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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命意义感的高职护生生死教育课程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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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设计基于生命意义感的高职护生生死教育课程并探讨实施效果。方法
 

将2019级2个班的五年制高职学生,以班级为

单位设为试验组(n=56)和对照组(n=54)。试验组接受为期16周、32学时的生死教育课程(选修课),对照组不接受生死教育课

程。入组前及课程结束后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对两组学生进行调查,并调查试验组学生对课程的认知度和满意度。结果
 

教学

后,试验组生命意义感总分、生命目的和求意义的意志2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100%试验组学生对

生死教育课程满意,98.2%学生对授课方式满意,96.4%学生愿意再次参加生死教育课程。结论
 

生死教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高职护生生命意义感水平的正向改变,学生对课程接受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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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ign
 

a
 

course
 

for
 

life-and-death
 

education
 

based
 

on
 

meaning
 

in
 

life
 

for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s.Methods
 

Fifty-six
 

students
 

in
 

one
 

class
 

of
 

Grade
 

2019
 

on
 

a
 

five-year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education
 

program
 

were
 

assigned
 

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received
 

a
 

16-week,
 

32-hour
 

life-and-death
 

education
 

course,
 

while
 

54
 

students
 

in
 

the
 

other
 

class
 

were
 

served
 

as
 

a
 

control
 

group
 

and
 

accepted
 

no
 

interventions.Meaning
 

in
 

life
 

of
 

the
 

stud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measured
 

at
 

enrollment
 

and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and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urveyed
 

in
 

terms
 

of
 

their
 

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urse.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wo
 

dimension
 

scores
 

(purpose
 

of
 

life
 

and
 

will
 

to
 

meaning)
 

and
 

the
 

total
 

meaning
 

in
 

life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P<0.01).All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
 

98.2%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96.4%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life-and-death
 

education.Conclusion
 

Life-and-death
 

education
 

can
 

improve
 

the
 

meaning
 

of
 

life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the
 

course
 

is
 

highly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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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意义感是人们领会、理解自己生命含义,并
意识到生命中的目标、任务或使命的感受,是影响个
体身心健康的关键因素[1]。人们在追求需求满足的
过程中,伴随着生命意义感的体验,它是保持和提高
个体生理、心理健康的一个稳定可靠的良好预测指
标[2]。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来看,生命意义感是防止抑
郁、绝望和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3-4]。高职护生是
已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进行五年制高等护理职业教
育的学生,年龄为15~22岁,正处于青春期向成年早
期的过渡阶段,心理社会发展的主要危机是角色混
乱,容易缺乏生命意义,丧失生活目标[5-6]。研究显
示,高职护生生命意义感水平普遍较低,对生命意义
的积极认识可以促进对死亡意义的理解和对死亡的
健康认识与积极接受[7]。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展了死
亡教育课程的相关研究,已有死亡教育课程内容构建

对象为护理本科生或临床护士继续教育[8],适应高职
护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生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有待完
善。培养生命意义感是提高高职护生心理素质的一
项重要任务。因此,本研究基于生命意义视角,构建
符合高职护生身心特点的生死教育课程内容,在教学
实践中对课程进行论证,以帮助高职护生提高生命意
义感,树立科学正确的生死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9~12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
选取某职业学校五年制高职护理系2019级(初中起
点,目前处于高职三年级)2个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共110人;年龄17~18岁;采用抽签法将其中1个班
分为试验组,另1个班设为对照组。研究开展前征得
学校教务科同意,并充分告知研究对象本研究的目的
及过程,告知其有权拒绝参与,中途可以随时退出。
本研究通过西南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基
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

1。两组均已经学习护理概论、基础护理学、护理伦理
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及儿科护
理学等专业课程。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对照组不接受生死教育课程;试验组以选修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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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接受为期16周、32学时的生死教育课程。
表1 两

 

组
 

基
 

本
 

资
 

料
 

比
 

较 人

组别 人数
性别

男 女

有宗教

信仰

家中谈论死亡的情形

从未谈过 尽量避免谈论 坦然谈论

是否有过自杀的想法

有且多次 偶尔有 从来没有

自评人际关系

较差 普通 好

对照组 54 3 51 0 13 19 22 2 21 31 6 38 10
试验组 56 7 49 1 7 17 32 2 25 29 3 42 11
χ2/Z    0.874 - -1.904 -0.554 -0.660
P    0.350 1.000* 0.057 0.580 0.510

  注:*Fisher确切概率法。

1.2.1.1 教学内容设计 以提升高职护生生命意义
感水平为目标,在基于文献回顾和高职护生生死教育
需求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课题小组讨论,构建高职护
生生死教育课程内容框架。对初步拟定的课程内容
框架,选取安宁疗护、生死教育、护理教育等领域工作
的14名专家进行2轮德尔菲专家函询。2轮专家函
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100%、92.9%,专家权威
系数为0.923,2轮函询的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

