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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团队赴日研修Day5 ∣ 以人为本 始终如一

3.老师为我们展示时，我们发现表格并没有很多，但都很必要，大家会想方法来通过更直观的方法来

简化记录，所以他们的表格看起来简单明了。

4.这里的养老机构都是跟社区医院联办的，他们会每个月进行一次会议，来互相交流。

5.在为老人服务时，我们很容易为老人着想，考虑老人的安全而剥夺很多老人可以自己动手的权利。

今天上午我们去了日本一家专门的养老机构进行参观，经介绍得知，为我们进行讲解的老师，通过了

全日本只有43个人合格的日本最高介护等级资格考试。参观学习过程中，老师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机

构的各种记录表格，通过案例讲解了介护理念，还对我们的疑惑进行了认真的解答。

前几天的学习我们了解到：日本的养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完善的体系，日本老人在进入养老机构入

住之前必须由政府进行介护等级的评估，然后在老人决定入住一家机构之后，机构会对这位老人做介

护计划（care plan），从而形成 收集信息、评估、制定介护计划、实施介护计划、再次收集信息、

再评估、修改介护计划...这样不断循环的过程，几十年来深入人心，也被写入日本的法律。

今天在参观的过程中更是学到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1.我们总是会担心老人有认知症一些事情不能做，或者是老人因为有认知症所以才会有什么样的反

应。

在我们向老师提问的时候老师就纠正了我们，说：当我们为老人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淡化认知症的概

念，而要看重老人本身，一定要将“人”黑体加粗的放到最首要的位置，而将“认知症”缩小淡化。

要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去为老人服务。

2.在老师向我们展示介护方面表格的时候我们发现，日本的介护方案的每一条改善措施都被排序

了，并且这些对应的序号在介护记录中有所体现。

经过老师讲解我们知道，介护人员对这些介护计划的措施进行排序之后，会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实施，

介护记录中的序号就是相应的措施，他们会记录下这措施他们是如何执行的，结果怎么样，老人有哪

些反应（更多的是观察老人有没有改变，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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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一上午的参观学习，我们每个人都向老师鞠躬致谢，并与老师一起合影留念。

来到日本几天，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机构里擦肩而过的人都会打招呼，他们的方式是：互相问好、

点头并倾斜身体，而且每个人都是带着很谦和的笑容，让人感觉很舒服。 

今天下午舞浜俱乐部的老师对我们进行了礼仪培训，他们希望我们明白：

1.作为康语轩俱乐部的一员，理解自己的立场，重新思考在组织工作的意义。

2.想让每一位选择康语轩俱乐部的人员（入住者及家属）都感受到"大家对我很有礼貌""大家很重视

我"，这样就需要切实掌握有效的沟通方法。

懂得礼仪的人总是让人感觉很舒服，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

老师说，我们不应该只考虑老人当下做这件事的眼前的安全，而是应该换位思考，去想对方是怎么想

的、对方是什么感觉。这里再一次体现了要将人放大来看，淡化认知症的思维模式。

6.在谈到老人安全的时候，老师提到在刚刚提到的思维模式下，我们要始终保持笑容，以及保证自己

的安全。

7.我们要关注老人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我们要帮助老人做的仅仅是一件事中他不能做的那部分，

而不能是代替老人来把这件事情做了，这样不仅让老人有参与感，增加老人自信，也体现了我们只是

一个帮助者，老人才是自己生活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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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讲到工作场所的沟通时说到：沟通应该是你想要了解对方怎么样，对方是怎么思考的，对方的想

法很重要。强调的是对方。

为了让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去从"对方"的角度考虑，老师让两个人上讲台表演给对方扔球的场景。

先是两个差不多年龄的人在扔球，此时他们都是站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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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一个年轻成年人与小孩子互相扔球，因为小孩子比较矮小，年轻人就蹲下来在与小孩子一样的

高度将球扔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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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场景是年轻人与老人之间互相扔球，老人因为是坐着的，年轻人同样要蹲下去，保持与老人同

样的高度，然后将球扔给老人。

这样的场景演示之后，我们更贴切的认识到，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的概念。

在一天充实有序的学习之后，北岛老师带着我们对今天的学习内容进行了复习回顾，让我们对今天的

内容更加记忆深刻。这不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嘛，看来日本国人也一直再实践中国圣

人孔夫子的话呀！

在日本研修的这几天，收获颇丰，每天都满载而归，相信我们回到康语轩后，一定能将自己的所学很

好地应用到日常的工作中，更好地为老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