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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4 日正值秋末冬初，北方已略有寒意，此时来自

全国十几家宁养院的十多名社工、义工抱着学习、参观、分享、交流的目的来到

了依然温暖如春的东方明珠香港。此次学习承蒙香港医管局、多家宁养院以及李

嘉诚基金会的周密安排、协同合作，为我们学员提供了充实、详细、有实际应用

价值的授课内容，同时安排了方便周到的居住环境，为我们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创

造了良好的基础。经过 4 天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紧迫但收获却很丰富。在此将

这几天的学习体会做一总结汇报。 

第一天的课程安排，请香港医管局社区及基层健康服务总行政经理戴兆群

医生做简短发言后，开始上课，聘请的授课老师是香港社区资深社工、资深医生、

护理管理人员及医院资深管理人员等，讲解了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真情”

宁养服务计划医院管理局义工服务的发展；宁养服务的概念；香港日间中心和家

庭护理服务；香港的社工服务；宁养服务计划中义工的角色与功能；义工管理及

工作安排等。经过专家授课，从中了解到香港医管局的概况及发展策略，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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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概况。 

在香港义工的发展已有比较完善的机制，社会及医管局大力支持倡导义工

服务。在医院义工服务的内容涵盖了多个方面，服务内容形式多样如：探访慰问、

护送陪诊、个人照顾、接待服务、环境美化、哀伤慰问、家访、兴趣小组、灵性、

信仰支援、筹办及活动推广等等。参与义工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人们以加入义

工队伍为光荣。 

义工的培训及管理也有一套完善的手段及措施如：在香港有统一的义工服

务指引并定期修订及检讨，在网络、医院大力推广管理及发展义工服务，让社会

大众充分了解认识义工这一事物，同时人们也分享义工带来的各种服务。所招募

的义工不是盲目的让其干活出力，而是让其在有相关知识、技能的情况下做自己

力所能及的工作。宁养义工的自身方面要求义工在身、心、灵、社方面具备良好

的素质，在灵性层面要求宁养义工首先自身要有正面的生死及人生观，懂得爱病

人要有开放的灵性关顾，人生信仰，在自己的心理层面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在

病人及家属面前愿意表达自己，善于沟通，工作中主动与各方面建立网络联系，

均衡生活，不断学习新事物新技术。新进义工在加入义工团队需要接受相关的知

识培训如：开设基础训练课程此课程是授与社会上各界人士，教授义工自我防御、

义工服务技巧等，当学习获得通过领取做义工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以成为一名义

工。在成为一名义工后在不同阶段继续进行中级训练，对于资深义工提高他们的

带领新义工及活动策划能力。在长期从事义工的群体中进阶培训意味着他们将成

为专门服务于特定人群的资深义工如宁养义工。他们有一套心里社交能力，照顾

病人的技能，将成为宁养服务的专职义工。因此宁养义工应当是有志于宁养服务

的爱心人士，有一定的知识及照顾技能。通过梁老师的讲解初步了解了香港宁养

义工的体制和从事的工作，深感我们的不足，我们要走的路很长，要做的工作很

多。 

在香港舒缓治疗服务已开始多年，李嘉诚先生为了使晚期癌症病人有更好

的环境，得到更多的温暖与关怀，在本身良好的基础上又出资创办了十家宁养服

务机构。在宁养医疗服务机构中设有专科医生，要通过专业培训在临床指引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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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定期稽核，在内地我们欠缺的是没有通过专科训练的专科医生。 

香港的日间中心是为病人提供身、心、灵照顾的家，是一个爱的港湾，在

这里病人可以减少或降低住院的需求，可提升病人家属在照顾病人方面的信心，

提高病人的自我形象，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在这里病人可以

得到专科医生的日间医疗，专业护理，心理支持及晚晴照顾，也可舒缓照顾者的

压力。它如同专科门诊，提供医生诊治，调整镇痛治疗方案，给予舒缓治疗，综

合辅导。在日间病房里病人能够享受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康复治疗、物理治疗、

保健运动、太极运动。病人之间可以开展社交活动如:在一起做游戏、做小手工

艺品、写书法、做小食品，当有病人过生日时工作人员还帮助筹办生日派对。社

工、义工带领病人在温暖的季节户外游园、喝茶等。在舒适轻松的环境下病人及

家属尽享社交的愉悦。可以说日间病房是病人心灵的加油站。 

总之以上各种工作离不开医院医疗团队之间的共同合作，然而社工在其中

充当着重要角色，香港宁养院的社工承担着重要指责，他们接诊的病人要进行心

理社会评估及介入，提供适切的服务给病人及家属，对于入院的病人要设计出人

院的计划，或转介给其他福利机构提供服务，与病人及家属商量生活需要，联络

照顾者，商量生活安排，联系其他专业人员发展病人服务。发展义工计划、招募

及训练义工，举办义工培训讲座，安排义工工作，设计举办大型活动、组织宣传

活动等等。相比我本人的工作有很大差距，起步晚，专业知识缺乏、工作能力有

限，而香港社工具备有很高的专业素养，他们需要大专或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要有社会及心理学知识，有辅导技能，他们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切实提供给

病人实质性的帮助如：病人家庭的经济问题、居住环境问题、殡葬服务事宜等。

总之通过第一天的学习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香港的宁养医疗服务有了初浅

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天精彩的课程。 

第二天的任务是参观学习，我与另外一名社工及两名义工被安排到香港伊

莉莎伯医院，在那里的宁养中心我们首先感受到了那里义工的热情、亲切，他们

具有感染力的情绪立即冲淡了我们初来咋到的局促，使我们尽快的融入了他们之

中。此时已有前来就诊的病人等候就诊，义工们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与他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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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漂亮的小沙瓶，病人自己动手用五颜六色的细沙，选择自己喜爱的色彩，制

