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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生里通过殡葬文化进行生死学教育的探索 
何建萍  刘明*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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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死学教育是当前针对医学生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将殡葬文化与专业医学知识结合，引导学生从殡葬的视角看待

生命，形成对自我生命的觉悟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关怀与救治。生死学教育与殡葬文化之间具有良好的结合点，在当前医学生的教育

教学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医学生生死学教育内涵及必要性，探索在医学生里通过殡葬文化进行生死学教育的路径，以

此引导医学生在学习与工作过程中形成对生命的正确认知，尊重生命，具备成为一名专业医生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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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教育活动中，除了专业医学技术的应用之外，生死教育

也是医学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医学教育活动中我们利用

殡葬文化对医学生进行生死学教育，引导学生正视生命、尊重生命，

从而提升医学生进入临床的医学人文关怀的能力。在教育活动中引

导学生关注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将医学生未来的实际工作需求与殡

葬文化相结合，灵活对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死亡教育活动。 

1.生死学教育内涵及必要性 

与传统的教学活动相比，生死学教育活动本质是一种人文性教

育活动，教育目的并非使人获得某种具体领域的科学应用知识，并

非在于提升学生的谋生能力，而是通过教育活动引导医学生正确认

识由生到死的过渡，从而在医学救助活动中能够正确面对自我、亲

人以及他人的生死，形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自我认知，不避讳死，能

够以正确的心态面对生死[1]，形成正确的生死观，并从对死亡的认

知中获得如何更好地面对生命。 

生命教育与医学生的专业课程知识往往相融合，我们在生死学

教育活动中，对学生开展死亡与生命意义层面的教育，能促进医学

生对生命的正确认知，并引导学生关注生活问题、生命问题以及人

生问题，通过优化知识，在讲授的过程中利用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

活动，引导学生关注生命、敬重生命，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能很好地

促进医学生珍惜与爱护生命[2]。当前大学生多为 90 后、00 后，学生

的成长环境往往较为优越，处于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成就较多的时

期，成长条件往往较为优越，同时此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往往较为

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较为迅猛，不同价值观的交汇使得大学生成长

中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对生命的漠视等。因此在当前工业文明

冲击以及生活节奏较快的背景之下，很多学生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

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出现焦虑、抑郁甚至自杀倾向，对生命的敬畏

不足，当代医学生生命意识的淡薄，对学生进行生死学教育尤显必

要。 

2.在医学生里通过殡葬文化进行生死学教育的探索 

2.1 在殡葬文化中融入生命教育 

当前我国殡葬文化已经逐渐从精英型教育转向大众性教育，殡

葬文化融合的内容不断丰富，在融入殡葬文化内容本身的基础之

上，同时融合了宗教学、哲学、艺术、音乐、环境科学、文学等多

项领域的知识，实现了与生命教育之间的有效融合[3]。同时我国的

殡葬文化致力于改变当前的生死观以及生活习俗，通过各种形式的

教育活动，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教育、生命哲理教育、殡

葬文化等，并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予以体现和概括，促进了我国殡葬

事业健康、快速、协调发展，也促进了我国殡葬文化向着现代化、

人性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提升人们养生送死、从生到

死的生命质量与感受，以此抵御当前快速发展的工业方式与技术操

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殡葬文化人道化、人性化发展，并实

现了与生命教育之间的有效融合，以此不断提升我国殡葬行业品质

与水准。所以殡葬文化有丰富的生命内涵[4]。 

2.2 通过殡葬文化对医学生引入生命教育规划 

在各项医学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通过殡葬文化对学生引入生

命教育规划，在各项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到生

命的独特、可贵之处，在各项教育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接触中，引

导学生更好地感受生命的可贵，体验生命的意义，感受生命的喜悦，

并在殡葬文化与各项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从而在医学实践活动中更好地感知生命、珍爱生命，

并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能够积极乐观向上[5]。在殡葬文化中引入生

命规划能实现这一教学效果，引导医学生了解在生前即规划死后之

事，强化生命意义的各项教育。殡葬文化的形成根植于我国长期农

耕社会，依托于农耕文明，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与文明意义，因此

在殡葬文化教育活动中，引导医学生合理吸收殡葬文化中的追思怀

念内涵，在各项殡葬仪式活动开展过程中能够感受人生的意义与生

命价值[6]。 

现代科学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对逝者追思更好的怀念方式，加强



理论探讨 

 211

了殡葬文化建设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以殡葬文化建设为契机，引

导医学生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养成良好的生命规划意识，将其纳入

生命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引导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敬畏生

命、尊重生命。 

2.3 殡葬文化对医学生职业规划的作用 

通过殡葬文化教育能促进医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发展，通过殡葬

文化能强化医学生敬畏生命的意识，使得医学生走上临床工作岗位

之后，除了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的医学专业技术知识及时帮助患者康

复、挽救患者的生命外，能在走上临床工作岗位后更好地实现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承担起做为医生的职业责任。引导医学生

了解医疗殡葬一体化工作机制，构建向死而生转身去爱的生命观，

帮助社会接纳死亡、超越死亡，构建超越物理主义的生死认知，对

医学生未来走向临床工作及其职业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7]。

利用殡葬文化教育有利于促进医学生走向临床的医患沟通，学生通

过殡葬文化活动的开展，对生死观念形成了一定的认知，能够学会

以相对理性的视角看待生死，而生死是临床治疗活动中不可避免需

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有利于促进临床治疗活动中与患者及其家属的

沟通，引导患者及其家属形成对疾病治疗的理性心态，一旦患者本

身疾病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而当前的临床治疗方式确系难以治

疗，患者生命难以保住，则对患者及其家属给予必要的抚慰，这是

医学生走向临床工作岗位的必备技能之一，通过殡葬文化教育能够

有效实现这一教育效果[8]。 

2.4 多样化的殡葬文化体验和实践活动对生命有整体的认知 

利用殡葬文化对医学生布置多种形式的实践教育活动，例如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引导医学生到殡仪馆、陵园进行实践与实习，对医

学生布置部分具体操作项目，进一步涵养医学生的生命情怀，他们

通过医学生对逝者防腐、整容、化妆、穿衣、告别、追悼以及火化

等相关流程的了解，来促进医学生养成对生死、生命的真切感受与

体会，并在逝者家属痛失亲人的悲痛之中更好地感受生命消逝的心

得[9]。因为疫情原因我们通过视频影像等来代替线下的实地参观，

在殡葬文化开展过程中引导医学生更好地去传承生命文化，更好地

对促进医学生的生命教育，通过形式多样的团体活动引导学生为自

己撰写追悼词、墓志铭等，讲诉自己直接或间接参与死亡事件的体

验活动，结合社会事件等进行生命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医学生对生

命的感悟与体会，我们的实践证实在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中能让医

学生体会到生命有限性的整体认知[10]。 

3.结束语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还未对医学生开展殡葬文化教育，甚至很多

临床医生对殡葬文化还不了解或是存在一定的误解。医疗与殡葬之

间宜相互了解各自的关怀内容、相互交流，将道别、逝者的尊严、

精神照护、灵性关怀、丧亲者哀伤辅导等共同任务统筹起来，协同

发力，寻求最佳关怀。因此在医学教学活动中开展生命教育的意义

非凡，我们的实践证实殡葬文化是对医学生进行生死学教育的绝佳

途径之一，实现殡葬文化教育与生命教育之间的有效融合，可以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助力，可以促进我国生命教育的全面普及，

通过不断完善我国各项教育体制，将殡葬文化融入到医学生的生命

学教育中，可以将其做为医学人文的部分融入至医学生价值体系之

中，从而进一步优化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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