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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也可提升志愿服务专业性和稳定性，对于提高患者的就医满意度、改善医患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
值。本文关注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通过分析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现状，阐述解释其概念，对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
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和建议进行思考，以期为新医患模式产生提供积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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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医疗环节中的加入有利于促进医务服务专

业化和持续化，有利于提高医院服务对象对人文医学的直接体验，
有利于促进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有利于社会资源整合利用[1]。同时
医务社工与志愿者的联动服务有利于缓解医务社工紧缺的情况，有
利于提升志愿者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该联动服务模式对于患
者、医院、社会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 
1.1 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概念 
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都是以助人为目的的活动，社会工作

起源于慈善助人活动，而志愿服务行动是指无条件的奉献和助人[2]。
我国医务社工早期的工作内容仅为照顾患者的健康服务处境和生
活起居，但随着新医改以及新型医疗环境的要求，医务社工的工作
范围扩大到了辅助医生职责，协助患者解决遇到的医疗问题。目前
我国广义的医务社会工作是指健康服务处境和与健康服务相关的
服务领域工作[3]。 

1.2 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的概念 
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是目前最常见的社会医疗结

合的服务模式，是医院有效提升其服务品质，体现公益性质，为患
者提供“身、心，社”的全人文关怀的服务，通过社会和医院资源
结合建立以社工为主导，医务社工与志愿者为主体的本土化服务模
式[4]。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使医务社工和志愿者有效分
工产生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新医务服务关系。医务社工可以有效
协助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同时对志愿者进行教导、评估、支持和管
理，对于患者及家属的社会和心理状况进行评估，辅助社会资源的
衔接。 

二、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 
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较慢，

社会缺乏对于该职业性质的认识，导致医务社工在开展活动时遇到
许多的阻碍，存在着社会认知度不高的问题[5]。同时医务社工与志
愿者联动服务作为一种为患者提供医疗援助服务的强大的社工专
业人才队伍，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认知和我国公立医院海量的患者
需求，导致即使医院设有医务社工部门，方便对患者的心理社会等
方面进行服务管理，但是缺乏专业性的社工人才，使得医务社工和
志愿者在进行服务工作时面临巨大的困难[6]。医务社工无法与志愿
者进行良性的互动，无法准确快速地匹配志愿者信息，志愿者也无
法随时了解自己的服务情况以及服务要求。 

三、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存在的对策和建议 
3.1 建设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平台 
我国现正处于科技发展的高速阶段，将医务社工和志愿者联动

服务与现代化网络信息平台相结合，将医务社工和志愿者联动服务
模式的工作理念、工作任务、服务范畴、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及常
见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利用现代化网络平台进行
整理，以供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在平台上找到相应的资料进行学习[7]。
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站进行医务社工和医院志愿者的服务招募、活动
动态进行展示，以丰富医务社工和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的宣传力
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务社工和志愿者服务联动服务模式的项目
和内容。也可以对其先进事迹进行公示，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志
愿者和医务社工的知名度。 

3.2 完善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的培训 

自从 2009 年我国医院社会工作以开展志愿服务为依托，得到
较快发展，志愿者成为医务社会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资源[8]。目前我
国志愿者服务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因此共
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无疑是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模范
作用[9]。但是志愿者虽然具有很坚定的信息和乐于奉献的精神，但
是由于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使得自身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地发
挥，工作中遇到困难无法进行解决。因此需要完善志愿者培训机制，
联动医务社工和医务工作者进行培训，例如工作职责、心理咨询培
训、康复训练协助、风险预防培训等等。 

3.3 规范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的管理 
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工作在医疗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因此要求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在医务社会工作过程中要掌握有关法
律法规，保护医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协助医疗工作人员正确处理患
者和医生由于某些疾病所导致的医护社会心理问题，这要求医务社
工和志愿者具有较强的法律素养要求和人际沟通知识[10]。因此要规
范社会组织或医疗机构对于医务社工和志愿者的管理，加强医务社
工和志愿者的相关培训，完善工作机制和奖惩制度，同时在进行人
员招募时加强筛选，保证医务社工和志愿者能够在医疗机构中起到
辅助医务工作者的作用，规范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的管
理。 

四、思考与展望 
综上所述，医务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有利于医疗结构和

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之间的协调，在协助医生进行康复以及心理建设
的同时，还可以解决患者在医疗救助过程中遇到的沟通以及社会问
题[11]。这对于目前中国的医疗大环境有着巨大的价值，也明晰了其
存在的意义。但该模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各方面进行
资源协调，以求将该模式尽早发挥其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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