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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命教育指的是在护理教学中加入与生命相关的内容，从而帮助学生有效认识生命并学会尊重生命，这有助于学生在后续学习发展

过程中达到良好的精神水平，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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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教育内容，指的是在教学中

引入生命内容，引导学生对生命进行深刻认识，进而学会欣赏生命、

尊重生命，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学习工作实践中去。在高职基础护

理教学环节引入生命教育很有必要，因为护理工作就是直接与患者

打交道，这个过程中医护人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追求将直

接决定其工作态度和实践效果。 

临床护理工作过程中，护理人员不仅要全方面负责患者的护理

工作，帮助患者完成相关的治疗内容，还需要积极了解掌握患者个

人心理状态及其需要，并结合患者个人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心理护

理，从而促使患者达到身心和谐的良好状态。不仅如此，在这个过

程中，护理人员还需要引导患者正确认识病痛，并强化对生命的尊

重。 

基础护理是护理专业的必修课，也是其他开展其他临床课程的

前提和基础。在高职基础护理教学过程中引入生命教育，能够帮助

学生进一步强化对生命的认知，提高学生对生命的敬畏，从而为基

础护理教学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并为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打下基

础。 

1.生命教育内容框架的确立 
综合相关研究人员对生命教育的认知和解读，可以从生与死、

身心、健康与疾病、生存与发展等方面进行教学，在这个过程中，

要结合基础护理教学内容和课程大纲，参考学生个人医学理论和实

践水平，注重融入相应的生命教育，并积极促进基础医学实现良好

的教学效果。 

基础护理教学中的医疗护理环境认知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美

的教育、起居卫生教育以及对生命的热爱等进行结合，在教学形式

方面，可以选择体验式教学、参观教学以及小组讨论等；基础护理

教学中的患者出入院护理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心理护理、生活技能

教育、沟通协调能力等进行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实施角色扮

演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基础护理中的舒适与安全教育，可以与生

命教育中的生命质量和生命长度等进行结合，按照课堂教课的方式

进行；针对基础护理教育中的感染的预防与控制，与生命教育中的

一般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尤其是性病的预防相结合，引导学生学会具

体的知识和实践操作方法。针对基础护理教学中的患者的清洁与护

理，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生理卫生、生存技能、沟通教育、隐私教

育等联系起来，按照课堂授课的方式进行教学；针对基础护理教学

中的饮食与营养环节，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饮食与营养卫生结合，

引导学生认识饮食的重要性；针对基础护理教学中的排泄护理，可

以与生命教育中的隐私保护、人文关怀、沟通协调等进行结合，按

照教学、操作、演示、体验式教学等进行；针对基础护理教学中的

生命体征观察和护理，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生存技能教育等进行结

合，按照课堂授课、操作、演示、体验式教学等进行；针对基础护

理教学中的药物疗法，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日常用药安全、生存技

能教育等进行结合，按照课堂授课、操作、演示、体验式教学等进

行；针对基础护理教学中的药物过敏试验内容，可以与生命教育中

的用药安全进行结合，按照课堂授课、操作、演示、体验式教学等

进行；针对基础护理教学中的静脉输液、静脉输血、标本采集等，

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沟通能力、用药知识、健康教育能力、生存技

能训练等进行结合，按照课堂授课、操作、演示、体验式教学等进

行；针对基础护理中的临终关怀，可以与生命教育中的死亡教育结

合起来，按照课堂授课、操作、演示、体验式教学等进行。 

2.师资遴选 
为了顺利在基础护理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还需要结合课程特

点安排相应的师资力量，具体来讲，引导学生学习基础护理的老师，

不仅要掌握丰富的专业自身，还需要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和良好的

生命意识，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将生命教育有机融入，从而达到最佳

的实践教学效果。 

3.教学活动的设计 
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的基础护理技术教学知识点融入

相应的生命教育知识点，将两者实现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最佳的教

学效果。以医疗护理环境为例，从基础护理教育这方面来说，医疗

护理环境主要是介绍医院的概念、内部构成、具体科室及其工作内

容、门诊、急诊和住院部基础护理内容等。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帮

助学生有效掌握相关的知识，可以引导学生对相关图片进行阅览，

还可以带领学生到具体的医院环境进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要注意引导学生对其中的生命教育内容进行学习感悟，比如老师可

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医院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其内部逻辑是什

么；并通过这个过程帮助学生对医疗环境产生初步认识，在此基础

上与相应的生命教育结合，从而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掌握相关的治理

理论和护理方法及其内部逻辑。 

4.教学效果的评价 
生命教育从实质上来讲是人文教育的延伸和拓展，在基础护理

教学环节融入生命教育，如果采用传统的试卷考核往往难以有效体

现其效果。基于此，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往往需要采用要新的方式，

具体来讲，要在具体的护理操作环节考核学生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

部分，并按照一定分值对其进行确定。 

5.结论 
基础护理是护理专业的必修课，也是其他开展其他临床课程的

前提和基础。在高职基础护理教学过程中引入生命教育，能够帮助

学生进一步强化对生命的认知，提高学生对生命的敬畏，从而为基

础护理教学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并为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打下基

础。 

由于高职护理专业教学课程安排紧凑，教学学时相对不足，所

以，只能采用融入课程的方式将生命教育贯穿在课程的教学过程

中，而这种教学方式的不足，就是难以让学生形成系统的观念，对

生命教育不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该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是探讨将生

命教育的内容融入护理专业其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或者采用成立

社团、协会的形式，开展高职院校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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