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中求变 

——赴港交流培训有感 

武汉中南医院宁养院义工 张珊珊 

 

在香港参观学习的三天里，感受到很多冲击，震撼。完备的设施，人性化的

理念，先进严谨的体制，这一切都与大陆的现状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巨大的

差距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该如何去改进自身，这是我们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第一天参加的宁养交流论坛里，我虽然因为语言障碍不能听懂太多，但我

能感受到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探讨互相勉励共同努力的氛

围，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他们对生命，对社会的关怀，对这项工作的坚守，

大家怀着共同的理想，汇聚到这里，给予彼此更多前进的力量，让彼此知道，前

行的路上，我们并不孤单。 

东华三院，小小的工作坊，但是却很温馨，一开始的合影他们在参观结束后

立即装在自制的小相框里送给了我们，整个解说过程中，简体字的 ppt，努力地

说普通话，从他们对我们来访的成员这样的用心周到，可想而知，他们是如何去

服务老者，如何用心去做生死教育的。他们做的几个项目形式很新，也有很大的

需求，他们的“伴我同行”服务，“善寿服务”，“活得自在”服务，“生之顾”长

者心声录像服务，“生命悦裳”服务，“挚爱怀思追思服务”，五个人，却发展出

这么多的项目，如此长久的坚守，让人感动，令人钦佩。他们的项目，个个从患

者需求出发，切实大胆地去实施，去创造，而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心思，还有

勇气，虽然大陆目前生死教育观念没有香港先进，但任何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就像他们所讲，一开始香港开展的生死教育也是处处碰壁，这几年才逐步发展起

来，所以我们要积极地行动起来，我想，第一步，就是要先把生死教育的宣传做

出来，像他们一样，借助大众传媒，推广我们的服务项目。另外，我们要学习他

们的创新精神，在形式上要敢于创新，用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宣传，服务。他们

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用心用爱，更要爱中求变，要

多思考，不断地去完善我们的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全面更贴心的服务。 



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因为正赶上他们 20 周年庆刚刚结束，医院到处

挂满了 20 周年庆的饰品及宣传海报，海报的主体是一个很大的“融”字，这个

字让我很感动，融，是一个家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工作单位，而是一个

融合亲情的家，医生之间的相互融合，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其实这才是

医院，医生行医的理念。Stephen 在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工作时用了一个案例为我

们讲了一个生命故事书的项目，这个项目和我们的旅行笔记很像，但是我们可能

和他们相比，欠缺了一些专业和全面性，我想在这上面我们的旅行笔记制作也有

待改进。Stephen 带着我们一起参观他们的医院的时候，他们设施的人性化令人

感到震撼，统一的暖色调设计，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而是五颜六色的搭配。在

他们的辅导室里有录影设备，音响设备，投影设备，根据对象的心情，调节光影

音乐，让他们在心灵舒适的状态下放下负担，讲出心声。针对香港法律必须死于

医院的规定，他们在医院设置了临终告别室，病人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一个私人的空间，可以有家属的陪伴，可以有牧师的祷告，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里一样。而这里的费用和普通病房床位费完全一样，非常人性化，非常公平公正。

我 想 到 了 在 第 一 天 的 论 坛 上 ， 有 一 个 讲 师 说 了 这 样 一 句 话

“Todiewithdignityisaright,notaprivilege.”我觉得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化疗

室也完全看不出是属于医院的地方，温暖的黄色，海蓝的墙壁，Stephen 解释道

病人两个小时的化疗只是坐在那里很无聊，所以他们在环境上会想办法做一些设

计，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病人的身体需求，更尽量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这是尊

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这些，在大陆是非常缺乏的，经济是一个原因，但整个

医疗体制不得不说缺少了人情味儿，缺少了对生命的尊重。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深

刻的事是他们的布告板上有许许多多针对医生社工义工和患者的丰富的文艺活

动和生死教育讲座的宣传单，甚至比我们的大学社团宣传还要多彩，这更体现了

那个大大的“融”。Stephen 整个过程很努力地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传达他们的

理念，这样一种分享的精神让我们很感动，黄女士也非常热心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鼓励我们年轻人不断上进，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你们回去了要好好努力，

多去做有意义的事”。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不断向前的勇气和力量，无论我们在今

后的服务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都知道，在远方，有人和我们怀着同样的

信念，有他们在支持着我们。 



屯门医院，我们主要参观的是儿童及家庭哀伤辅导中心和宁养中心。儿童哀

伤辅导在大陆应该是没有怎么开展的项目，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创新的项目。他

们通过游戏投射孩子的心理，帮助孩子面对哀伤与恐惧，通过各色各样的兴趣班

帮助失去亲人的孩子度过一个正常的丰富多彩的童年。宁养中心管理模式比较成

熟规范化，舒缓治疗团队由十个不同的角色组成，团队内部分工协作非常有条理，

服务的内容以及评估都十分全面，专业化，人性化，很准确地体现了屯门医院门

口那句“以人为先，专业为本”的口号，我想我们也该反思一下大陆“以人为本”

的口号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实施，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 

