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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幸参加了香港医院管理局举办的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香港宁养

服务计划——“宁养服务”社工人员及资深义工交流课程。此次学习尽管为期只

有四天，但引人深思，受益颇多。 
 
通过第一天的课程学习，我了解了目前香港宁养服务概况、义工服务的概况

以及社工服务的现状。 
 
首先在义工服务的概况以及未来发展上，显然国内的情况较之香港相差甚

远。香港的义工管理制度完善，分工细致，并且义工服务和民众的工作、生活相

联系，这在国内还都是比较少见的。和香港的全民义工意识和精神不同，义工这

个群体在国内所占比例是较小的。在发展和发展、管理义工方面，香港也有很多

值得借鉴之处。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的组织结构，不同的人员负责不同的工作之余，

加深、加强义工间的相互沟通、支持，为义工提供专业的支持和培训。 
 
在宁养服务方面，香港服务理念和我们国内差不多是一致，但在具体的服务

质量上，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香港宁养服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病患和家属上更

加的细致而且贴心，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让其更加舒适。香港宁养服务还设有日间

中心，使病患在白天可以得到身心灵全面的“家”一样的服务。同时，香港宁养

服务团队成员包含了各种专业人员，不只有医护人员、心理学家、物理治疗师、

社工、义工等，还有牧灵人仕。这样一个多团体的协作，极大的满足了病患及家

属的各种需求。 
 
在社工服务方面，国内和香港也有不小的差距。经过多年的发展，随着香港

目前的法律、慈善福利等规定的完善，社工服务也取得了长足的成效。在香港，

社工也有不同的分工，负责不同的方面。其中宁养社工也有其专门的工作分配，

主要职务为心理社交评估及介入、设计病患出入院计划、联系其他专业人员、发

展义工及其他活动安排等。 
 
第二天，我和两名义工实地参观了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首先我们在社

工主任萧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整个宁养院的设置和环境。安静是我对它的第一印

象，虽然有不少的病患和家属以及宁养院工作人员、义工往来，但他们每个人说

话的时候都特别温和，语速也比较缓慢，语气平缓。而后萧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他



们宁养中心的工作流程以及各种服务方式和内容，也对义工的管理和工作安排方

面做了详细的讲述，还有一位懂得国语的义工和我们进行了交流。这位义工之前

是宁养院的病人，她向我们表述之所以加入这个义工的行列是因为她在这边接受

服务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也非常感激他们对她的照顾和帮助，所以在病

情稳定后加入了这个团队，希望自己能够支持到其他人有需要的人。上午的时候

我们也有幸旁听了几个家属会议，这些家属会议一般由社工、病人、家属、义工

参加，社工和家属和病人进行沟通，进行评估。义工一般都会坐在病人及家属旁

边，通过肢体语言给予一定的支持，他们很少发言，都是在认真听，并不时的给

予支持的肢体回应。下午，萧先生带我们去病房参观。让我感触深刻的是，在旁

观看了一次善别会议。病患是一位先生，病情危重，神智不清，平时主要是妻子

陪护他，儿子只有十几岁，和父亲的关系僵硬。儿子怨恨父亲过去经常打骂他，

来院陪伴父亲的时间也很少。我们在病房外面透过窗户，看到病患的儿子坐在病

床左边的椅子上低头玩手机，妻子站在病床的右边，好像在和护士说话。萧先生

首先和儿子做了单独的沟通，并让他向父亲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爱。儿子说自己不

知道怎么说。萧先生说他会一直陪着他告诉他怎么表达，而且也可以用其他肢体

方式表达。之后，儿子用手握住父亲的手，萧先生站在他是身边，引导儿子慢慢

将自己的爱告诉父亲，最后儿子流着泪亲吻了父亲。我们站在一墙之外，透过玻

璃，看到儿子和妻子流着泪，和患者进行爱的表达，虽然什么都听不到，但这一

幕深深的震撼了我。我们中国人感情内敛，不善于和亲近的人表达爱、感谢，甚

至是我自身也不是很擅长向自己的亲人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其实这样我们真的

错失了很多。在我自己的工作中，也常和家属沟通，告诉家属多陪伴患者，多和

