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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因”理念的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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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高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方法
 

基于“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理念设计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对90名选修该课程的本科医学生进行教学。对比开课前后学生的生命态度,并在结课后收集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结果

 

结课后,
学生的生命态度总分及生命意志意义、生命控制、苦难接纳、死亡接纳4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开课前(均P<0.05);在课程评价

中,96.67%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教学方案符合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90.00%学生认为满足了其心理需求和思想期待,95.56%学生

认为收获较大,92.22%学生对课程满意。结论
 

基于“三因”理念的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生命态度和思政素

养水平,学生总体获益感较高,教学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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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教育是医学院校开设的医学人文类选修课,
旨在引导学生形成尊重生命、正视死亡的价值观

念[1]。2020年12月,教育部在对《关于新冠疫情后

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的提案》的答复中明确指出:注
重把生死教育与疫情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
推动各地各高校将生死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帮助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命

观[2]。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优化生死教育课程结构,
使其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不仅是构建生命教育格局

的重要一步,也是完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关键

一环。“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要理

念[3],其为开展高校思政工作提供了鲜明的理论指导

和具体的实践指南。基于此,我校以“三因”理念为指

导,同时结合生死教育课程特点设计并实施生死教育

课程思政教学方案,教学成效满意,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2年3~7月,选择我校2022年春季

选修生死教育课程的本科医学生90人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生37,女生53人;年龄18~22(19.61±1.31)
岁。2021级4人,2020级56人,2019级30人。护理

学专业45人,临床医学专业32人,麻醉医学专业8
人,药学专业5人。

1.2 方法

1.2.1 课程概况 生死教育课程由我校护理学院开

设,为面向全校本科生开放的选修课程。课程内容涵盖

生命价值教育、生命伦理教育、死亡教育和死亡文化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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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包括哀伤辅导、自杀、安乐死、死亡教育、殡葬文化、
安宁疗护6个章节。共计32学时,每学时40

 

min。
1.2.2 课程思政教学方案设计 本课程组包括3名

教师(1名教授、2名讲师,均为硕士学历),2名助教

(均为硕士研究生),另外聘请1名专职思政教师(教
授,博士)进行指导。所有教师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因”讲话的会议文件,集体探讨“三因”理念的内

涵,并在分析生死教育课程特点、充分挖掘学生需求

点和时代热点的基础上构建教学方案。本课程以原

有教学目标为基础,充分融入德育要求,确立“培育对

生命、死亡拥有正确认知理解,具有良好心理素质和

人文素养的医学人才”这一思政育人总目标,并结合

课程每一章节具体教学内容,制订更为具体的思政育

人目标,见表1。
表1 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教学章节 思政融入路径/素材 思政育人目标

哀伤辅导 1.案例分析:基于“护士好心安慰丧亲家属,反被投诉缺乏人情味”案例,学习换位思考、讨论哀伤辅

 导的本质

2.课堂活动:①临床教师讲授哀伤辅导的原则、经验与要点;②学生分组(每组10人)合作构建临床

 哀伤辅导方案

1.培养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精神

2.提升哀伤辅导技能、共情能力

自杀 1.案例分析:①基于高校大学生自杀的多个案例,学生分析引发自杀原因、识别自杀征兆、寻求合理

 帮助;②基于人民日报报道“抗癌6年,女大学生手绘 Q版抗癌日记鼓励自己与病友”案例,学生

 探讨个人启示

2.课堂活动,心理学教师抗压技巧分享,学生现场减压体验

1.强化自杀危机识别、处理的能力以及抗压、

 抗挫折能力,提升心理弹性

2.树立珍爱生命、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安乐死 1.热点讨论:学生分组(每组10人)辩论,“安乐死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安乐死是否应该在中国

 合法化”

2.思维拓展:学生探讨临床中可能遇见的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及合理的处理方式

1.培养思辨能力和法治意识

2.遵守伦理原则,恪守职业道德

死亡教育 1.视频观看:学生针对纪录片《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片段讲述内心感受