0.224、0.229(均P<0.01)。最终形成高职护生生死
教育课程知识体系,包括课程单元15项,课程内容66
项,见表2。
1.2.1.2 教学实施 课程配备2名护理教师,3名
助教(护理硕士在读研究生,研究生方向为生死教育/
安宁疗护教育)授课,采用理论讲解、视频案例、角色
扮演、情景体验等多种教学形式,包含理论课程15
次,实践课程1次。①第1、2章节,授课教师讲述有
关生死学产生的案例,如中世纪“黑死病”、二战后死
亡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从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和生
死教育的定义、目标及内涵说明三者之间的异同,以
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认识生死教育的重要性。②第

3章节,授课教师通过讲述国内外死亡文化案例,展
示中西方文化生死观相关的影片,让学生对各国的死
亡文化、观念有初步的认识;后引导学生探讨中西方
文化中的生死观差异,让学生更加深入理解不同背景
下的死亡内涵,最后小组讨论分享如何建立科学的生
死观。③第4章节,学生观赏《人生四季》之歌、生命
诞生过程视频,引导学生了解生命的历程,介绍不同
阶段的生命礼仪,让学生了解生命是从出生到死亡的
自然进程,并撰写1份生命历程回顾作业。④第5章
节,观赏《鲁宾逊漂流记》并讨论其生命互动状况,了
解人类存在几种基本关系,以小组合作推气球的活动
培养和谐关系的建立,指导学生能够爱人爱己。⑤第

6、7章节,讲解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的哲学基础;观赏
《生之欲》电影,小组讨论影片男主角获知自己患癌后
渴望寻找生存意义的心路历程,探讨自己的生命意
义;通过案例讲解如何发挥生命的潜能,指导学生能
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困境、生命的无常,珍爱生命,从而
创造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⑥第8、9章节,讲解死亡
的定义、发展阶段、人死后器官功能的丧失等,让学生
了解死亡的具体内涵。与叙事护理工作相结合,如以
讲故事的形式分享个人与死亡有关的经历,或由经验
丰富的临床教师分享真实死亡病例来开展学生对死
亡话题的小组探讨。根据学生意愿进行医生、护士、

表2 生死教育课程内容及学时

周次 课程单元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课时

1 生死学的前世今生 死亡学的产生 理论讲授 2
死亡教育的诞生

生死学的兴起

生死学的范畴

生死教育的重要性

2 生死教育概述 什么是生命教育 理论讲授、课堂讨论 2
什么是死亡教育

什么是生死教育

3 中西方文化中的生 中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观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 2
死观 生死观的形成

4 生命的历程 生命诞生过程 视频分析 2
生命的存在方式是向死而生

生命的循环

生命的礼仪

人生经历是成长的动力

5 生命的互动 重视人与万物的关系 理论讲授、视频分析、 2
人类存在的几种基本关系 小组活动

建立和谐的自我关系与人际关系

人际叙事关系断裂对健康生存的

影响

6 生命价值与意义 人类存在的本质 视频分析、课堂讨论 2
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的哲学基础

如何获得生命意义

反思自己的生命价值与意义

7 生命的礼赞 热爱生命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 2
欣赏生命的丰富与可贵

建立乐观的人生观

发挥自己的潜能

8 生死问题的沟通 死亡忌讳 理论讲授、叙事、 2
死亡脱敏 角色扮演

接纳死亡

9 死亡与濒死 死亡的定义 影片欣赏、小组讨论 2
死亡分期

死亡过程中的器官功能丧失

死亡态度

面对死亡及濒死的情绪反应

面对亲人死亡可能产生的情绪

人生有限与生命的脆弱

预立照护计划(ACP)
10 失落与悲伤的调整 悲伤的概念 理论讲授、情景体验 2

悲伤的处理形式

什么是哀伤辅导

如何进行哀伤辅导

11 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的发展 理论讲授、课堂讨论 2
安宁疗护的理论基础

安宁疗护的根本理念及服务方式

如何实施安宁疗护

12 殡葬文化 古代殡葬观念及礼仪 理论讲授、视频分析 2
现代殡葬观念及礼仪

丧葬礼仪的功能

尊重死亡习俗

为自己规划一个葬礼

13 认识自杀 自杀的内涵 案例分析 2
自杀的种类

心理健康国际协会的自杀分级

自杀的动机、行为及原因

自杀对社会或家庭的影响

自杀的警告讯号及危险程度评估

自杀的预防

自杀事件之应对策略

14 安乐死 安乐死的定义与分类 视频分析、课堂讨论、 2
安乐死的争议 案例分析

安乐死与安宁疗护的不同

安乐死与尊严死亡

15 器官捐献 器官捐献的概念、意义及价值 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2
器官捐献的相关法令