患者交流，比如一起回忆一下过去等，每次我都会有一种欠缺什么东西的感觉，

或许欠缺的就是这种爱的表达。另外，在工作中经常遇到患者本人会向我们询问

病情，而家属却十分强调不能向患者透露病情，我们只能服从家属的意见，而对

患者的询问进行回避。也就是说，家属的意愿高于患者本人的意愿，导致这种现

象出现的原因和国内医患关系普遍紧张有一定关系。那到底是什么让家属这么不

满，这么不信任医护人员呢？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萧先生通过角色扮演

这种方式，让我们更直观的参与进去，并切身的体验了隐藏在行为背后的情绪症

结在哪。大多数家属的愤怒虽然表现给了医护人员，但是其实是对病患的不舍和

爱，是对自己无力挽留至亲生命的挫败感，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些复杂的感受，

所以有时候会表现成对医生冲动的质问甚至辱骂。我们能做的也很简单，那就是

聆听，不需要试图通过讲道理来让家属变得冷静和理智，我们只需要倾听，适当

的时候，给予回应，表示我们理解他现在很痛苦，他现在的行为都是出于对病患

的爱，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病患的这种爱。在我们工作中，家属不希望告诉患者

病情的根本原因也一样，那就是对患者的爱和担忧。 



 
第三天第四天的课程主要是关于沟通、生命故事书、灵性关怀、宗教支持以

及一些个案的分享。每位老师都有其精彩的讲授，并对以后我开展身心灵全方位

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影响。除了技巧性的、专业性的知识外，香港宁养团队对病患

及家属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更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宁养工作是细致的、贴心的，

在宏观上或许看不出太多的成绩，但在细节上才能真正体现对病患及其家属的关

注，如仅仅一个称呼都会尊重病人的意愿。 
 
学习的每一天都是充实的。学习香港宁养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

工作，什么地方是可以借鉴的，什么地方是目前不太能实现的。在我看来香港宁

养服务中的社工和义工只是团队协作中的一个或者两个环节，正是这种团队全方

位的满足病患需求，在社工提供的社会资源、救助中很多都是免费或者只需要很

少支付就能享受的。而国内由于各方面都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尚没有

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尤其是慈善福利方面。我所在的聊城市是一座三线城市，

经济水平普通，更没有大型的工业和企业，社会资源相对较少，民政救助有限，

也没有在社会形成一个广泛的义工理念。这些差距也决定了短时间内很多环节是

跟不上香港的，那么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是当务之急。首先，面

对很多贫困家庭，经济上的救助一般是有限的或者是一时的，那么更不能忽视了

精神支持。可以同患者家属沟通、交流，虽然实质性的经济改变非一朝一夕可以

发生，但可以引导其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人生。现在目前的生活重点，或许不是经

济生活有立即的改变，而是在现有条件下，让患者更舒适的生活，让整个家庭更

具凝聚力，然后再逐步实现经济上的改善。在义工服务方面，可以开展不同形式

的活动，增强义工群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我市的义工工作起步较晚，很多人对

此接受度不高，很少人接受义工服务，更少人主动要求义工服务。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通过先让义工参与家属团体活动，以及在家属集中取药的时间和家属沟通，

让家属对义工服务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使更多的家庭愿意接受义工服务。另由

于我们患者很少会到宁养院来，所以义工服务的重点就是家居服务，在培训时可

以较多的使用活动的方式如角色扮演，让义工更进一步靠近病患的心理世界。 
 
培训时不少老师提到香港社工、义工工作的开始之初也是举步维艰的，在国

内宁养服务对于不少人而言更是一种新的理念，所以现在的差距不是最可怕的，

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在能力范围内让自己的工作更加有益于病患及家属，用真诚、

细致的工作去让这个理念、服务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