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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嘉诚基金会为我们义工提供这次“宁养服务交流课程”培训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学习香港宁养的先进经验。经过三天的学习与一天的实地考察,我
想我们每一位学员都有很大的收获。对我个人而言，通过培训课程，不仅对宁养，

生命回顾，沟通技巧等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有很多关于宣传宁养知识与理念的新

想法，以下是几天的学习总结。 
 
一 “你讲的不等于他听的”——沟通技巧很重要 
培训课程里的沟通技巧让我印象深刻，洪彩英老师细致的讲解和生动的场

景模拟更让我受益匪浅。影响我们沟通的障碍除了语言不同外，价值观、情绪、

身体语言等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对末期病人来说，情绪易变化，易产

生多要求以及对交流缺乏兴趣是他们特有的情况，我们要理解并用合适的方法与

之沟通。 
洪老师所举得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思考，两段视频中的对比显示了两种与患

者及患者家属沟通的方式，第一段视频中，护士单纯站在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

与患者家属的沟通生硬，甚至可能挑起患者及其家属的矛盾，没有与他们建立一

个良性的互动关系。而在第二段视频中，护士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单纯是执行医院

的任务，而是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沟通，说开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虽然没有按最初

的计划执行，但给患者和家属都留下了正面的印象。 
这也给我们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提出了简单易行，效果理想的方法。首

先不能否定患者或者家属的情绪，要将心比心的理解他们的感受；其次，充分利

用环境等客观条件，使他们情绪稳定，才能进一步深入交谈；最后，要引导患者

与家属充分沟通，没有误解才能更好地接受治疗。服务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各样

的患者和家属。当我们遇到争执时，首先要让自己冷静下来，让对方和自己都坐

下来，喝杯水。调整到一个宁静的环境，慢慢地把问题说清楚。服务的过程也是

成长的过程，我们与患者、家属们一起克服心中的障碍。 
课程中另一位老师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也可应用到与患者家属沟通中。

我们可以事先准备一些有寓意的小故事，当病人不愿谈起死亡的问题时，我们可

以将准备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用故事缓解病人对未知恐惧。 
 
二 “施比受有福”——真诚的帮助别人 
何孝恩老师说：“我们的特质是真诚，同理心和无条件的积极关怀。”是的，

当选择成为一名义工就要真诚的帮助别人，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才能去关怀，



呵护患者的心灵。 
要让患者对我们卸下防备并敞开心扉的倾诉，我们需要很理解他们的感受，

让他们知道“原来有人懂我”。这不仅需要一定的沟通技巧，更需要一颗敏感的

心。能够感知患者的痛苦，承认并鼓励他们，使其深深感到“我与您通行”。这

是我们深入交谈的第一步。 
之后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较长时间将心比心的陪伴。患者心理上会经历否

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这五个阶段，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患者顺利走

过这些阶段，使之得到释怀，坦然面对死亡。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以“医者朋友心”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把服务对象

当做一个朋友，这不仅能促进我们更好的交流，还能防止我们过度的沉入病人离

去的痛苦中。作为朋友，病人最终的感觉是正面的就好，不用追求太多。 
其实我们应该觉得很幸福，因为我们陪伴着一个又一个患者走在人生最后

的风景里。 
 
三 差距巨大但我们努力做到更好——葛量洪医院实地参观 
课程的第二天我们小组三人到葛量洪医院实地参观，我们很羡慕香港医院

的先进管理制度，专业集中的专业治疗还有优雅舒适的环境。内地的宁养院与此

差别确实非常巨大，内地宁养资源有限，有效资源必然优先分配给贫困人口，住

址偏远，这就造成家访服务的困难。再加上观念的不开放，很难直接和患者沟通

生死之事，也很难像香港一样收取费用。 
在葛量洪宁养院中，我们还参观了 farewell room, 温馨整洁，有一种家的感

觉。这和内地着实差别巨大，而且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地对生死的态度。在我们的

社会风俗中是不可以随便和老人谈论生死的，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并没有得

到很多重视。而在香港，在小小的 farewell room 中，我却能深深的感受到这份

对死亡的尊重与豁达。正如老师所说，现在的内地正如 20 年前的香港，需要媒

体的不断宣传，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不断深入，对死亡的尊重才能深入人心。 
不过也有很多体力能及的方面能够很快应用到实践中。比如宁养院中的植

物兴趣小组，鼓励患者种植绿色小植物并标上自己的名字，不仅能激起患者的生

命欲望，对于逝者来说也是生前一个很好的纪念。还有芳香治疗，音乐治疗，节

日聚会等都是容易做到并能很快应用到实际中的很好方式。 
 
四 长春宁养院服务品质及宣传改善方案 
在香港学习的四天时间里，要达到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先进的理念带回

我们的宁养服务中，关于我们宁养院服务品质及宣传改善方案总结如下： 
1 加强隐私观念 



在葛量洪宁养院中我们发现，所有病人的感谢信下的名字都被细心的涂掉

了，从这个小细节中我们感受到了对病人的尊重和隐私的保护，这一方面我们确

实常常忽略。作为晚期癌症的患者，大多数人即使自己可以接受这个现实，无畏

生死，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尽，对他们另眼相看。我们一定要从细节

中保护好患者的隐私，比如电视台的采访，合照的照片等公布之前一定要征得他

们的同意。 
2 扩大宣传宁养 
以往宁养院在学校里，社会中，媒体上都做了很多关于宁养的宣传，借此

也招募到一些热心善良的义工。但是在香港几天学习后，我认为可以以一些更新

颖的方式招募义工，宣传宁养。 
宁养在校园里的宣传所招募到的志愿者多数都是医学生，在非医学生中比

例很小，原因主要是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对癌症等存在恐惧心理和一定的心理障

碍，让他们一次就下定决心长期去做宁养义工确实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尝试

组织一些一次性带有体验性质的新颖活动，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克服对宁

养的恐惧，感受到义工的乐趣与团队合作的精神，也借此加深对宁养的理解。 
比如安排患者与义工一同到公园去游玩，一起庆祝节日，互相表演文艺节

目，或者一起编制手工艺品等等，如果同学们能在活动中找到乐趣并且发现没那

么可怕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加入到宁养义工的队伍中来。 
3 加强义工培训课程 
在与香港宁养的对比过程中可以发现，内地宁养普遍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

义工的防感染培训。在以后的宁养发展中，希望可以逐步加入这个环节，不仅能

让义工更好地保护自己，也能减少义工的心理忧虑。 
4 提高服务质量 
我们作为宁养义工，所能做的原来不仅仅是陪患者聊天，减少他们的孤独

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尽可能的帮助他们排解心事，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帮助他们恢复与家人朋友的关系网，帮助他们回顾自己的人生找寻存在的价值，

帮助他们安然的接受死亡的现实。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更要去呵护他们的灵性。 
 
除了以上这些，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比如团队之间的配合，比如对

义工的训练，再比如灵性的照顾技巧，这些需要我们慢慢地领会以致运用。我们

所收获的会在我们以后的宁养服务中体现出来，让更多的晚期癌症患者平静的走

过生命最后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