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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赴港交流培训模式规范，内容丰富，涵盖课堂短讲﹑个案分享﹑互动交

流及宁养中心实地考察等，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宁养社工服务，了解了香港宁养服

务，特别是义工的培训及角色，社工服务，关于末期癌症患者社会心理及灵性上

的照顾等方面，提升了我们为末期癌症患者提供宁养服务的能力，也为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做好了更多的准备。 

第一部分：学习心得总结 

此次香港培训参观了东华三院，玛嘉烈医院宁养服务中心等处，虽然香港的

医疗体系与国内的相关医疗系统有较大的差异，但关于宁养服务方面确实有着非

常多的借鉴经验。体制上的差异我们没法改变，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众所周知，宁养的服务对象是贫困晚期癌症患者；服务宗旨是“以人为本，

全人服务”，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服务方式包括家居服务，咨询服务，

门诊服务；服务内容有镇痛治疗，护理照顾，心理辅导，家属教育，哀伤辅导，

宁养知识宣教。针对以上四个方面，我有以下的心得体会： 

一． 服务对象 

香港宁养服务的主要人群是癌症患者及其家属，与国内的差异在于不论贫

富。国内患病 

人数多，而能提供的资源服务少，同时民众了解宁养服务的程度低等因素，

限制了国内宁养服务的发展。而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向政府提供建议，加大对

宁养服务的政策支持及宣传力度等，让更多人了解宁养服务，让更多的末期癌症

患者接受到宁养服务。 

二． 服务宗旨 



这方面我们国内与香港并无明显差异，但对于“全人服务”方面，国内还是

相对欠缺。香港的“全人服务”是包括“身心社灵”这四个方面的，国内往往只

做好了“身”这一方面，让患者在生命末期身体上不那么痛苦就好了，从而让部

分人群单纯地认为，宁养院只是个为贫困末期癌症患者提供止痛药的地方，其实

宁养服务并不是局限在这一点上的。我们其实都有在努力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服

务，例如义工的家居探访就是一种关于“心”这方面的照顾，但“社”（和社会

建立一种良好的联系），“灵”（心灵上的安然释怀），我们仍然欠缺。 

三． 服务方式 

国内门诊服务基本上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基础设施方面可能由于投入程度不

同，与香港的日间宁养服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今

后这点可以发展得更为完善。在香港宁养服务中心学习，让我了解到，咨询服务

方面国内做得还不是很完善。很多时候患者及其家属是透过我们服务人员主动联

系获得宁养方面的资讯，我们国内可提供给他们的咨询平台及模式少，这也导致

了宁养服务推广的局限性，今后可以着重发展这一点。对于家居服务，我个人认

为，义工的参与基本能满足患者及其家属心理上的需求，但参照香港方面，社工

方面的参与就显得略为单薄。今后可以鼓励多些社工参与到宁养服务方面。 

四． 服务内容 

在这方面，国内与香港宁养服务中心基本一致，但发展水平仍需提高，今后

可参照香港，将宁养服务宗旨中的“全人服务”工作做得更好，给予患者及其家

属多些关于“心，社，灵”方面的照顾。 

对于香港宁养服务，我们感受到的满满是人性的关怀，对于我个人而言，感

受颇深有东华三院的“圆满人生”服务计划。这个计划是透过跨专业团队合作，

致力为长者提供「一站式」的教育、辅导、纾缓、善寿及殡仪服务，既鼓励长者

欣赏生命、活在当下，同时教育长者未雨绸缪，预早安排终老计划，使长者及其

家人在面对生命终结时可以释怀及感到圆满。服务方向更将推广至公众及退休人

士。虽然这个服务计划并没有以末期癌症患者为特定服务对象，但对于我们国内

的宁养服务，有很大的切实可行的参照作用。 



除此之外，关于“哀伤辅导”这一方面，我们收获颇深。国内宁养服务方面

可以参照学习，鼓励大家对生命作出反思，接受更多关于“生死教育”方面的资

讯，为末期癌症患者提供更好的临终关怀及支持。 

第二部分：今后工作设想 

参照香港宁养服务中心，东华三院“圆满人生”服务计划及社工团体的介绍，

我有以下设想： 

一、 宁养服务提供 

1.生命故事书 

参照东华三院“圆满人生”计划，首先在提供宁养服务的时候鼓励临终患者

欣赏及肯定自己的过去，这个可以根据每个宁养院的实际情况而制定内容。我们

可以通过义工与宁养院的社工合作，建立生命回顾小组（实质上以每个义工探访

小组为一个单位），将“生命故事书”这个制作服务落实下去，形式可多样化，

鼓励每位患者肯定自我，将自己的生命历程展示给家人以至其他人，切记不要当

作是一种任务，这是一种为患者服务的方式，最后义工小组能为患者及其家庭提

供这份礼物（在我服务经历中，生命故事书的制作并没有每个患者都落实，这是

义工服务中的不足）。 

2.丧亲者支持服务 

最佳的哀伤辅导应由死亡前准备开始，在我们国内，哀伤辅导往往是在癌症

患者离世后才进行，收效一般都不会很大，我们可以尝试： 

