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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学习的四天时间里，感触颇多，收获颇丰。临终关怀是一件极富挑战但

极具意义的事情，我很庆幸自己可以加入宁养义工的队伍，并且有这次赴港学习

的机会。在这四天中我深切的感受到，由于制度、文化方面的不同，所带来的两

地宁养服务在物质环境、服务形式、义工管理等方面的不同。为此我总结了这些

天的收获，希望可以运用到以后的服务中。 

 

一、 关于患者 

（一）建立关系。在关系建立初期有效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们面对

的是癌症晚期患者，他们有其特有的情况，比如情绪多变、易怒、易低沉、忧郁

等。病人家属也在长期照顾病人中形成失落、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心情低沉等

情绪。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病人和病人家属身体舒缓，心理平安。根据病人的特

点，在与病人沟通时尽量语言简练，意思直白，他们更希望我们可以多听听他们

心中所想。多用身体语言，让他可以感受到温暖。曾经接触过一些病人家属，只

要一提起有关病人的情况，他们都忍不住哭泣，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情景都不知道

该劝她不要哭还是尽情让她去释放情感。洪彩英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劝阻哭泣，用

同理心去感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家属在这过程也受到极大的压力，如果没有什

么可以说的，默默地陪伴也是一种很好的支持。 

（二）维系关系。我们在去玛丽医院参观学习时，深切感受到要维系社工（义

工）与患者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玛丽医院的社工何姑娘跟我们分享：

“有的患者在刚开始转介来宁养中心的时候会很愤怒，他们会认为是因为一些不

好的原因来将他们转介来这边，我们不会勉强病人一定要留着这里，但是我们会

向他介绍我们宁养中心的服务，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仅仅只是一个选择，病人有权

选择认为是对自己最好的治疗和服务。”这让我感受到，我们的尊重从一开始就

在执行，这种尊重成为维系关系的基石。我在上课的时候包括去玛丽医院参观学

习时都问过老师一个问题：对于病人，我们到底是在帮他们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网

络还是在帮他们恢复旧的社会支持网络？老师和和姑娘的给我的答案是，我们社

工或义工只是桥梁，一切根据遵循病人的意愿，病人与家人之间的隔阂会成为他

心中一直放不下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帮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自己敞

开心扉。与此同时，介绍一些新的朋友（包括义工以及）给病人和病人家属，这

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也不会觉得孤单和遗憾。何姑娘跟我们分享了一句“如

果死亡可以安排，那死亡也是可以很温馨的！”很多时候，我们极力想要给病人

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我们会很兴奋的告诉病人这个世界如此的精彩，



但我们忘记了身体的改变使得病人和世界的互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就如同何孝

恩老师所讲的：“朝向临终是一项‘内心的功课’，病人需要的是安静、沉默、回

归到自身，而不是向社会显露。”所以在与病人的互动中在适当的时候慢一点，

停下来想一想，就算是无声的陪伴也会带给病人心灵上的支持。当我们了解病人

的对生死的态度后，就与病人回顾生命，整合过去，为生命赋予意义。一位家庭

主妇全心全意照顾丈夫与子女，为他们的事业和学习做好坚实的后盾，这就是她

对社会的贡献。每个人或许都会觉得自己微小，但这些微小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足

以抵挡任何困难。帮助病人重温人生的得与失，什么事情让你曾经自豪，什么事

情曾经让你忧虑，重寻甜蜜，充分肯定自己的价值，以一种开放和谐的态度接纳

自己。最后让患者自己感受到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控制生命的长

短，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并且不留遗憾。When days cannot 

be added to life，add life to days. 

