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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护生生命观的现况研究
苫君玲　陈亚男　梁柏莹　韦义萍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目 的：调查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护理专业

大学生生命观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护理大学生生命教育

体系建立提供依据。方法：通过随机抽样，发放生命观量表进行

调查，采用卡方检验、Logistic 回归模型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学历层次不同（X2=-2.175，p<0.05）和家庭中父母的关系情况

（X2=3.067，p<0.05）对护生生命观影响有显著差异。结论：专业

学习和和谐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护理大学生的生命价值感，生命

教育体系建立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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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 至今，这场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我国带来

了空前的长远影响，尤其体现在医疗事业方面。据研究数据统计，

援鄂的医疗队员中，护士所占比例高达 70%，成为了本次全球突

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力军。在这次的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

事件中，护士这个角色越来越被社会所需要和认同。

通过这次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可以了解到，作为一名

护理人员，工作的特殊性不仅要求其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也要在对待患者时具备更加强烈的生命价值观念。

而护生是护士的人才储备，其在校期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护生的培养显得尤为

重要，要充分利用这一“关键形成期”开展生命教育，让护生以“生

命”意义思考护理职业，内化职业价值，尊重生命。

研究显示，现阶段我国各大高校的生命教育没有形成系统，还

处于起步阶段，不少护生的生命认知和价值感有偏差。因此，重视

对护生进行生命教育，将生命教育与护理教育相融合是刻不容缓的。

本次研究随机抽样了 3 所广西省医学高校的护生，旨在了解

并分析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护生生命观现状，为将

来护理生命教育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工具

（一）研究对象

2020 年 7 月 -8 月，通过问卷星在线问卷平台随机抽取以广

西省 3 所开设护理学专业的高校护理专业学生 730 名，其中收回

问卷为 650 份，无效问卷为 37 份，有效率为 94.30%，护生年龄

范围在 17-21 岁。

（二）研究工具

本次调查问卷参考了郭冰杰的护理专业学生生命观现状认知

调查表，共计 30 个条目（整体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达到 0.854>0.7，

可靠性好）。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613 名调查对象中，男生 65 名（10.60%），女生 548 名（89.40%）。