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研中心，田芳老师讲述了善别辅导。她的课程给了我们

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反思到了很多自己以前服务工作中走进的思想误区，面对死

亡，面对哀伤，我们如何去抚慰那些家人，如何不再让自己处于一个无助的状态，

她给了我们一个指导，对丧亲者的心理变化我们有了更多的理解，虽然我们并不

能一下子掌握所有，但从心里多少我们了解到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去面对丧亲的家

属，如何避免一些语言行为上的错误。而在今后的实践中，需要我们多去反思总

结，多设身处地从哀伤者的角度出发，帮助他们也让自己在哀伤中成长。 

圣公会圣匠堂，讲解员梁梓敦真的非常辛苦，但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想要把

自己的理念传授给我们的那份热心，对于他们的服务，建设，项目开展介绍得非

常详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强调需求两个字，要做最重要的需要的服务，

这是真正做实事的标准，不搞形式化，我们关注的就是服务对象的需要，然后再

去完善策略资金等方面，这种务实的精神是大陆非常有必要学习的，在来香港之

前，我们的义工队已经筹划要开展一个新的项目，我们一直在形式上下功夫，现

在我终于知道我们走错了方向，项目，不是形式，而是针对服务对象的需求对服

务的进一步完善，我想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方向，从服务对象需求出发进行创新。

在生死教育方面，梁老师给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短片教育，不用过多的抽象的语

言，就用小小的短片，带给听众思考，让他们自己领悟到生命死亡的意义。对于

义工的角色，他也有非常详细的阐释，义工的管理，他强调了两个字“尊重”，

尊重义工的工作，尊重他的成果。在义工筛选，培训方面的经验也非常值得我们

借鉴。 



每一次课程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对于香港社会工作生死教育的发展我们

都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但大陆与香港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我们应该怎样去改变呢？作为一名学生义工，我可以做些什么？同行的老师说

过，我们这些年轻人，是改变社会的中坚力量。作为中坚力量，我们必须担起这

份责任。对于下一步我们能做的工作我有以下的想法。 

推广生死教育。生死教育在大陆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关于这一方面，我回

来后也和义工队其他成员讨论过，我们能做的，就是从自己学院做起，走到整个

武汉大学，通过讲座的形式，我们的社工老师吴新老师已经在很多学院和学校做

过讲座，效果都很好，我们义工能否也为生死教育的推展做出一点努力呢？目前

我们想到的是通过学院大班会和学校图书馆举行的真人阅读的机会讲述我们的

宁养服务，进而升华出一些对生死的感悟，这些也都需要吴新老师的指导。 

创新服务项目。在回来的第二天，我召集组织部开了一个关于开展创新项目

的会议，我把香港一些正在做的项目一一向大家做了介绍，经过大家讨论，一个

新的项目雏形基本已经确定，目前组织部正在写初步的策划，准备在 11 月 30 日

的本月例会中向全义工队征集意见，进一步完善策划，打算在下个学期正式开启

这个项目，由于目前项目尚不成熟，所以具体的实施还有待商讨。这个项目主要

是针对服务对象的未了心愿及人生遗憾，帮助他们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且让他们

通过自身经历感受，鼓励其他的病人及家属更好地面对死亡。我们希望让服务对

象相互之间形成一个互助的交流团体，给他们力量和希望。 

开展义工内部活动。义工的管理模式我们已基本建立，面试培训筛选制度都

在一步步完善中，而如何加强义工队内部的联系，感情的交流是我们目前非常重

要的工作。通过和其他的义工交流，我觉得开展内部活动十分有必要，做宁养的

服务是要时时面对生死的，心理会承受许多压力，所以通过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

促进大家的交流，在情感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更有利于整个队伍向上发展。

和其他几个学校的义工队相比，我们的义工人数是比较多的，怎样让大家更好地

融为一体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目前组织部已经推出了每月一次的小组活

动，组织部定出活动主题，由各个小组开展活动，形式多样，并在每月例会上进

行活动展示和比赛。 



增加义工服务专业性培训。在义工服务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这

些问题需要专业的指导，所以我们今后决定周期性开展一些关于癌症，关于护理，

关于哀伤，关于生死的讲座，请社工老师，临床学院的老师为我们做专业性的指

导，让我们的服务更专业化，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 

这些想法我准备在这个月的例会上向大家征集更多的意见，尽快开始实施。 

这次赴港交流，在宁养服务，义工管理上收获了很多，同时也收获了和其他

各个义工的感情，让我对做义工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素昧平生，

但因为我们做着一样的事，怀揣着一样的信念，有着同样的目标，尽管只是短短

几日，却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通过一起交流，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传递着力量，

我们都曾面对过一样的困难，一样的无助感，但更多的是收获，是内心那些难以

言说的积淀。为什么选择做义工呢？凡师傅的回答非常朴实，“当我 60 岁的时候，

我希望想想自己这一辈子，发现自己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就这么简单，他坚

守了 12 年。在屯门医院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天为生命定寿元，人为生

命赋意义。做义工，很多人会说是奉献，但其实，更多的是收获，收获情感，收

获成长，收获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以后我们走上各行各业，但义工的经历却是

影响我们一生的财富，而我永远不会放弃做义工的机会，这是作为社会一份子的

责任，用自己的力量，即使微小，但也要努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们要用爱去面对生活，用爱用心做服务，更要善于思考，爱中求变，去创

新，去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