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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death anxiety relief workshops on standardized death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interns. Methods: 90 nursing stud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internships from October 2021 to November 2022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the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raditional death educa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interactive death anxiety relief workshop 
intervention.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atisfaction, thinking ability, and death anxie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nursing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and	death	anxiety,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Choosing an interactive 
death anxiety relief workshop to provide standardized death education to undergraduate intern nursing students can strengthen their 
thinking ability,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have promo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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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死亡焦虑舒缓工作坊在肿瘤科护理本科实习教学中
的应用
徐令婕   饶维维   韩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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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互动式死亡焦虑舒缓工作坊在肿瘤科本科实习护生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21年10月—2022年11月期
间，来我院肿瘤相关科室实习的90例护生，按照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实验组，各45例。其中给予对照组患者传统教学，
实验组进行互动式死亡焦虑舒缓工作坊干预，比较两组的教学效果、满意度、思维能力以及死亡焦虑情况。结果：分析
发现，实验组不管是教学效果、满意度，还是护生的思维能力与死亡焦虑情况，都优于对照组，有差异性（P<0.05）。结
论：选择互动式死亡焦虑舒缓工作坊，对本科实习护生，进行规范化的生死教育，能够强化护生的思维能力，提高教育效
果与护生的满意度，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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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专业的本科实习对于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成长

和实践机会。然而，在肿瘤病房的实习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

肿瘤患者生与死的现实。为了保障实习生在面对患者死亡时

的专业素养与心理承受能力，对其进行规范化生死教育非常

重要。通过对本科实习护生进行生命与死亡相关知识的传

授，可提高他们应对死亡事故的技能以及面对生与死的正确

价值观 [1]。目前，本科阶段实习护生的教学，主要侧重于专

科技术，缺少对生命和死亡方面的教育。如果不能以良好

的心态去对待病人的生命关怀，就会引起病人的情绪变化，

影响护理效果。研究表明 [2]，护生对死亡的态度与其受过的

教育水平有关。本科生是护理团队的中坚力量，在即将到来

的临床实践中，面对病人的生老病死，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

感觉。所以，探究本科实习护士在实习过程中所体会到的病

患死亡经验，进行适当的死亡教育与临床教学是有益的。对

此，本研究分析了互动式死亡焦虑舒缓工作坊在其中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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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2 资料和方法

2.1 一般资料
我院从 2023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抽取 90 例在

肿瘤病房实习的本科护生，按照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45 例。所有护生在临床实习中，能够直面患者的死亡经历。

排除不能完成抢救或者是中途退出者。所有本科实习生中，

男 19 例，女性 71 例；年龄范围 22-25 岁，均值（23.47±0.12）

岁。分析上述基线资料（P ＞ 0.05），有对比价值。

2.2 方法

2.2.1 对照组
该组进行传统教学，设计“人生不堪之苦──医疗观

生死”的专题，将其融入具体的死亡教育课程中，通过临床

带教的口头教育等，加强护生对此方面内容的了解，帮助其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2.2.2 实验组
该组在死亡教育中，实施互动式死亡焦虑舒缓工作坊

