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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养服务交流课程”学习总结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宁养院义工 李培轩  

 

 

 

感谢李嘉诚基金会为我们义工提供了这次学习机会，让我们接触到香港先进

的服务理念。课程中系统的知识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我收获很多，希望借此机会

总结学到的知识与大家分享，也给自己一个交代。我将我的收获整理以下几个部

分：信息、理念、技术和活动。下面我分别讲述。 

 

信息 

香港与长春有关宁养的物质、文化条件都有很多不同，在几天中我了解到： 

·香港每年约有一万人死于癌症； 

·由于政策不同，在香港住院是统一的 100元每天，其他几乎都由政府补助。

正因为此，患者的家属更希望患者进入医院接受照顾，而患者却表现得更渴望家

里的温暖和自然。 

·在香港每十个人中有 3.5 个都曾做过义工；宁养义工要比一般义工的选择

更谨慎，培训更专业。宁养人要从身心社灵四方面让服务对象感到舒适。 

·目前关于宁养的新文化是被概括为 VMV的愿景（vision）、使命（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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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心价值（value），主张开展病人自助、与非政府和公营商业机构合作并且希

望招募更多背景不同的义工。 

·香港的社会服务流程更具系统化：个案转介→搜集资料→评估需要→提供

服务→跟进结果→结束档案 

  ·香港的义工招募很严格，会根据预选条件清单对不合适的人表示拒绝，服

务监察制度明确，有时甚至会辞退一些不合适的义工。 

 

理念（这个部分我将课程中对自己受用的宁养服务理念加以总结） 

 宁养义工的特质:   

老师们对宁养义工有各自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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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贞建老师说：宁养义工的特质是良好的沟通能力、愿

意服务病人并与专业义工合作、具备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老师们说的方向不同

但异曲同工，都为了能陪伴病人更好的度过最后的时光。 

 

1、感同身受、将心比心与坦诚相见‐‐心灵关怀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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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过

这些阶段（尤其是从沮丧到接受），使之得到释怀。 

在服务过程中，义工应该做到坦诚相见。真诚能让我们和患者更好的沟通，

降低不必要的防备心和抵触情绪。我认为这些也是与人沟通应遵守的准则。 

 

 2、朋友心—最终感觉正面就好 

课程中我学习到，我们应该以“医者朋友心”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将这

句话与日常的服务联系起来，便产生了一些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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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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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病人最终的感觉是正面的就好，不用追求太多。 

 

 3、施比受有福，助人者自助 

这分别是两个老师教导我们的话，但它们表达的意思都一样，那就是看上去

作为施与幸福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自身也能得到更多的幸福。我们并非花费

很多时间在一些没救了的人身上，而是像肖贞建老师说过的那样：我们很幸福，

因为患者最后的宝贵时间，由我们陪伴。 

 

 技术 

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与患者交流，这次培训专门开设了沟通技巧课。洪彩

英老师细致的讲解和生动的场景模拟让我受益匪浅。 

老师讲到了人与人的交流因情绪、身体语言、气氛和精力等因素的影响而有

了障碍。在宁养中，我们需要细致的体会末期病人特有的易变情绪，提起他们对

生活的兴趣。在沟通之前要准确评估，避免“越帮越忙”。还要经常陪伴其左右，

多用身体语言。这样即使只是坐在他身边，也能让病人感受到你的善意。说话时

要委婉，更要注意语速，以便让病人更好接受。 

服务过程中总会遇到各样的患者和家属。当我们遇到争执时，要让自己冷静

下来，让对方和自己都坐下来，喝杯水。慢慢地把问题说清楚。服务的过程也是

成长的过程，老师建议我们将想法写下来，这样勇气会提升的。 

一位老师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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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讲给我们一个鱼缸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天，饭店里的鱼缸，迎来了它的新居民：5 条鲤鱼。第一条很活泼，被客

人挑中拿进了厨房。第二条看到了，便闷不作声的装死，结果被老板偷偷拿进厨

房，送上了餐桌。第三和第四只鱼看到这些，便整日忧心忡忡不得安宁，直到被

捉走的一刻才知道自己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这时到了打烊的时间，鱼缸里还有最

后一条鱼，他无数次的试着跃出鱼缸。终于，在被人抓去之前，它完成了自己的

心愿：跳出了鱼缸，死在了刚被溅湿的地面上。第二天来临了，鱼缸又一次迎来

它的新居民：5条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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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个故事能引起每个人对死亡的思考。 

 

活动 

  在第二天的进医院实地学习后，我才知道我们义工还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

宁养中心的社工告诉我们，那里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面向义工及病人家属的讲座

和培训，有关于怎么照顾病人的和如何改善病人生活条件的等等。除此之外，那

里有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义工，可以和患者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去拜访

的当天，正好是义工指导患者做简单手工艺品的日子。通过了解我们知道这位义

工已经服务患者两年了，她说患者们看到自己做的手工艺品都很高兴，因为发现

自己还不是什么都做不了。渐渐地，患者之间有了交流，气氛也活跃起来。 

 

  除了做手工，宁养中心还会举办一些类似的小活动，像教授健身气功、书法，

举办生日会，追思会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参考。 

 

  在学习中我体会到了香港宁养院分明的制度，其中有一点是我们能够学习借

鉴的。基督教联合医院宁养中心要求参与服务的义工都身着绿色的医护服装，并

把那里的义工称为“绿衣天使”。据介绍，这样要求使义工的身份很容易被识别

出来，不仅可以避免病人难为义工，也可以让医院的工作人员确定所安排的义工

的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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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需要我们慢慢地领会以致运用。最后，我想

感谢所有为我们讲授课程的老师，感谢他们的精心准备和耐心讲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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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