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医患沟通办工作总结(精选5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什么样的总结
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
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医患沟通办工作总结篇一

作为一名临床医务工作者，医学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教育，
正如同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医患沟通技巧的巧妙使用，具
有如下三方面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注病人的心理与社会需要必然要求医生在临床工作中与病
人进行有效的沟通。有很多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在这种情况
下，医生所能给予患者的主要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温暖的关
怀以及对生活的希望，从而尽可能的保障其生存质量。只有
通过医患沟通，才能与病人建立起促进治疗的良好医患关系，
才能了解病人所关心与需要的'是什么，才能根据病人的实际
情况制定出合宜的治疗方案，从而取得最佳的医疗效果。

与病人沟通开展得好，也就说明这项工作做得得心应手，心
情自然舒畅。具有良好的与患者沟通能力的医生能够显得更
加自信，并能更有效地应对愤怒与怀有敌意的病人。良好的
沟通能力对医生个人的益处远远超出临床工作的范围。

在医疗服务工作中，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提供人性化服务，
真正做到尊重病人、关爱病人、服务病人，既代表了广大患
者的利益，又代表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心愿和利益。医务人
员加强与患者沟通交流，时时体现对患者细心、耐心、关心
和爱心，处处体现对患者的人性化服务，是医疗服务发展的
必然趋势，也是医疗服务工作不可缺少的，和谐的医患关系
需要人文的关怀与善意的沟通。



随着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不断深化，随
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人文素质的培养会越来越
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作为当代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我们承载
着社会基层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健康指导，我们站在国家
卫生事业改革的最前沿。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学习，使自
己成为拥有全面的医学专业技术知识和良好沟通技能的新型
医务工作者。

医患沟通办工作总结篇二

沟通技巧课程结束了。通过这课程的学习，明白了沟通技巧
的重要性，让我们知道了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沟通，良好
的沟通能力是你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课程一开始就告知我们一个人成功的因素：75%靠沟通，25%
才靠后天和能力。在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沟
通”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只要多留心周围的事情，
便会发现，任何情侣、夫妻、家庭、亲属、邻里之间以及商
业、社交、公务、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与人沟通。从一般意义
上讲，沟通就是发送者凭借一定渠道(亦称媒介或通道)将信
息发送给既定对象(接受者)，并寻求反馈以达到相互理解的
过程。

沟通，不仅仅是父母与孩子的沟通，还有夫妻之间的沟通，
朋友之间的沟通，可以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要与人沟
通。而且沟通的方式也很多，常见面的可以当面沟通，不常
见的可以电话或是短信的形式来进行沟通，会上网的更可以
通过网络来沟通，甚至连肢体语言也可以进行沟通，良好的
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美好事物之一。良好的沟通可以使父母及
时的了解孩子的状况，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孩子，孩子也能通
过沟通来了解自己的父母，从而达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和睦
相处，是幸福家庭必不可少的一点，而且我认为现在人们现
在所说的代沟，就是平时缺少良好的沟通，大家都是生活在
这个社会的人，就算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但只要多沟通，还



是能更好的相处。

沟通可以分为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其中语言沟通仅占7%，
而非语言沟通却占93%。沟通不仅是人类亲和动机的需要，还
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沟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单向沟通
和双向沟通，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浅层沟通和深层沟通。
一旦确定了沟通目标，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沟通形式以达到该
目标。沟通和管理一样，没有最优答案，只存在满意解答。
沟通技巧课程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它包括听话的技巧，交谈
的技巧，辩论技巧，演讲技巧，说服的技巧，谈判技巧，团
队沟通的技巧，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工作中的沟通，跨文化
沟通和现代沟通手段。

其实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别人都喜欢听你对他说关心的话，
赞美的话，感谢的话，认同的话，或是给他信心的话，而不
是硬碰硬的和他说话，硬碰硬的说话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和同学去商场里买衣服，因为是过年
买衣服，所以人很多，售货员都忙不过来了，这时候一位阿
姨匆匆忙忙的来到这边对着售货员大喊：“喂，小姐，我买
东西，快点，快点过来啊你!”她见售货员没什么反应，不耐
烦了，就大声的敲着柜台喊：“售货员，你耳朵聋啊?我说话
你听不见啊?”我们在旁边都想说她两句了，售货员看了看这
位火气十足的阿姨，微笑着走了过来说：“对不起啊同志。
我在给别的顾客挑选东西，让您久等了，您看您要买什么?我
给您挑个合适的。”那个阿姨愣了一下，脸上尴尬的露出一
丝笑容：“对不起，我要买件衬衣，急着赶火车。”如果当
时售货员和顾客针锋相对，那肯定会发生争吵，但这个售货
员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避免的一场冲突。每个人都要
学会驾驭自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自我状态，这样才会使你
冷静客观的看待一件事或一个人，更好的与别人沟通，交流。