2.课堂活动:医务人员抗疫故事(生死观)现场分享

1.唤醒生命意识,提升生命意义感,树立尊重

 生命、正视死亡的价值观念

2.培养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

殡葬文化 1.现场参观:市殡仪馆(灵堂布置,遗体告别仪式,逝者入殓,各种葬式葬法)

2.课外活动:市纪念陵园洒扫

1.养成珍惜时间、活在当下、善待他人的生活

 态度

2.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

3.传递“人生有死、死得其所”价值观念

安宁疗护 1.现场参观:安宁疗护示范病房,学习相关工作内容

2.政策解读:教师结合病房环境建设、人员配置、设施设备等,解读《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

3.社会实践:学生自制资料,深入社区宣传安宁疗护

1.树立关爱、尊重患者,为患者服务的职业精神

2.增强对国家制度自信心、自豪感

3.培养大局观念,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

1.2.3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1.2.3.1 因事而化 “因事而化”即选用具体事物,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达到化解问题、化育学生

的作用,且事物的选择既要契合思政育人目标,又要

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工作、成长发展需求。在哀伤辅

导章节中,教师通过展示“护士好心安慰丧亲家属,反
被投诉缺乏人情味”的真实案例,并提出以下问题:①
案例中护士的做法有何不妥? ②假如你是案例中的

医务人员,你应该如何安慰丧亲家属? 假如你是案例

中的丧亲家属,你希望获得医务人员怎样的安慰? 引

导学生讨论作答,让学生在换位思考中领悟哀伤辅导

“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核心理念;随后,教师安排本

校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分享临床中哀伤辅导的经验与

要点,并给出临床真实丧亲案例(获得家属知情同

意),要求学生以小组(10人一组)为单位,充分挖掘

案例信息,确定丧亲家属需求,在此基础上构建富含

“人情味”的哀伤辅导方案并进行阐述,再由医护人员

指导点评。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

际应用,既培养了哀伤辅导技能、提升了共情能力,又
将人文关怀的理念植根于心中。

在自杀章节中,教师给出多个大学生自杀案例,
让学生分析该群体自杀的主要原因,随后提出问题:

自杀是否可以预防? 自杀行为发生前,自杀者通常有

哪些异常表现? 面对这些异常表现,你会如何处理?
通过教师的逐步引导,学生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

基础,通过查阅文献、书籍,学会从情绪、语言、行为等

多个方面识别自杀征兆,并能及时寻求合理的帮助;
之后,教师继续分享《人民日报》报道的大学生孙莹的

抗癌事迹,让学生讨论孙莹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所持态

度行为对自我的启示,通过正反案例使学生在学习中

逐渐树立珍爱生命、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此外,安排

心理学教师分享如正念冥想、呼吸放松训练、积极心

理暗示等实用抗压技巧,再让学生回顾近期自身经历

的压力事件,现场进行抗压训练,以帮助学生合理、有
效地应对今后生活与学习中的压力与挑战。

1.2.3.2 因时而进 “因时而进”就是要抓住恰当时

机,利用时代背景下的热点事件和关键节点,因时制

宜、与时俱进培育学生[4]。在2022年3月举行的全

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刘贵芳提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

建议,引起了社会大众的热议。因此,在安乐死章节

中,教师结合当下社会讨论热点,设置“安乐死是否符

合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安乐死是否应该在中国合法

化”2个辩题,让学生分组进行圆桌辩论,且每个小组

在辩论结束后须给出一个核心论点及论据并进行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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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再由教师从情理、法理、伦理等多角度进行点评总

结,以此提升学生理性思考、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帮
助其树立法治意识,使学生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更好平衡“情”与“法”之间的关系;此外,教师还针对

由“安乐死”所引出的“伦理道德”话题进行拓展提问:
“在临床中还可能遇到哪些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
(如器官捐献、人工辅助生殖、病情告知等),若你遇到

