服务的一名社工人员，今年的 10 月 30 日有幸参加了国内宁

养社工及资深义工赴港学习交流活动。本次由李嘉诚基金会精心组织的学习交流

活动虽然只有 4 天，时间短，任务重，一开始真有不少思想压力和顾虑，没想到

了结束的时候，竟是意犹未尽，老师精彩的演讲，启迪人生的小故事和内容丰富

的参观访问使我学到很多专业的知识和实践技能，紧锣密鼓的学习和交流让我收

获良多，给了我人生的诸多感悟，给了我开阔的视野和清晰的工作思路，感谢李

嘉诚基金会！感谢香港医管局和香港宁养中心的所有老师们！ 

 

在第一天的学习过程中，香港医管局的老师们介绍了香港宁养服务的概况以

及义工发展的策略和现状，了解到宁养服务起步较早的香港目前的宁养服务提供

了住院服务、门诊服务、居家探访、日间中心以及哀伤辅导等，相比较于国内的

宁养服务，香港所提供的服务更加多元化，更加适合不同服务人群的需求，特别

是住院服务，对于国内的宁养服务很有借鉴作用，这样更能够满足末期病人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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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需求；他们的日间中心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彼此支持、互相学习，以及消磨

时间和精神寄托的空间和场所，由于香港设有宁养病房，不少住院患者都很愿意

来到日间中心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有少部分居家服务的患者在身体许可的情

况下也来到了日间中心，日间中心可谓是晚期癌症患者一个精神的家园，他们在

这里彼此互相温暖，寻找到抵抗病魔的力量，得以走出了忧伤和绝望的心境，这

些对于国内的宁养服务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老师在授课中讲到，他们利用生命

回顾纪念册帮助患者回顾了生命历程，整合了人生中重要的阶段，往往许多患者

在患病之后变得很悲观也很消极，通过生命回顾手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

认识，整合人生，找到了当下活着的意义，也为家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这些

对我启示很大，我们现在也正在开展“旅行笔记”活动，完全可以参照香港的生

命回顾纪念册当作一种工具，帮助患者整合人生，找寻到面对疾病的勇气和力量，

相互道爱道别，达致去者无憾，留者善别的愿望。老师在授课中还提到了种“园

艺治疗活动”，这可是一种全新的治疗艺术，但却非常有价值和用处，可以通过

园艺治疗这一方式帮助处于痛苦煎熬中的患者看到了另一种希望，看到了另一个

生命的产生与成长，让他们渐渐明白了人生的过程，面对着生命的终点不再惧怕

和恐惧，这种方法也是十分有借鉴作用的。 

 

香港的宁养服务团队配备了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既有医生、护士、社工，

还有心理学家、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义工和牧灵人仕等，这样的配置真正

能够满足患者及家属的社会心理灵性等方面的需要。在宁养服务过程中，确实有

一部分人存在在心理问题，局限于专业的能力 ，碰到复杂心理问题时，并不是

三言两语就能开导的，能有专业的心理师及时进行辅导，或者有专业的牧灵人仕

满足其灵性方面的需要，会让患者更加安祥，心灵得到满足。随着国内宁养服务

的不断发展和服务内涵的丰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配备这方面的人员将有利

于更好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完善适切的服务，也将使宁养服务的内涵更加细致和

丰富。 

香港的社工服务由来已久，从过去的依赖救济活动发展到今天拥有专业和多

元的服务系统，达到了世界水平，社工服务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需要。从粱淑

敏老师和肖贞建老师的讲课中了解到宁香港宁养社工的角色，在香港地区，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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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要求特别是宁养社工的要求是相当高，承担的角色更多，因此作为一名宁养

社工需要具备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由心而发的利他精神存在，还要有良好的专

业合作精神并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及时自我释放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

这一切正是我当下所需要具备和努力完善的地方，将当作一面镜子时时警醒自己

往这方面努力。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来到了葛量洪医院的宁养服务中心进行参观学习，受到了

沈茂光医生和粱淑敏老师等宁养服务同仁的热情周到的安排，从梁老师的介绍中

得到他们的病人集体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极了，既有户外的参观游览活动，也有室

内的棋艺活动、手工艺制作、烹饪、戏曲欣赏和生日会、感恩会、茶聚等等，真

正为患者营造了一个“家”感觉，葛亮洪医院的家属支持手段很多，特别是有关

单张的知识应有尽有，极大地方便了家属对专业照顾患者的需要，这方面给了我

很大的启示，结合试点社工的有利契机，将把这方面尽快进行完善。从“笑谈人

生”中，悄悄帮助他们进行生命回顾，启迪他们倍加珍惜当下的生活以及与家人

团聚的时光，引导病人真正能够明白生老病死是自然的一种规律，不用去刻意回

避。这些梁老师她们都做得非常好，很值得学习和借鉴，开拓了思路和方法，在

以后的家属或者病人的集体活动中，将有更有的方式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适切活

动，帮助他们找回失落的快乐，让他们面对着死亡不再恐惧不再无助和无望；在

那天下午与患者及义工的交流活动中，收获到了一份深深的感动，一位曾患上癌

症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不离不弃当了十多年的义工，她与无数的服务对象分享了

自身的经历及困难，帮助了许多人避免了自我绝望，找到了当下的意义。结合目

前我宁养院的情况，大部分是学生，社会义工比较少，大部分社会义工是是本院

的职工，医务工作者工作多，压力重，要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关怀照顾着晚期癌症

患者，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如何积极发展社会义工及留住老义工的继续服务，

通过本次与他们面对面的交流，了解到了作为一名老义工的心理需求，为未来社

会义工工作的继续开拓发展增进了许多见识和宝贵的经验。 

 

第三天的课程更是丰富多彩极了，洪彩英老师的沟通技巧课程让我听得如痴

如醉，她举了许多例子告诉我们：你讲的不等于他就能听懂的。告知我们应注意

 - 3 -



影响沟通的因素，并通过图例谈到沟通的组合是身体语言占 55%，话语仅占 7%，

语调也占 7%，可见身体语言在沟通的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些正是我们在

与服务对象沟通时常常忽略的东西！洪老师还归纳告诉我们沟通的七要素，这些

对于工日常服务中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和改变，非常感谢洪老师的无私分享！

何孝恩老师的课程让我学习到了完成生命回顾过程的技巧和方法，明白了生命回

顾的灵性需求所在，更让我懂得了制作生命回顾原来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能够

更加有效地帮助患者整合人生的意义，建立积极的自我认识并找到当下的意义。

林翠玉老师的课程让我学到了开导病人的一种很好方法——讲一些富有哲理性

的小故事给患者听，让他们感悟生活，感悟生命，感悟生死的意义。 

 

最后一天的学习中我们来到了香港大学参加第十八届香港国际肿瘤会议宁

养社会工作专业论坛，专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彩演讲让我也获益良多，从参

加者的热情可以看到香港市民对社会责任的担承态度，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就是

应该这样，而不是靠嘴巴喊出来的！中午时李嘉诚基金会罗慧芳博士和陈瑜博士

的宴请真让我受宠若惊，她们在百忙之中的热情接待让我更加明白基金会对国内

宁养事业的重视和殷切期望！我希望能够通过本次香港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为宁

养社工服务的大力开展起到应有的作用，并为需要得到服务的贫困晚期癌症患者

及其家庭带到更多的服务和关爱，努力为宁养文化的建设丰富更多的内涵。 

              

2011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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