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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护生的生命意义感和死亡态度现状及其相关性分析

梁摇 兰1,胡建萍1,2,何东梅1,高摇 茜1,2

[摘要]目的:调查中等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职护生)的生命意义感和死亡态度现状及其相关性,并分析生命意义感的影

响因素,为中职院校开展死亡教育课程提供参考和依据。 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汉化版生命意义感量表、死亡态度描

绘量表(修订版)对四川省某中职院校 1 516 名中职护生进行调查。 结果: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总分为(40. 46 依 7. 27)分,其中

寻找生命意义感条目均分(4. 60 依 1. 03)分,存在生命意义条目均分(4. 41 依 0. 89)分;不同年级、家庭所在地、自觉身心健康状

态及自杀念头护生的生命意义感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死亡态度各维度得分中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为
(3. 37 依 0. 59)分,其次是死亡逃避维度(3. 27 依 0. 64)分、趋近接受维度(3. 25 依 0. 53)分、逃离接受维度(3. 22 依 0. 64)分、死亡

恐惧维度(2. 91 依 0. 56)分。 生命意义感中存在生命意义感维度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逃
离接受 5 个维度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1),而寻找生命意义感维度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逃避、趋近接受、逃离接受 3 个维度

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 结论:中职护生的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死亡态度以自然接受为主,但仍需正向

引导护生,树立积极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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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ife meaning and death attitud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and its correlation

LIANG Lan1,HU Jian鄄ping1,2,HE Dong鄄mei1,GAO Xi1,2

(1. Department of Oncology,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Nanchong Sichuan 637000;
2. School of Nursing,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Nanchong Sichuan 637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life meaning and death attitud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and its correlation,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meaning for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basis in carrying out death education courses for nursing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Methods:A total of 1 516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of life meaning scale and death attitude description scale(revised). Results:The total
score of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was (40. 46 依 7. 27),and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seeking
life meaning item and life meaning existence item were (4. 60 依 1. 03) and (4. 41 依 0. 89),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life meaning in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family location,self鄄consc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and suicidal
though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Among the dimensions of death attitude,the score of natural acceptance dimension was
the highest(3. 37 依 0. 59),followed by the death escape dimension(3. 27 依 0. 64),approach acceptance dimension(3. 25 依 0. 53),
escape acceptance dimension(3. 22 依 0. 64),and fear of death dimension(2. 91 依 0. 56). The life meaning existence dimension in life
meaning sens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ath fear, death escape, natural acceptance, approach acceptance and escape
acceptance among death attitudes(P < 0. 01),while the seeking life meaning dimen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ath escape,
approach acceptance and escape acceptance among death attitudes(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is at medium level,and the natural acceptance is the main death attitude. However,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guide nursing students positively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ense of life meaning;death attitude

摇 摇 生命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其发展和

兴起是当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对于护理专业

学生,日后的临床岗位工作与生死病痛紧密联

系[1 - 2]。 中等职业院校护理专业学生(中职护生)
是基层医疗护理服务队伍的中坚力量,是我国紧缺

的技能型人才,其作用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据一

定地位。 但研究[3 - 4]发现,中职护生的思想成熟度、
学习经验、情感控制等不如本科护生。 在这一关键

的人格塑型期,如何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如何处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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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政策的对接工作,这将关乎其职业认同感

和归属感[5 - 6]。 然而现有研究多以大学生和高中生

为被试对象,较少涉及中职学生,尤其是中职护

生[7 - 8]。 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中职护生的

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现状,并对二者的相关性进

行分析,为构建适用于中职护生的死亡教育课程提

供政策建议,同时也为中职护生进行心理辅导提供

科学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 摇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 2018 年 6
- 7 月对四川某中职学校 2015 ~ 2017 级中职护生

进行现场电子问卷调查,选择学生自习时间,利用校

园广播告知。 培训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当场解

释说明,无记名自愿填写,限时回收。 本次研究共回

收问卷 1 629 份,由 2 名研究者共同对回收问卷进

行筛选,剔除无效问卷 113 份,得到有效问卷 1 516
份,有效率为 93. 06% 。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摇 包括性别、年龄、民族、
年级、宗教信仰、家庭所在地、是否为留守儿童、是否

是单亲家庭、自觉身心健康状况、有无自杀念头等。
1. 2. 2摇 汉化版生命意义感量表摇 由 STEGER 等[9]

编制,刘思斯等[10] 进行汉化。 该量表共 9 个条目,
由两部分组成:(1)存在生命意义感主要强调生命

意义的结果感受,共 5 个条目;(2)寻找生命意义感

主要强调生命意义的过程感受,共 4 个条目。 该量

表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冶到“完全

同意冶分别计 1 ~ 7 分,条目 2 为反向计分,其余条目

均为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
总量表的 Cronbach忆 s 琢 系数为 0. 71,分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1 和 0. 72,信度、效度

