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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寧療護之父--柏木哲夫醫師，在其著作「用最好的方式向生命揮別-臨終照顧與安寧療

護」（2000）一書中，明白的指出：「人類的死亡率是 100％」，意指每一個人不論如何終

有一日都會面臨死亡。大部分的人不是害怕死亡那刻的來臨，而是害怕死亡將至帶來的身體

病痛煎熬、莫名又複雜的恐懼與焦 慮、與親人生離死別之痛及對死後未知世界的恐懼。 

安寧照顧是由一群專業人員運用專業知識與技術，加上無比的愛心、耐心與信心，為癌症末

期病患及家屬提供身、心、靈的整體照顧，以求生者無憂、死者無 憾，讓病患平靜、安詳走

完人生的最後旅程。專業團隊人員包括醫師、護理人員、社會工作者、宗教關懷人員、心理

師、志工等。 

世界安寧緩和醫療之母-桑德斯醫師（Dr.Saunders）認為安寧成功的條件在於用「對」的人，

根據她的經驗。「安寧人」必定有以下的特質： 

一、人性化，能主動關懷人、懂得體貼的藝術。 

二、個性成熟、穩定。 

三、有幽默感。 

四、掌握生命的意義，有自我的哲學、宗教作基礎。 

五、安寧療護是一個團隊工作，因此，首要敬業、尊重 工作倫理。 

六、合群，能與人相處、合作、分工，才有效率可言。 

七、喜歡學習，不斷自我充實。 

八、樂觀、令人愉悅的性格。 

因此，安寧療護團隊成員的審慎選擇及成員間一致、明確的安寧療護理念格外重要。社會工

作者是安寧療護團隊中的主要成員，舉凡社會工作價值與實務技術 都與安寧緩和醫療的精神

一致，它除了填充醫療體系中社會功能不足外，更重要的是為人群創造更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的專業活動，為醫療團隊中主要的成員之一，與醫療團隊共同為照護病

患及家屬的需要而努力，在安寧療護服務中具有一定的功能及角 色，其工作在於協助發展病

人與家屬之生活適應機制，所以工作的重點在於針對病人提供情緒疏導和支持；促進病人與

團隊與家屬間充分的溝通、協助病人生命的回 顧與統整、對於遺族的悲傷輔導及適當的運用

與媒和資源。Millett（1983）則認為安寧社會工作應將工作重點置於全人的觀點上，以協助處

理末期病人 個別的生理、社會、情緒和靈性等問題，並運用個別、家庭、團體諮商、危機處

遇、個案工作、家庭動力和問題解決等不同專業技巧，協助病患及家庭來因應危機。 所以我

們可以說社會工作者在安寧團隊中應扮演以下的角色。 

一、社會心理評估者： 



經由多方面蒐集及瞭解病患的基本資料，藉以瞭解病患對疾病的瞭解程度與看法、病患與家

人的關係、親友可提供的協助（包括人力、物力、財力）、病患的 經濟狀況、人格特質、病

患處理事情的能力與因應方式及病患及家屬可運用的資源等，分析病患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問

題，提供團隊成員瞭解，擬定醫療照顧計畫與出 院安排。 

二、協調者： 

居中協調病患與家屬、團隊成員及團隊成員間有充分互動與瞭解，建立良好溝通管道，整合

彼此間不同價值觀與看法，共同合作以提供完整性服務。 

三、諮商者： 

提供病患與家屬支持性諮商，幫助病患心理之調適、往生前情緒之穩定，及協助家屬渡過哀

傷期，包括以個別及家庭會談、團體輔導、電話諮詢等方式進行。 

四、教育者： 

提供團隊成員及志工教育訓練，增進其專業知能，加強團隊共識，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提升

服務品質。此外可教育社會大眾，宣廣安寧療護理念。 

五、社會資源整合者： 

發掘病患與家屬所擁有之潛在資源，並針對病患及家屬的問題，提供及轉介有關的社會資源，

如經濟補助、法律及喪葬諮詢等服務。 

由社會工作者在安寧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來看，社會工作者可提供的服務內容如下： 

1.提供經濟協助。 

2.心理輔導。 

3.提供靈性服務。 

4.協調病患、家屬與醫療團隊人員之溝通。 

5.協助病患心願完成。 

6.社會福利諮詢、運用與轉介。 

7.出院準備服務。 

8.喪葬協助。 

9.遺族悲傷輔導。 

在從事安寧療護的工作中，往往情緒是讓人沈重而透不過氣的，然而在陪伴臨終病患及家屬

的過程中，逐漸對於生命及死亡有新的詮釋，並深刻的體會到病患 及家屬的無奈及無助。安

寧療護社會工作者不僅以專業知能來服務，更必須以發自內心對人的關懷，體察生命的意義

及價值，以病患與家屬的需要為出發點及依歸， 陪伴病患及家屬走過死亡的幽谷，帶領他們

探索生命的喜、怒、哀、樂，重新找到生命的源頭及新的起點。 



安寧療護社會工作尚在發展的階段，期望在未來的日子裡，能創新發展服務方式、培育專業

的人才，並建立完善的制度，以期在安寧療護的領域中承擔更積 極、多元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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