脑死亡与器官捐献

16 尊重生命,敬畏死亡 体验活动、情景模拟 2

家属、患者等不同角色模拟体验,开展家庭会议、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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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计划(ACP)的探讨。⑦第10、11章节,引导学生
回顾失落与悲伤的经历,哀伤辅导案例中,通过模拟
医护人员对失去亲人的家属进行哀伤辅导,让学生了
解相应的原则和要点,学会哀伤辅导的技巧;通过安
宁疗护相关知识的讲解,让学生了解安宁疗护的概
况,共同讨论归纳应如何实施安宁疗护,并制作1份
安宁疗护宣传海报。⑧第12、13章节,播放“路桂
军———我为自己办葬礼”的记录采访片段,让学生了
解生前葬,为自己规划一个葬礼;通过展现青春期学
生不堪学业、情感等压力而产生轻生念头后,经过帮
助逐渐走出困境的剧情,教会学生正确应对各种压
力,并学会识别自身和他人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或自杀倾向,能够及时选择合理的援助方式。⑨第

14、15章节,以某主持人远赴瑞典执行安乐死的案例
为切入点,让学生了解安乐死的基本知识、相关法律,
以及各国安乐死合法实施情况。课后提出问题“如果
亲人身患绝症,你是否应该鼓励他撑下去?”进行辩
论,探讨安乐死的争议点,澄清安乐死与安宁疗护的
不同,引发学生对生命结局的辩证思考。教师通过真
实案例分享器官捐赠者的心路历程,介绍器官捐赠协
会,分组讨论脑死亡与器官捐赠的关系。⑩第16章
节,与当地殡仪馆和墓园合作,由工作人员组织学生
参观殡葬流程,体会亲人离世的悲伤,明白生命的可
贵,学会感恩生命;参观遗体整容,尊重死者,体会“生
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尊严死;体验遗体
火化仪式,体会“死别”的庄严与悲痛,更加珍惜生命、
敬畏生命;墓园参观,普及“绿色丧葬”理念;瞻仰博爱

园遗体、器官捐赠者事迹墙,通过瞻仰遗体,普及遗
体、器官捐赠的必要性和遗体捐赠者的无私与伟大,
表达对无私捐献者的敬意与敬仰之情。参观完成后,
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篇心得体会。
1.2.2 评价方法 入组前及试验组教学结束后,对
两组学生进行生命意义感量表测量;试验组增加填写
生死教育课程评价表和课程回馈单,以了解学生对课
程的认知度和满意度。①生命意义感量表:采用纪玉
足[9]编制的技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量表,经文化调
适后作为高职护生生命意义感的调查工具。量表共
包含37个条目,5个维度:生命控制、存在盈实、苦难
接受、生命目的、求意义的意志。采用Likert

 

5级评
分法,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赋1~5分,其中存
在盈实维度反向计分,总分越高,呈现个人生命意义
感水平越高。②生死教育课程评价表:根据课程知识
体系拟定,采用Likert

 

5级评价法,给出每个指标的
了解程度,1~5代表“非常不熟悉”至“非常熟悉”。
③课程总回馈单:调查学生接受生死教育课程后的满
意度。共包括8个问题,3个问题设非常不满意至非
常满意5个等级回答;5个问题由学生根据真实想法
进行开放式作答。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
据库,SPSS26.0软件行t检验、χ2 检验、Wilcoxon秩
和检验及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生命意义感量表得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学生生命意义感量表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时间 人数 生命控制 存在盈实 苦难接受 生命目的 求意义的意志 总分

对照组 教学前 54 3.90±0.52 2.54±0.96 3.77±0.86 3.10±0.85 3.60±0.80 125.09±16.36
教学后 54 3.74±0.70 2.76±0.79 3.60±0.89 3.11±0.79 3.40±0.83 123.07±19.28

试验组 教学前 56 3.81±0.48 2.71±0.98 3.86±0.74 3.00±0.85 3.52±0.75 124.52±15.19
教学后 56 3.87±0.54 2.56±0.80 3.73±0.79 3.45±0.70 3.93±0.52 130.00±12.86

t(两组教学前比较) -0.919 0.902 0.591 -0.598 -0.507 -0.191
P(两组教学前比较) 0.360 0.369 0.556 0.551 0.613 0.849
t(两组教学后比较) 1.093 -1.260 0.803 2.426 4.047 2.224
P(两组教学后比较) 0.257 0.210 0.424 0.017 0.000 0.028