良好。
1. 2. 3摇 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 摇 该量

表由 WONG 等编制,由台湾学者廖芳娟等[11] 翻译

文中文版量表,内陆版由唐鲁等[12] 进行文化调适后

形成。 该量表共 32 个条目,5 个维度分别为死亡恐

惧(指人们面对死亡时所引起的害怕、恐惧等负性

心理情绪)、死亡逃避(指人们尽可能逃避思考死亡

及讨论与死亡相关的事物,对死亡有忌讳回避心

理)、自然接受(视死亡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既
不恐惧也不欢迎)、趋近接受(将死亡视为通往快乐

来生的通道,相信有幸福的死后生命存在)、逃离接

受(视死亡为今生痛苦的解脱之道,对死亡的接受

是为了逃离生活的痛苦)。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
从“非常不同意冶到“非常同意冶分别计 1 ~ 5 分,得
分越高,表示该维度的死亡倾向越高。 该量表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44,信度较好,解释总变异

的 57. 8% ,建构效度较好。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q 检验及 Spearman 相关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摇 本研究共调查中职护生

1 516 名,年龄 15 ~ 24 岁,平均年龄(17. 61 依 1. 51)
岁,其中男生 102 人 ( 6. 73% ), 女 生 1 404 人

(92. 61% );汉族 1 325 人(87. 40% ),少数民族 191
人(12. 60% );留守儿童 546 人 (36. 02% ),非留

守儿童 970 人 (63. 98% );来自单亲家庭 222 人

(14. 64% ),非单亲家庭 1 294 人(85. 36% );经历

过亲人离世 786 人 ( 51. 85% ), 未经历 730 人

(48. 15% )。
2. 2摇 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现状摇 本次研究中中职

护生生命意义感总分为(40. 46 依 7. 27)分,各条目

均分(4. 50 依 0. 81)分。 其中寻找生命意义感维度

总分(18. 40 依 4. 14)分,条目均分(4. 60 依 1. 03)分;
存在生命意义感维度总分(22. 07 依 4. 47)分,条目

均分(4. 41 依 0. 89)分,2 个维度条目均分均高于中

位值 4 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 3摇 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得分的单因素分析摇 不

同性别、年级、民族、宗教信仰、家庭所在地、自觉身

心健康状态及自杀念头中职护生的生命意义感得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得分的单因素分析(x 依 s;分)

项目 n
生命意义感摇 摇
各条目得分摇 摇

F P MS组内

性别

摇 女

摇 男

1 214
102

4. 31 依 0. 56摇 摇 摇
5. 46 依 0. 88摇 摇 摇

12. 98银 <0. 01 —

年级

摇 (1)2015 级 461 5. 38 依 0. 64

摇 (2)2016 级 532 3. 32 依 0. 53** 2 178. 52 < 0. 01 0. 246

摇 (3)2017 级 523 4. 55 依 0. 26**吟吟

民族

摇 汉族

摇 其他民族

1 325
191

4. 68 依 0. 26
2. 58 依 0. 53

53. 83银 <0. 01 —

宗教信仰

摇 无

摇 有

1 265
251

4. 91 依 0. 44
5. 28 依 0. 75

7. 56银 <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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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项目 n
生命意义感摇 摇
各条目得分摇 摇

F P MS组内

家庭所在地

摇 (1)城镇 681 6. 26 依 0. 35摇 摇

摇 (2)农村 455 2. 55 依 0. 37** 19 536. 49 < 0. 01 0. 107

摇 (3)县城 380 3. 54 依 0. 21**吟吟

自觉身心健康状态

摇 (1)极佳 211 5. 78 依 0. 15

摇 (2)佳 456 5. 44 依 0. 23**

摇 (3)一般 490 3. 28 依 0. 64**吟吟 3 928. 32 < 0. 01 0. 175

摇 (4)差 221 2. 71 依 0. 35**吟吟##

摇 (5)极差 138 2. 06 依 0. 24**吟吟## + +

自杀念头

摇 有

摇 无

12
1 504

2. 11 依 0. 53
5. 24 依 0. 62

17. 44银 <0. 01 —

摇 摇 银示 t 值。 q 检验:与(1)比较**P < 0. 01;与(2)比较吟吟P < 0. 01;与

(3)比较##P <0. 01;与(4)比较 + + P <0. 01

2. 4摇 中职护生死亡态度得分情况摇 中职护生死亡

态度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自然接受、死亡

逃避、趋近接受、逃离接受、死亡恐惧(见表 2)。

表 2摇 中职护生死亡态度各维度得分情况(x 依 s;分)

维度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死亡恐惧 7 20. 40 依 3. 90 2. 91 依 0. 56