了这些问题,你会怎么做?”给予学生10
 

min的时间

进行资料查阅,并鼓励其进行知识迁移,让其根据自

身临床见习经验和所学专业课知识进行思考,使学生

充分拓展思维,在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树立

“遵守伦理原则、恪守职业道德”的坚定立场。
在死亡教育章节的教学中,教师播放《人间世·

抗疫特别节目》中“患者抱有顽强求生意识,医护人员

坚持抢救不放弃,最终患者转危为安”的真实片段,让
学生思考、探讨内心感受,以唤醒其生命意识,增强生

命意义感。随后邀请我校附属医院一线抗疫人员进

行现场分享,通过讲述其数次面临患者重生或逝去后

对生命、死亡的看法和感悟,旨在引导学生重新审视

生与死的意义,进而树立“尊重生命,正视死亡”的价

值观念。另外,教师还适时地对医务人员敬佑生命、
甘于奉献的抗疫精神进行强调,借此鼓励学生应在国

家和社会需要的关键时刻迎难而上,勇于担当。
1.2.3.3 因势而新 “因势而新”要求结合社会发展

与形势变化,创新教学手段、搭建平台渠道,打造学生

真心喜爱、获益颇丰的教学课堂。在殡葬文化章节

中,教师将课堂“搬”到我市殡仪馆,组织学生参观完

整的殡葬流程。通过观看灵堂内温馨明亮的布置以

及遗体告别仪式中生者对逝者流露出的不舍与眷恋,
向学生传递殡葬文化中的温情与感动,进而引导学生

养成“珍惜时间、活在当下、善待他人”的生活态度;观
看入殓师细致温柔地为逝者整理遗容,让学生真切感

受死亡的尊严,从而克服内心的恐惧;带领学生观看

树葬、花葬等丧葬方式,以此传播文明、绿色、环保的

殡葬文化,让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最后,在临

近清明节时,教师组织学生到我市纪念陵园洒扫,并

讲述器官捐献、见义勇为等逝者的故事,向学生传递

“人生有死,死得其所”的价值观念。
在安宁疗护章节的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走进我

市安宁疗护示范病房,现场学习相关内容,并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为临终患者按摩、梳发、擦洗等,让学生

领悟“解除痛苦、促进舒适、维护尊严”的安宁疗护工

作理念,并培养学生作为医务人员为患者服务的意

识;之后,教师结合《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5]文件

讲解并展示病房环境建设、人员配置、设施设备等,让
学生切身感受我国卫生保健体系逐渐完善给人民群

众带来的益处,以此提升对安宁疗护的认同感,增强

对国家制度的自信心;课后,教师要求学生结合所见

所学所感分组自制安宁疗护宣传手册、海报或视频,
鼓励其利用空闲时间深入到我市各个社区进行宣传,
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利于提升社会大众对安宁疗护的

认知度,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感,让
其主动为推进我国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1.2.4 评价方法 ①生命态度。采用何奇英[6]编制

的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评价学生的生命态度,该量表

包括生命意志意义(9个条目)、生命目的(4个条目)、
生命控制(7个条目)、存在盈实(10个条目)、苦难接

纳(5个条目)和死亡接纳(4个条目)共6个维度45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除存在盈实和死亡接纳2
个维度外,其余维度均为正向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生

命态度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

为0.89。由课程组在首次课程开始前和末次课程结

束后对学生进行调查。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由课

程组自行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表,包括4个封闭式

问题和1个开放式问题(对课程思政思政教学方案设

计与实施的建议、意见或思考)。在末次课结束后现

场发放给学生填写。问卷均有效回收。
1.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和配对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教学前后学生生命态度得分比较 见表2。
表2 教学前后学生死亡态度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生命意志意义 生命目的 生命控制 存在盈实 苦难接纳 死亡接纳 总分

教学前 90 30.12±5.74 13.87±2.94 25.58±3.60 25.21±7.00 17.00±3.10 11.00±2.80 122.78±10.31
教学后 90 31.93±5.40 14.34±2.97 26.97±3.91 25.02±6.68 18.00±3.30 12.79±2.70 129.06±9.93

t 2.574 1.073 2.509 -0.197 1.992 4.435 4.122
P 0.012 0.286 0.014 0.845 0.049 <0.001 <0.001

2.2 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 研究结果显示,
87名(96.67%)学生认为教学方案符合认知规律和
接受特点,81名(90.00%)学生认为教学方案能满足
心理需求和思想期待,86名(95.56%)学生认为通过
思政教学总体获益较大,83名(92.22%)学生对思政
教学总体满意。