  注:试验组总分及生命目的、求意义的意志教学前后比较,均P<0.05。

2.2 教学后试验组学生生死教育课程认知自评得分

 教学后试验组学生生死教育课程认知自评得分从
高到低的课程单元为器官捐献(4.10±0.82)、死亡与
濒死(3.88±0.68)、生命的历程(3.80±0.88)、生命
的礼赞(3.79±0.89)、生死教育概述(3.76±0.58)、
安乐死(3.75±0.65)、生命价 值 与 意 义(3.71±
0.73)、认识自杀(3.71±0.73)、失落与悲伤的调整
(3.69±0.68)、殡葬文化(3.66±0.69)、安宁疗护
(3.63±0.70)、生死学的前世今生(3.62±0.64)、生
命的互动(3.59±0.72)、生死问题的沟通(3.55±
0.93)、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3.50±0.79)。
2.3 教学后试验组学生生死教育课程反馈 对生死
教育课程非常满意37人(66.1%)、比较满意19人

(33.9%);对课程内容非常了解18人(32.1%)、比较
了解33人(58.9%);对课程上课方式非常满意33人
(58.9%)、比较满意22人(39.3%);5人(8.9%)对
此课程感到恐惧或害怕;56人(100%)赞成高职护生
接受生死教育;54人(96.4%)愿意再上生死课程。
3 讨论

3.1 课程设计的科学、规范决定课程的质量和实施
效果 生死教育根据“生死本为一体两面”的看法,将
死亡问题扩充为生命问题,探讨现代人所面临的死亡
问题、精神超克和生死的终极意义[10]。目的是通过
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命,了解生命的意义,从而
正确面对死亡,提升生命意义感[11]。目前,国外护理
专业死亡教育课程设置应用最普遍的是美国临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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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教育课程,旨在提高护生和临床护士的临终照护能
力[12],未呈现护生本身对生命和死亡的认知态度[13]。
我国港澳台地区死亡教育课程以认识生命本质、提升
生命价值与意义、临终照护、濒死与死亡应对为主,取
得了良好的地区性生死教育建设成效,为大陆开展生
死教育提供了借鉴。本研究设计的高职护生生死教
育课程,旨在促进学生自身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而
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在课程设计方面,综合考虑了
高职护生在面对生命问题和死亡问题时的困惑。一
方面,通过讲解“生命的历程、价值与意义、生命的互
动”等生命教育的通识知识,让学生了解生命的诞生,
接受生命的过程,树立积极的生命意义感。另一方
面,在学生充分认识生命之后,通过“死亡与濒死”“殡
葬文化”等死亡话题的学习,由生入死,有利于提高学
生的死亡意识,减少死亡焦虑,培养其积极的死亡应
对行为。在课程教学上秉承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
理念,融入多元化教学方式,形成了良好的教学模式。
在理论授课中,突出生命关怀与医学人文关怀特色,
帮助学生提高生命意义感,从而促进其对死亡的认知
应对。在实践教学中,为促进校企联合培养创新人才
模式,与市殡仪馆和墓园积极协同联合教学,共建“生
命教育基地”,实现从理论到实践教学基地融合,落实
“以死观生”的理念。
3.2 生死教育有利于提高高职护生生命意义感水平

 表3显示,试验组教学前后生命意义感量表总分及
生命目的、求意义的意志2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P<0.01)。说明学生通过32学时的课
程学习对生命形成一定的理性认识,能够拥有清晰明
确的生命目的,促进对自我生命目的、价值追求的满
意度。其面对问题时能够学会分析生命意义存在、生
存动机,表明本课程对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有正向促进
作用,与以往研究结果[9-10]一致。进一步证实教育对
提升生命意义感、培养正向生命态度具有积极作用。
3.3 高职护生对生死教育课程的认知度和满意度高

 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对生死课程满意度为100%;
对理论讲授+实践体验的授课方式,98.2%学生表示
满意;上完生死教育课程后,全部学生都认为高职护
生需要接受生死教育,96.4%学生表明如果有机会,
愿意再次上生死教育课程。但5名学生认为在死亡
与濒死、殡葬文化两个单元授课过程中,会感到恐惧
或害怕,这可能与高职护生在直面死亡时的心理调
适、学习等方面的能力较弱[14]有关。护理专业学生
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未来职业方向要求他们对生和死
有更深刻的理解,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处理病痛和
死亡带给自己、同伴甚至是患者家属的负面影响[15]。
陈燕等[16]研究发现,与叙事护理工作坊相结合的新
形式死亡教育,能够以参与、互动和讨论的方式启发
高职护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探索生命意义的实现途
径。因此,在之后的实践研究中,需对死亡相关内容
的讲解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完善课程内容和授课方
式,以讲故事的形式鼓励学生分享个人与死亡有关的
经历,提前对学生进行生死教育的心理建设。

4 小结
本研究以高职护生生命意义感为核心,设计生死

教育课程并实践,有效提高了高职护生的生命意义感
水平。但仍有部分问题亟需完善,如生命控制、存在
充盈、苦难接受维度得分提升不明显,这可能与课程
实践开展时间短有关。另外,本研究以选修课形式开
展,未进行课程知识考核,课程效果的客观评价需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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