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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等职业学校的护理专业总体上呈现出课程专业

性强，但与临床现实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临终关怀”教育重视

程度不足，课程内容设置落后，给予的学时不够，导致学生缺乏

与病患的情感交流与共鸣，因此学校要从教学形式改革入手，提

高“临终关怀”教育的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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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提高，这就使得需

要临终关怀的病患数目增多，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临终关怀”

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学生的“临终关怀”素养有待提高。临终关

怀集合生理，心理等方面，在敬畏生命为病患舒缓病痛上起到重

要作用。本文旨在对高职护理专业“临终关怀”教育进行分析研究。

一、服务老龄化社会，开展第二课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明显，这就使得

需要接受“临终关怀”的群体不断扩大。但是目前高职学校护理

专业的“临终关怀”因重视程度不足，缺少专业的教师与教材进

行指导，导致学生的相关素养仍有待提高。临终关怀，是集合人

文社会科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要求学

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医学护理基础，还要通过实训课程掌握常见

的临床心理生理变化过程，为病患提供优质服务。

例如针对目前“临终关怀”教育缺乏实践机会的问题，学院

应积极开展第二课堂。临终关怀课程中涉及护理学、心理学、伦

理学等方面，因此学校可以通过形式丰富的第二课堂活动，寓教

于乐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提高临终关怀素养。笔者认为具体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学生应提前进入临床实践，学校与敬老

院和社区达成合作关系。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定期前往病房、社区

等地进行参观并为他们检查身体、提供饮食护理和陪伴散步聊天。

同时为其家属开展临终关怀教育课堂，传授基本的护理知识。在

实践中使学生们感受到临终关怀的必要性，形成对生命的敬畏之

情。其次，在每年 10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即“世界临终关怀与疏解

治疗日”中开展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如进行“一路同行”演讲比赛，

观看国内外记录片，举办“临终关怀”专家进校园讲座等，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培养专业人才的目的。最后，在课堂中采

用小组讨论、辩论等多种教学方式，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得到提升。

二、培养专业化人才，改进课堂形式

临终关怀不仅是一种人性化的服务，还是近年来集合心理学、

伦理学、基础护理学等方面内容的新型学科，具有很大的研究发

展空间。目前随着经济发展，临终护理学虽然有之前相比有一定

的进步，但总体上还呈现出专业性不强，重视程度不足与发达国

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作为我国临终关怀学中流砥柱的高职护

理学生，在其发展进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对高职学生进行

临终关怀教育，对培养专业化人才十分重要。

针对我国“临终关怀”缺乏专业化人才的问题，学校通过改

进课堂形式，丰富教育形式，完善学科建设。首先，在课程内容

讲授方面教师应以教材内容为主，Y 依据教学大纲要求并利用多

媒体为辅助手段，播放相关的纪录片、电影分享国内外文献的方

式拓展学生的学科视野，提高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接下来，进

行实践教学，教师通过开展情景模拟，让学生分别扮演医生、患者、

家属等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角色。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处理医患关系

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交流，排解他们的痛苦。在实践中学生可以

亲身体会到临终关怀的必要性，产生对死亡与生命的敬畏之情，

提高职业道德与使命感。最后，教师将就在实际的临终关怀中如

何综合利用心理学、护理学、伦理学的知识对病患进行全方位的

照顾为主题，开展小组讨论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提出自己

的间接，培养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提高临终关怀素养，进行临床带教

高校开展临终关怀课程要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

升其对生命与死亡的敬畏感为教学目的，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

提高其临终关怀的专业素养。临终关怀涉及到基础医学、生命科学、

心理学等多方面学科，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拥有

较强的实践能力，可以灵活应对临床常见的生理以及心理问题。

针对我国现阶段“临终关怀”教育学科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学校应进行临床带教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学校与具有临

终关怀职能的医院达成合作关系。医院成为学校的教学实践基地，

每年给学校的护生提供实习机会，帮助其将课本所学与实际操作

结合起来，更加全面的掌握临终关怀的实施方法。针对特殊病患

带领学生进行专业的课题研究，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

的同时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

四、结语

“临终关怀”旨在为病患及其家属提供从身体到心理的全方

位的照顾护理，帮助其疏解痛苦，提高生存质量。现阶段我国的“临

终关怀”教育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学校要通过

第二课堂，改进教学形式和临床带教的方式，提高学生的相关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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