(三)服务结束。当病人去世之后，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就完全结束了呢？我想

不然，病人去世后，很多家属走不出哀伤，我们需要适当介入，对病人家属进行

哀伤辅导。哀伤辅导并不仅仅只是在病人去世之后才进行的，很多青少年的家属，

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还不深，他们对于突然去世的亲人会感觉到不安，这就需要

在病人未曾去世之前与他沟通，运用青少年可以接受的方式，比如画画，预演亲

人死亡的情景，鼓励孩子去表达对患者的爱等等，这样他们就会在真正面临亲人

离别时有所准备。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份爱升华到最高，将这份哀伤降到最低。 

 

二、关于义工 

（一）义工的自我保护。义工无疑是在服务病人的第一线工作，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感受到的情感不会比患者及患者家属要少。每次听到病人分享自己过去

的辉煌、曾经的辛酸和快乐的时光，我们不禁也和病人一起动容。面临死亡，我

们义工是否做好准备去坦然面对，如果不能直面死亡，我们又该如何引导病人和

其家属呢？我们不能比家属更伤心，所以对义工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方

面香港的做法是由医院管理局开设关于培训义工的课程，课程分为基础训练，中

级训练和进阶培训，初级训练主要是教授义工防感染知识以及基本的服务技巧，

这对于义工来说是必修课程，义工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就会做到有效地保护自

己。而我们在义工自身保护这一方面就显得比较薄弱。义工们总会将自己过多的

情感投入其中，进而自己无法抽离，情绪低沉。这时候就需要宁养团队中的成员

给予支持。玛丽医院的何姑娘与我们分享说，他们会定期举行义工聚会，在义工

之间畅所欲言，互相分享近期来自己所遇到的苦闷和压力，其他的义工就会给予

他心灵上的支援，分享聚会之后义工们就会重新振作，服务更多需要照顾的病人。

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每天都离死亡进一步，而我们的努力也不能延长他们的寿



命，有时我们也会感到无助，感到无法把握现实的无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与患

者同心同行，帮助他在余下的日子里不留遗憾，活得舒适和有尊严，我们不再强

调死亡，而是积极欣赏生命。所以对于宁养义工来说，生死教育是一门必修课，

我们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与病人一起欣赏生命最后的风景。 

（二）义工管理及活动创新。在香港宁养义工构成很多元，有学生，也有

退休人员，年龄跨度很大，而在我们的宁养院内主要以学生义工为主，因为学生

义工本身阅历不够丰厚，看待生死不够深刻，不能给予病人深层次的帮助。在义

工管理中我们所借鉴到的就是一个整体运作系统，包括招募筛，筛选面试，接纳，

义工感染控制训练，注册，导向服务，提供服务，在职训练，进阶培训，嘉许。

对于义工服务也有具体的服务指引和强制义工训练的课程，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

的服务病人和保护义工自身。由于义工是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提供服务

的，所以适时的嘉许就会变得尤为重要。设置义工表扬制度，定期举行义工嘉许

活动，参与提升团队精神的活动，组织义工聚会，分享经验，制作团队独有的纪

念品。这些都可以提高义工团队的凝聚力，激励义工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义工参

与与他们有关的决策，运用自己的智慧，自主的策划活动。在义工服务过程中最

想得到的是服务对象和团队同伴（包括医生、护士、社工和其他义工）的赞许，

这对于义工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所以除了物质的奖励之外，精神上的支持也是很

重要的。对于活动的创新，这一点香港宁养院做的尤为突出，他们针对病人和其

家属开展的小组活动的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会为病人举行生日会，邀请患者想请

的客人；会有牧灵导师定期为他们讲座；义工导师为他们提供一些复康活动，比

如开设太极班、保健操班、瑜伽班等；还有一些艺术治疗，如画画、书法、音乐

治疗；在患者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带他们去户外走走；还会在特殊的节日献上不同

主题的节目。这些活动对于我们今后活动的开展很有借鉴额意义。在宁养中心没

有冷冰冰的白色墙壁和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这里如同家一样，可以舒适的愉快

的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在这里医生、护士、社工、义工和病人就如同一家人一

样。 

一直以来我都很困惑，我们既不是医生，不能实际治疗或者帮患者减轻身

体上的痛苦，也不是病人的家属，没有与病人有长期的交往，给予他们亲人的支

持，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所做的有用吗？在这四天的培训结束后我明白了，

作为一名义工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或许他们没有当即对你所做

的就有反应，但是相信我们所做的会对他们有所改变。最后，感谢李嘉诚基金会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感谢这四天以来为我们的老师和工作人员，这

次培训让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宁养服务，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并肩前行，将爱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