死亡逃避 5 16. 35 依 3. 20 3. 27 依 0. 64

自然接受 5 16. 85 依 2. 95 3. 37 依 0. 59

趋近接受 10摇 32. 53 依 5. 29 3. 25 依 0. 53

逃离接受 5 16. 08 依 3. 19 3. 22 依 0. 64

2. 5摇 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摇
生命意义感总分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趋近接

受维度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其中存在生命

意义感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

接受、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1),而寻找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中的死亡逃

避、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5 ~
P <0. 01)(见表 3)。

表 3摇 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 rs)

项目 死亡恐惧 死亡逃避 自然接受 趋近接受 逃离接受

生命意义感总分 -0. 065* -0. 014 - 0. 023 - 0. 059* -0. 034

存在生命意义感 -0. 093** -0. 102** -0. 113**-0. 118** -0. 102**

寻找生命意义感 0. 021 0. 082** 0. 035 0. 054* 0. 080**

摇 摇 *P <0. 05,**P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分析摇 本次研究

发现,中职护生的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及各条目得分

为中等偏上水平,但得分仍低于在职护士与本科护

生,这可能与中职护生的学历层次与工作经验有

关[13 - 14]。 中等护理教育是护理教育体系不容忽视

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各地区教育改革的影响,中
职院校的生源质量不断下降。 研究[15] 发现,中职护

生普遍自主性较差,学习动机不强,自我约束能力

弱,在这种学习氛围下,难以激发中职护生的积极

性,这将直接影响学生的生命意义感的思考。 单因

素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的年级、家庭所在地、自觉身

心健康状态及自杀念头均影响生命意义感。 两两比

较发现,高年级的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得分更高,这
可能与护生即将要面对毕业实习等因素相关,他们

背负着职业使命,对临床岗位充满期盼和等待,在校

学习的内容将要转换为成果奉献社会,因此具有较

高的生命价值感。 城镇中职护生的生命意义感高于

农村和县城,其原因可能与环境因素有关[16]。 城镇

的学生接受的教育更为全面,眼界更为开阔,普遍善

于表达,同时教育者能够准确发现生命意义感较低

的学生,及时给与鼓励和支持。 健康状况与自杀倾

向也会影响生命意义感的高低。 研究发现,生命意

义感与自杀倾向呈负相关关系,大学生正处于社会

转型期、角色转型期、认知转型期,一旦缺乏生活目

标,自我认同感低时,就容易进入一种失衡、无助状

态,采用极端的方式去缓解压力,如自杀、伤害他人

等扭曲行为,因此应积极引导学生寻找自身生命价

值[17]。
3. 2摇 中职护生死亡态度的现状分析摇 态度给人一

种秩序感,帮助人们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身份价

值,同时它是依附于特定情绪的想法和信念[18]。 而

死亡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结局,与出生一样,死
亡是生命中最真实、最普遍的行为之一[19 - 20]。 死亡

态度是对自己及他人生死的思考,这是一种具有评

价性和稳定性的内部心理倾向。 “健康所系,生命

相托冶,新时代的护理工作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
何处理与生死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临终关怀护理服务

的整体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护生的死亡态

度大多以自然接受为主,与陈鹏等[21] 研究结果相

似。 表明中职护生普遍具有较成熟的生死观,明白

生死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次是死

亡逃避,这可能是与目前国内死亡教育系统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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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2 - 23]。 研究[24] 发现,当护生遇到死亡的现实

时,他们会用诸如生命终结、分离和恐惧等负面表达

来定义死亡。 加之我国的文化历史背景,研究[25 - 26]

显示,很多学生表示他们找不到人讨论死亡,更加无

法舒适地谈论死亡。 护生作为未来的护理工作者,
在减少危重病人及其家属所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方

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7]。 死亡恐怖各条目均分

最低,其指面对死亡时所引起的害怕、恐惧等负性想

法及情感,表明中职护生多数能较为科学地认识生

死。 中职护生的死亡态度整体呈现较为积极的状

态,但仍少部分护生持消极的死亡态度,应加强对中

职护生的死亡及临终关怀教育,帮助护生树立正确

的生死观。
3. 3摇 中职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摇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总体与死亡恐惧、趋
近接受均呈负相关关系,与陈艺华等[28] 研究结果相

似。 可见中职护生对生命意义感的含义、目标及理

解水平越高,更能勇敢地面对死亡。 其中寻找生命

意义感与死亡逃避、趋近接受、逃离接受三个维度均

呈正相关关系,与唐孟言等[29] 研究部分相似。 可见

寻找生命意义感得分越高,其对死亡的态度越抗拒,
这可能与中职护生的状态有关,此时护生生命意义

感不强,正处于努力寻找的阶段,往往越在乎生命,
对死亡就越难以释怀,呈现抗拒逃避的消极心理。
因此,对护生开展死亡教育时需要考虑到护生特点,
建议实施死亡教育的过程应循序渐进,层层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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