⑴为临终患者家属及儿童提供提前干预。推广生死教育，邀请患者及其家属

一起参与小组活动，例如设全家活动日，一起到殡仪馆或其他有设及生死的场所

去体验，让他们感受到死亡的气息（这个需要考虑实地文化背景和民俗来衡量能

否实施）；或透过讲座、小组、工作坊等方式，通过良好诱导，宣扬积极人生，

无惧死亡的信息；并教育他们有关殡仪及临终关怀等知识，认识了死亡，才能更

好地进行哀伤辅导。 

⑵对于儿童，当家中有末期癌症患者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到哀伤，尽管没有



真正懂得什么是癌症，什么是死亡，家中对于病人的态度也或多或少影响他们，

如在患者在世时出现了行为上等问题，应建议家属及早带领儿童向宁养院求助，

及早干预。义工队的“汕大丧亲儿童一日游”可以考虑放宽条件，考量未丧亲儿

童的需要（这个需要宁养院的社工进行相关评估）。 

⑶建立网上祭祀，祝福照相馆等新形式。利用宁养院现有的网络资源，为丧

亲者提供一个平台寄托思念。祝福照相馆即是让患者或其与家人一起留影，祝福

彼此，是对患者全人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更多的服务形式需要进一步思考。 

3.追思会等形式 

除了生命故事书的制作，我们可以参照香港的“追思会”等形式，聚集患者

的家人或朋友，一起回忆生命中的幸福瞬间。活动形式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

想，可以为一次大聚餐，也可以利用一些较重大的节日，如可在患者生日举行。

在这种活动形式上，社工和义工主要起引导作用，让患者及其亲朋好友说出自己

心中所想所愿。这种活动对于患者来说即是一次感受自己社会关系上的连结，也

是一个生命中难忘的瞬间。对于所有健在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认识死亡，接受

死亡教育的方式，具体落实需要社工和义工根据不同患者而构思。对于患者的全

人服务，这是对“心”，“社”及“灵”方面的关怀，让患者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上

的价值感及存在感，增进其与各种社会关系连结（很多患者患病以来，足不出户，

与身边及以前健康时的社会关系疏远，“心社灵”方面受创，多些患者能参与的

活动，此时显得十分重要）。 

 

4.积极活好现在 

⑴可以为患者提供兴趣班等学习课程方面的资讯，或定期在宁养院举办小型

学习坊，让患者在生命末期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充实了自己

的人生，例绘画，插花，手工制作等，并将患者的作品定期展览，让更多的人了

解他们。 

⑵纾缓服务。香港每个宁养服务中心都以这项服务为中心开展工作，我们可

以借鉴，鼓励宁养院当地的医院肿瘤科医护人员学习纾缓治疗方面的知识，宁养



院定期举办学习班，让更多的医护人员了解到纾缓治疗的专业知识。除此之外，

宁养院可以与外院的肿瘤科医生合作，在外院设点，一些真正需要但不了解宁养

服务的人群可以被转介到宁养院服务，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患者接受宁养服务，并

且也是宣传宁养服务的一种方式。 

⑶家属支援。宁养院应定期为家属提供的支持及对患者照顾方面的教育，这

一方面国内宁养院已有进行，应考虑更多样的形式，可以将“讲堂”设置在宁养

院外，这个仍需实际考察，持之以恒即可。 

⑷社工及义工培训。这方面国内宁养院已有进行，可以考虑更多方面的培训，

例生死教育，如何照顾患者的灵性需要等，从而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例由社工、

殡仪从业员及律师等提供朋辈支持、哀伤辅导、殡仪知识、法律信息等专题培训

予义工；并定期举办义工聚会，让义工能够彼此交流、学习及支持。 

5.妥善安排将来的日子 

⑴殡仪咨询 

可以为有需要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殡仪咨询，鼓励患者自己为身后事做打

算，宁养院可参照东华三院相关殡仪用品的展示，让患者自己决定，让他们死得

尊严及安宁。 

⑵治丧陪伴 

由社工进行评估和协助有需要的丧亲家属办理先人身后事，并由受训义工陪

伴整个殡葬过程，例如到长生店、殓房、殡仪馆、火葬场及坟场等。 

二、 宁养服务教育 

宁养院义工以医学生为主，社工学历方面的人群较少，相关宁养院社工可以

利用周边大学，设立宁养服务方面的课程，有社工专业的学校，可考虑培养宁养

服务专业的学生，使服务于患者的社工更专业，提供更好的宁养服务。 

三、 宁养社会宣传 

宁养服务的社会宣传可以通过以下这些方面： 



⑴社会政策支持，相关社工向政府部门提议，设立相关政策，鼓励更多人接

受服务。 

⑵利用宁养院各次活动或患者家居探访进行宣传，可以通过患者家庭了解周

围居民基本健康情况，义诊等活动宣传健康知识并宣传宁养，做好前期的宣传和

后期的总结整理工作。 

⑶利用社会各种媒体对宁养服务进行宣传，例拍摄宁养服务短片进行社会展

播，报纸宣传等让更多人群认识并了解宁养。 

还有很多关于宁养服务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进行，以上为本人这次去香港培

训主要所想，愿能为宁养服务提供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