其中，出生在城镇的有 134 名（21.80%），农村有 479 名（78.20%）；

本科学生有 258 名（42.00%），高职学生 355 名（58.00%）；独

生子女有 79 名（12，80%），非独生子女有 534 名（87.20%）；

单亲家庭的有 46 名（7.50%），双亲家庭有 547 名（89.30%），

其他有 20 名（3.20%）。

（二）护生生命观现况分析

1. 经过问卷数据统计得知

（1）按照性别差 异的不同，男生生命观平均分（`x=131.89）

明显低于女生（`x=133.24，P=0.48）；

（2）本科护生生命观得分为（`x=131.61）显著低于高职生

（`x=134.18 ，p<0.05）；

（3）独生子女护生生命观得分为（`x=131.46）显著低于非独

生子女（`x=133.34，P=0.28）；

（4）对比于不同的家庭情况，其中单亲家庭（`x=133.41）和

家庭条件较好（`x=134.27）的生命观得分最高；

（5）父母关系和睦的护生生命观得分（`x=133.59）显著高于

父母关系不和睦（`x=126.60，p<0.05）。

可见，学历层次、父母关系存在显著差异。

2. 分析原因

（1）女生的生命观得分更高也许是因为女生较男生更为敏感，

在性格方面较男生有更多的情绪波动，并且大多数女生都具有母

性，生命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更为神圣；

（2）本科的生命观得分较低的原因可能是学年制度不一样，

高职毕业护生比本科早一年进入临床，发生了全球突发性的公共

卫生事件之后，多数授课以线上为主，缺乏实践，因此高职毕业

生能够更快进入临床，接触到生离死别，关怀能力更强，因此生

命观得分更高；

（3）非独生子女的生命观得分更高也许是因为同家里的兄弟

姐妹一起成长，很多时候更能换位思考；

（4）单亲家庭的小孩可能大多数缺乏来自父母一方的关爱，

无法弥补，因此更需要获得对生命的认可，研究显示，大多数家

庭在本次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了恐慌，尤其是子

女从医的家庭，单亲家庭里的独生子女可谓是家里的顶梁柱，因

此更能意识到生命的重要性。而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没有生活压

力，更容易获得幸福感，所以生命观得分更高；

（5）父母相亲相爱是对孩子 最好的教育，关系和睦的家庭培

养出的孩子可能会更自信一些，更具有亲和力、善良宽厚，因此

家庭和睦的护生生命观得分更高。

（三）影响生命观的因素分析

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见表 1），父母关系和学历程度差异对护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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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得分有显著的影响。

表 1　生命观得分的多因素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136.51 44.18 ＜ 0.001

父母关系 -7.06 -0.12 -3.11 p<0.05

学历程度 2.62 0.09 2.23 p<0.05

注：R2=0.023，F=7.229，P=0.001

三、讨论

（一）推进“家庭治疗”，改善家庭成长环境

从调查数据中得知，家庭环境中父母关系是护生生命观的影

响因素。很显然，家庭氛围和谐，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重

要的助力剂。

但现阶段，仍然有大多数保守思想的父母认为家庭问题是父

母的个人问题，没有寻求改善的主观动机，认为“家丑不外扬”，

因此很难调节。

随着社会重视家庭环境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如今“家庭

治疗”是一类以家庭为单位的治疗模式，治疗师通过对家庭成员

进行治疗性会谈帮助改善家庭关系，建立良性的家庭互动模式，

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家庭氛围，促进家庭的良性运转和家庭成员的

身心健康，和睦的家庭氛围是使护生拥有健康心态的根本保障。

因此推进“家庭治疗”的发展，加大“健康家庭”的宣传力

度，能够有效降低家庭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只有父母努力学习了，

儿女才能天天向上。

（二）学校完善护生生命教育体系，引导护生厚植积极生

命观

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各地正积极开展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

实践研究，且仍有极大发展空间生命教育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教育

过程，是护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命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从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各个阶

段的教育中都应当被重视，实现一个有效的衔接，才能从根本上

提升生命价值观念。

目前我国的护理教育偏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大多

数护理院校并未开设生命教育课程，没有形成独立的课程体系，

而是把生命教育的内容穿插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

全教育等公共课程中。

因此，从社会对护理工作者的职业需要出发，重视护生的生

命教育，是奠定护理岗位工作职业情感的前提。各大医学院校应

当积极采取学生主动参与的、开放的、互动的教育、教学方法，

学生作为主体的全面参与及课程的体验实践在教学中融入感恩和

关怀教育与社会支持系统的情感教育元素。

在近期的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大多数高校通过在

线对英雄人物进行宣传，在护生的职业认同感上有积极推动作用，

让护生更能体会护理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

因此，校方应学会转变教育理念、改革创新体系、加大师资

力量，帮助护生培养积极乐观、坚韧顽强的生命态度，学会换位

思考，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护理工作中的困难，在工作中体现生

命价值。

（三）社会丰富科学生命观宣传方式，助力提升生命价值感

随着素质教育推进和发展，生命教育理念已纳入护理人才培

养。但有学者调查发现，医学专业课程对生命价值观的教育内容

涉及较少，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本次调查显示，护生生命观念的

总体水平较低，对生命认知来源局限，主要以学校为主。

然而，在这次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家、社会、

学校多方位多角度地通过舆论导向、积极健康的网络平台以及自

媒体的宣传，一幕幕地讲述敬畏生命的行为，使护生的职业使命

呈加速度内化，发挥社会教育的职能。

四、结语

全球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为护生生命教育体系建立

提供了新视角，生命教育的本质是价值观教育。高校作为培养未

来国家医疗护理事业主力军的主阵地，如何帮助护生在校期间，

从思想认知到技能实践，帮助护生强化敬畏生命，捍卫生命，提

升护生的生命价值感，需要从事高校教育的我们不断探索实践，

构建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教育体系，为护理人才的培养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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