作出奇幻色彩的小彩瓶并在小卡片上默默写下自己的心愿祝福，临走时病人带走

了小小的心愿瓶，看到他们开心满足的样子，愿他们也带上我们为他们默默的祝

福。 

随后我们参观了宁养中心的诊疗室、活动室、病房中的灵牧人员的工作室。

以往感觉神秘的牧师、法师各个和蔼可亲优雅有风度。 

参观期间我们结识了一位叫玲姐的义工，对我深有触动，玲姐今年 73 岁，

曾经是一位巴士司机（可以想象当年的她肯定是一位英姿飒爽的美丽司机）做义

工已有十多年，十多年来如一日为晚期癌症病人做免费的殡葬服务，每当她在宁

养中心工作时，观察到有家庭贫困的病人时，她就主动上前给病人家属介绍服务

流程，并告知她的服务是免费的，家属同意服务后她便开始不辞辛苦奔走殡葬机

构，为病人的归宿做好安排。看着玲姐 70 多岁的年龄，不可想象她任然有那么

充沛的精力、那么高的热情把义工服务当成自己的事业，一丝不苟、尽职尽责。

谈起她的工作无不充满那自豪、骄傲。玲姐的身份除曾经是一名司机、现在是义

工以外还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每周都向财经报投有关财经方面的稿件，她的收入也

是由此项工作的稿费中所得，听了她的简介后使我非常感动，浮想联翩，有感而

发，我也面临退休，退休后我也向玲姐学习，继续为宁养事业贡献力量，做一名

宁养义工。 

第三天先由香港葛量洪医院的洪彩英老师为我们讲授了关于沟通的技巧，

洪老师优雅的气质细致的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了解到医（护)患之

间的沟通是了解彼此心声的必经渠道，要有正确的信息互相传递，要应用身体语

言的表达，语言、语句的表达。沟通时要注意多听少说，和病人沟通要善用肢体

语言，如一个眼神、一个触摸、一个点头都会加深病人对你的信任、亲近感。给

病人的回应多用肯定的方式，使病人与你交流时感到自己被人关注，受到肯定，

提升自身的价值。在病人情绪激动、按捺不住痛哭流涕时，我们要有同情心、同

理心陪伴病人安慰病人，让他尽力发泄，以达到一吐为快的目的，鼓励病人发表

自己的见解，尊重病人的自主权。病人之所以情绪激动是其将要面对死亡，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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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亲人。 

面对死亡是人人平等的，人自从出生就意味着也将要面对死亡，人生的旅

途尤如一趟行驶的列车，途中不断有人上下，有的人下车早，有的人下车晚。正

如哲人所说“天为生命定寿元，人为生命赋意义”。在人生命的最后阶段能让病

人意识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可以陪伴病人鼓励病人对往事，对是生命进行回顾、

缅怀，重新认识、发现、统整、创造，其意义在于赞颂生命的尊严，协助病人及

家属回顾一生，整合过去为过去的生命赋以意义，重温人生的得与失，数算恩典，

整合成就和贡献，回顾过去、重寻甜蜜，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劝慰病人活在当

下。专家老师应用了大量文献做依据，用理论知识，对生命回顾的意义重要性可

行性打下了理论基础。 

在生命回顾的具体实践中，首先要整理清楚生命回忆的内涵，包括患者在

家庭、社会、职业中的角色、人际关系、病人内心的结构、病人内心人生的目标、

有何愿望、期许。生病后的病人对自身价值低估，通过生命回顾重整希望，回顾

生命中的酸甜苦辣。临终病人在生命回顾时并不是一件顺利的事情，给他们做这

项工作会遇到种种困难。首先病人普遍有抗拒心理，不易接受，如能通过此环节

可进入生命回顾阶段，在整合回顾生命历程后可发现病人激情迸发，超越想象，

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工作中要尊重病人的各种需求，如：灵性需求，在灵性

需求方面，有信仰的病人追求的境界是达到“身苦心不苦”，信仰生命的归属感，

相信只要付出就能得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期待神（上天）对自己以往所作所为

给予宽恕、对他人宽恕。得到爱与希望，进而体悟生命的意义，追求天人合一的

灵性安适。顺其自然、随顺其愿是对临终病人的期望满足。 

在生命回顾时我们应协助病人，逐渐深入其心灵内部，启发病人从一件事

开始引申病人的深刻回忆，引导其说出其经历的故事将过去—现在—未来串联起

来，写出回忆和自传。最后为生命和死亡赋于意义，活在当下，珍惜现在的每一

天，在未来的日子里完成自己的心愿，做好余下的事情，为活着的每一天添加意

义，让生命无憾。 

第四天的学习是关于灵性方面的课程，这方面的知识是我一直以来迷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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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希望得到解疑释惑。课程由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主任院牧林伟廉牧师

讲授，牧师列举了生动的实例讲解精彩，由于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缺乏感觉还有

很多的不解和疑问，希望今后有机会能补上这一欠缺。 

下午的分组汇报各小组踊跃发言，总结了几天来学习的感想，总觉有说不

完的感想，每个组的汇报者文如泉涌滔滔不绝，可见收获之巨大。 

四天的学习圆满结束，我们满载学习成果踏上回家之路，回顾参观学习的

内容，相比之下，我们做的远远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把我们学

习到的知识运用与实际工作中，尽力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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