方式，具体内容如下：

①课程设计：主要通过六个环节进行课程设计：知识

讲解，案例展示，自我学习讨论，成果汇报，总结，经验分享。

采用主动式学习方法，对生死问题进行教学与探讨，引入对

死亡的信念及减轻护生恐惧的对策，并结合实际案例探讨其

对死亡的看法。同时，还将邀请安宁疗护专科护士及心理咨

询师为其提供指导。

②课程实施。实习开始一星期后，将护理人员分为五

组，各组 4 人，并选出一位组长。在为期 2 个月的基础上，

每 2 个月组织一次为期 3 小时的专题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

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由研究小组成员担任，

15 分钟）；（60 分钟）分组讨论；小组代表总结讲话（每

个小组 5 分钟）；总结及下一期活动公告（15 分钟，课题

小组成员主持）。

第 1 次活动设计。在“护生会”的交流中，每个小组

都会选出一位成员，讲述自己与自己的死因有关的经历，可

以是自己的亲人、朋友，也可以是自己所照顾的患者。探讨

对死因的个别了解，分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你

觉得对生死的看法应该是怎样的？人生的意义何在？

第 2 次活动设计。采用案例教学，选取儿童白细胞减

少症、产妇产后出血、急诊交通事故、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和

老年癌症患者的真实病例，通过终末期情景呈现，目的为护

理专业学生做好心理准备。在交流了各自的体会之后，从老

师们所共享的 5 个案例中，选择其中 1 个作为研究对象。小

组讨论均围绕个案进行，围绕以下内容进行探讨：即终末期

病患之心理及照顾需要；对患者家属的心理和照顾需要；如

何开展全面护理和照护者护理。每个小组涉及的案例、讨论

内容各有不同。例如，以白血病患儿为例的小组，着重于了

解适宜于儿童的认知水平的死亡应对方式，患病儿童的个体

护理，以及引导他们对患病儿童说对不起、谢谢、再见等方

式，解决与患儿家属之间的交流问题。

第 3 次活动设计。特别安排一位心理咨询师来分享他

们的经验，其中有跟同事分享他们的经验，寻求帮助，自我

调整，以及写一个关于他们的死亡反思日记。透过小组研讨，

讨论最常发生死亡的个案。讲座结束时，各组护生需要撰写

1 篇有关疾病死亡之感想。其中包含了对患者和照护者的护

理、护士和家人在死亡方面的交流、对死亡的应对以及对工

作坊的反馈等内容。

第 4 次活动设计。自我反省，要求每个小组派 1 名成

员来做自我反省。而团体研讨部分则集中在他们面临生死危

机时的情绪支援需求上。在完成了分组总结报告之后，临床

带教老师需要结合本次工作坊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总结，鼓励

护生在临床工作中积极交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

价值观。

2.3 观察指标
①评估两组护生的死亡教育效果与满意度（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满意度与教学效果越好）。

②选择死亡焦虑量表中文版，对两组护生的死亡焦

虑得分，进行测量，包括压力与痛苦等多个维度，总分为

0~15 分，分数越高，焦虑情况越严重。

③选择科室所设计的护生综合能力评价标准，从求知

欲、自信心以及认知成熟度，对患者思维能力进行评估，总

分 60 分，分数与思维能力为正比例关系。

2.4 统计学分析
选择 SPSS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3 结果

3.1 比对两组满意度、死亡教育情况
分析发现，实验组的满意度评分更高，且教育程度更好，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死亡教育效果、满意度比较 [n（ x ±s）]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死亡教育效果

实验组 45 95.36±3.02* 90.22±3.15*

对照组 45 83.52±2.69 85.24±2.88

t — 19.639 7.827

P — 0.000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3.2 对比两组的死亡焦虑得分
经教学，实验组得分更低，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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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的死亡焦虑得分比较 [n（ x ±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45 8.56±2.33 5.23±1.33

对照组 45 8.47±2.05 7.96±1.57

t — 0.195 8.900

P — 0.846 0.000

3.3 两组思维能力评估
分析发现，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的整体思维能力更高，

组间差异性显著，P ＜ 0.05，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思维能力评估 [n（ x ±s）]

组别 例数 求知欲 自信心 认知成熟度

实验组 45 55.69±2.15 52.36±2.97 50.66±3.02

对照组 45 40.49±3.11 45.82±3.02 41.26±2.68

t — 26.969 10.358 15.617

P — 0.000 0.000 0.000

4 讨论

死亡应对能力是护生在面临生死应激时，所表现出来

的一种主动的适应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他们在临床工作中

所面临的负面情感问题，从而提升护生的整体素质。大部分

刚实习的护生都表示，他们在遭遇患者死亡时，会产生恐惧、

焦虑、伤害等心理，晚上还会出现噩梦，这给他们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显示 [3]，患者的死

亡会让护士产生负面情绪。当前，中国护生在临床实习中，

由于工作忙碌等因素，临床带教教师没有对其进行规范化的

死亡教育，也没有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援，只能采取“自我消

化”等方法。若没有对实习护生进行及时与适当的心理引导，

患者的消极情感很容易引发其精神卫生问题。因此，护生在

体验患者去世后，临床带教老师需要密切注意其情感状态，

引导他们采用正面的处理方法，营造一种正面的人文环境。

Barnett 等人 [4] 对美国 90 位护理人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

在工作中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援与规范化死亡教育，有助于缓

解精神紧张，且提出了建立医务工作者心理辅导工作站的设

想，使护理本科生在遭遇患者去世后，能够得到专业的心理

辅导。如果必要，可以进行心理咨询，以便改善护生应付死

亡的能力。所以，在护士本科实习教学中对死亡的教学是非

常必需的。这一点，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

分析死亡教育的内涵，发现其包括以下内容：探讨生

死观，安宁疗护，患者及其家属的需要，与死亡有关的护患

沟通，死亡相关的压力调节与减压方法，以及可寻求的精神

支援。本次规范性死亡教育中，融入了互动式死亡焦虑舒缓

工作坊模式，主要以个案展示、自我学习探讨、成果汇报、

总结提炼、经验分享为主线，引导护生进行小组讨论，进行

个体自我反省与总结，这与在校学习阶段的课堂教育不同 [5]。

这种工作坊式的教学方式，不但重视授课的观念，而且重视

经验与学生之间的多种交互，可以让护生学会用自己的经验

等，来减轻焦虑等不良情绪。

此次实验结果显示，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干预后，虽然

死亡焦虑程度都明显降低，但是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更优，

差异性显著（P ＜ 0.05）。从护生的反馈来看，护生们对工

作坊的评价都很满意，教学效果好，这样可以帮助他们自己

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减轻他们的死亡焦虑。当然在临床教学

实践中，还要注重整体把握，尽早发现个体学习积极性低的

护生，通过针对性的死亡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人生观与价

值观。护生与带教老师可以进行线上交流，进行有目的的死

亡教育训练，以提高他们的临终照顾水平 [6]。

综上，在本科实习护生的规范化死亡教育中，实施互

动式死亡焦虑舒缓工作坊措施，不仅可以降低他们的死亡焦

虑得分，还能够提高教学效果与满意度，强化护生的思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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