也正是由于学习了这门课程，我才渐渐体会到原来人与人之
间沟通有这么多技巧。只有充分的了解了这些技巧，并把这
些技巧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我们才能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才能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做的比别人更出色，也
更迈向了自己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医患沟通办工作总结篇三

如何把“四好一满意”做成卫生品牌工程是医院的重要课题，
既要做到服务好、质量好，又要做到医德好、效能好，就像
沈健老师讲的那样，要让每位医务人员心中有“以患者为中
心”的人文医学理念框架，把“以病人为中心”既当成手段
又作为目的。如何把“以病人为中心”这个理念应用在沟通
中，是我们每位医务人员需要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课题。

吾听吾忘，吾见吾记，吾做吾悟”，只有走近病人去亲身体
验，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好的经验，运用同理心加上我
们良好的信誉，准确诊断、耐心解释、有效治疗、精心护理，
与病人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工作关系，关心病人的疾苦，理解
病人角色，主动了解患者的想法、感觉以及期望，满足患者
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八个明白，四个了解”，
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医患沟通技巧的'精髓。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如何建
立医患双方的“情感账户”，我想每位医护人员心中都存有
一座天枰，医患之间相互信任与理解其实并不复杂，“情感
账户”是存在于医患关系中的信任总数，每一次医患之间的
互动就像是在此账户内存款或取款，“存款”是在建立或改
善信任，有助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取款”是在降低信任，
防碍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我们不能保证每一句话、每一个动
作和行为都让患者非常满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多次善意
的“存款”行为，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良好互动，增加双方
满意度，减少冲突，通过医护人员在临床诊疗全过程对于患
方真诚、有效、顺畅的沟通，建立起和谐的工作关系。

沈健老师说得好，与其让患者“满意”，不如让患者“高
兴”，与其让患者“高兴”，不如让患者“内疚”……《不



抱怨的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人和团队要想成功，
就永远不要抱怨，因为抱怨不如改变，要有接纳批评的包容
心以及解决问题的行动力。”这段话让我感受颇深，我想大
家也会有同感的。

医患沟通办工作总结篇四

1、沟通应该力求使用表达贴切的通俗语言，注意既不能引起
误解，也不能引起患者不科学的幻想。

2、沟通要注意内容的层次性。要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复杂
程度及预后好坏，由不同级别的医护人员沟通。同时要根据
患者及其近亲属的文化程度和要求不同，采取不同方是沟通。
如已经发生纠纷苗头，要做重点沟通。

3、对待有共性的多发病、常见病、季节性疾病可以进行集体
沟通。

4、对于疑难、为重患者，有患者所在科室或小组共同与家属
正式沟通;对于治疗风险大、效果不理想及预后不良者，应有
科主任主持科内会诊后，由科主任为主集体与患者沟通。

5、对于在医疗活动中可能出现问题的患者，应立即将其作为
重点对象针对性地进行预防性沟通。预防性沟通应计入病程
记录，必要时由患者签字。

6、经治医师与患者沟通困难或障碍者应另换其他医务人
员(尽可能由上级医师)沟通。

7、诊断不明或病情恶化时科室内医务人员应先进行讨论，统
一协调后，再行沟通，避免患者不信任或产生疑虑。

8、沟通时可以借助于实物、图谱、标本、模型等对照讲解，
增加患者感性认识，便于患者对诊疗过程的理解和支持。



9、做好沟通记录。医护人员的每次沟通度应在病例的病程记
录或护理记录中有详细记载。记录内容有：时间、地点、参
加的医护人员以及患者、亲属姓名、实际内容、沟通结果等。
中移动沟通记录应当由患者签署意见和签名。

医患沟通办工作总结篇五

2、集中注意力：在和患者的沟通交流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
眼神和动作，要注视患者的眼神，不要有小动作。

3、多角度思考：有时患者说他想选择“便宜的治疗方案”，
很有可能是一种博弈方式，并非其最后的决定;有的患者似乎
对牙银疾病的预防并不热衷，医生也许可以从美容牙科的角
度来改变他的观念。

4、注意潜台词：很多医生在听患者讲话的时候，多有明显的
倾向性，即只听得进与诊断和治疗有关的事实，忽略了他们
讲话的中心意思、潜台词、牙科问题的优先排序等等。而这
些重要的线索往往是医生了解患者、制定治疗方案中所不可
或缺的。

5、不轻易打断：我们在和患者对话时，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
打断患者讲话或阻止他们继续讲下去。有时候是原定的预约
时间安排，有时候是怕自己的思路受到影响。但更多的是不
耐烦，嫌患者啰嗦。这种种都表明我们还没有理解听的真谛，
没有意识到听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与患者对话中要尽量
做到“多听少讲”，尽量不要打断患者的讲话。

6、把握沟通主题：不打断患者的讲话，不等于让患者主导讲
话的进程。医患沟通时整个医疗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患者也是医疗行为的重要参与者，但医生毕竟是医疗行
为的主导者。所以在和患者交谈过程中，我们有责任把患者
引向和围绕与其疾病和需求相关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