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機構：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張卓羚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機構簡介

� 基本資料

� 非牟利私營教學醫院

� 服務範圍：市民（普遍為中產階級病人）

� 特色：醫院設計人性化、標準化、收費透明清楚

� 目標：為公營醫院減輕壓力、作教學用途（平衡營商及社會責
任與服務）

� 員工職系：醫生、護士等等⋯

� 工作要求：照顧病人，服務市民



機構簡介：醫
院設計人性化
例子

� 環境方面

� 使用和諧的顏色、燈光、質感平滑的地板➡放鬆

� 燈放側面，而不是頭頂➡不會過於刺眼

� 病房廁所為雙向設計➡方便、安全

� 一站式服務如：檢查眼睛同時可以配眼鏡➡方便



機構簡介：醫
院設計人性化
例子

� 對病人

� 一進醫院便可以安排接見，沒有等候區➡可以即時接受治療

� 有室外花園、把病人所需的放外邊➡互動、吸收自然光（有治
療功用）

� 藥包分開每天每次包裝➡不會出現忘記吃藥的情況（如：A藥
每天兩次，而B藥每天四次，很難記住）

� 病房設有：

� 1⃣夜光燈➡防止跌倒

� 2⃣平板電腦➡疫情下/身處外國的家人：視像探訪

� 3⃣良好採光&大透明窗➡吸收自然光



機構簡介：醫
院設計人性化
例子

� 對家屬

� 等候區設計參考機場的等候室

� 設有電子屏幕（寫上病人編號現正進行什麼治療等）➡緊張的
家屬可以清楚知道病人情況

� 對醫護人員

� Design studio➡培養design thinking➡職員交流，以了解病人需
要、舉辦工作坊

� 接待處皆與公營醫院相似，設計標準化➡員工容易適應



個人學習反思

� 參觀完醫院後，我感到/學到了⋯

� ✅驚喜

� 人性化設計

� ➡讓我知道小細節很重要

� ➡每個小細節造就更好的服務體驗

� ✅Design thinking的重要性

� 在創業上有用

� ➡了解客戶需要（有同理心）

� ➡做好小細節、創新

� ➡突圍而出



個人學習反思

� 聽完急症科醫生及護士分享，我感到/學會了⋯

� ✅認識更多醫護人員日常工作

� 如：人們普遍認爲分流站醫護人員只問幾句就分流病人到緊
急、次緊急等等級，是否太馬虎？

� ➡醫生解釋急症室繁忙，要在3分鐘内/少量問題判斷病人緊急
與否才是有效率的分流

� ➡反思到作爲市民，在繁忙的醫療系統中，需多體諒及感激醫
護人員的付出

� ➡態度：富有同理心、存感恩的心



個人學習反思

� ✅不同專科有不一樣的特色

� 如：急症科醫生：通才、緊貼時事、應變能力；

� 外科醫生：專才、心思細膩等等……

� 不會説急症科醫生就只是看傷風感冒；外科醫生是做手術的所
以外科醫生比較高等

� ➡明白每個部門都謹守崗位，有不同特色，不存在高級低級

� ➡態度：不應妄自菲薄



個人學習反思

� ✅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 護士提到急救中，每一位成員都重要

� 不少人認爲醫生比護士高級，實際上工作範疇皆有不一樣

� 如：醫生：看診；護士：與病人溝通、照顧病人、安慰家屬

� 而且設有護士診所，不需醫生在場也可以看診

� ➡一起合作，互補長短，才可以把事情做得最好（不論工作、
學習、課外活動皆適用）

� ➡態度：做好本分



個人學習反思

� ✅為最壞的情況作準備

� 急症室内有很多突發情況

� 如：有斷手指的病人、接收大型災難病人（如：車禍、火災）

� 而嚴重的病人不少已經知道幾乎沒可能救回

� 但是作爲醫護人員，不應預期自己可以拯救所有生命，而是建
立避風港給予病人

� ➡在事情變壞時，盡量保持專業和樂觀

� ➡態度：盡力而爲、無悔則可，不用太怪責自己



個人學習反思

� ✅勿忘初心

� 醫生護士皆是社會上認爲高薪、穩定的工作

� 但為我們分享的醫生説到不能只爲錢而入行

� 醫護人員雖收入穩定，但相對工作量大，必定會辛苦

� （護士分享：她動力來自熱血的團隊、有滿足感的任務）

� ➡需要知道入行目的及堅持下去的動力

� ➡態度：勿忘初心、凡事能只看表面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