2.3 学校评价 教学前期,我校教务处从必要性、合
理性、可行性等方面对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改方案进
行评审,确立此课程为我校2021年课程思政示范项
目。教学方案正式实施后,教务处通过现场观察、随
堂听课、学生访谈、资料检查等方式进行有效性评价,
均给予肯定。此外,本课程被我校推荐参评省级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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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其中安宁疗护章节课程设计

被推荐参评校级课程思政优质教学案例。
3 讨论

3.1 基于“三因”理念的课程思政教学有利于培养学

生正向生命态度 生命态度作为一类心理现实,是指

个体对生命相关事物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7],其
本身也是个人思政素养的一种重要体现。表2结果

显示,经过基于“三因”理念的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

后,学生生命态度总分及生命意志意义、生命控制、苦
难接纳和死亡接纳4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教学前(均
P<0.05),提示本课程教学对学生的生命态度起正

向促进作用,学生能积极感知生命存在的意义并对自

我生命持负责的态度,并且愿意接纳生命中的苦难与

挫折,能够正确应对和处理由死亡带来的焦虑、恐惧。
在教学内容上,本课程以生死教育知识点为载体,以
“三因”理念为指导,通过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政点,
将单纯的生死教育拓展为德育教育;在教学目标上,
本课程把引导学生对生死教育的认知学习和对其中

蕴含思政元素的感知领悟同时作为授课目的,力图使

学生广泛感受生死对个人心理、情感、精神等各方面

的影响,从而塑造科学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例如,
在哀伤辅导章节中,教师要求学生根据临床真实案例

构建富含“人情味”的哀伤辅导方案,以此方式将哀伤

辅导的原则、经验等知识点与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

本、人文关怀”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学
生既掌握了相关知识点,又无形地受到思政熏陶,使
其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兼顾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实
现生死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双重作用,有效提升学生的

生命态度。另外,本课程除了挖掘生死教育自身具有

的思政元素外,还在安乐死、安宁疗护等多个章节适

当拓展制度自信、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
以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
3.2 基于“三因”理念的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增强学

生的学习获益感和满意度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
势而新”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师

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

生[8],积极地利用事、时、势提升育人成效。表3结果

显示,教师通过因事、因时、因势设计并实施的生死教

育课程思政方案,96.67%学生认为符合其认知规律

和接受特点,90.00%学生认为能满足其心理需求和

思想期待;通过本课程教学,95.56%学生认为获益较

大,对课程的总体满意度达92.22%。本研究在设计

哀伤辅导和自杀章节教学时,以学生在学习、工作、生
活、成长过程中可能或已经存在的现实问题与需求为

导向,以典型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技能培养为基础,
充分融入思政元素,利用启发式的设问,引导学生逐

步探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提升思想认识水平。
又如,在安乐死和死亡教育章节中,教师将时代发展

现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深入挖掘时代感强的内容,

以近年来国家社会发展中的热点新闻和重要事件作

为切入点进行教学,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辩证批判自

我与他人的观点看法,同时还引导其进行知识迁移、
思维拓展,教师给予学生充分表达自我的机会,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9];再如,在安宁疗护和殡葬

文化章节中,教师积极创新教学方式,主动整合优质

资源,与我市殡仪馆、纪念陵园、医院等共建校外教学

基地,将课程知识点、思政点融入至体验式教学和社

会实践活动中,增添了课程的趣味性和吸引性,让学

生在亲身体验、现场参与的过程中形成理性认识,以
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和获益感。
4 小结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仅是对开展

高校思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更是对开设教育课程、
教学活动提供的新思路。本研究基于该理念设计并

实施的生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方案,契合学生认知规

律与接受特点、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与思想期待,切
实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生命态度水平和思政素养,并获

得学生认可。但本研究尚存在不足:其一,未设置相

应对照组,无法实施横向比较;其二,虽采用课后撰写

体验汇报、观后感等方式考查学生的思政素养培养情

况,但未形成量化评分方式,且所选量表针对学生思

政素养相应评价指标相对单一,还需进一步扩充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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