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５年８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８．０５４

论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生命教育

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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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医学高职高专院校实施生命教育有其必要性，是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的。生命教育的课程目标应有
准确的定位，课程内容应从认识和欣赏生命、理解和发展生命、珍爱和超越生命等维度来构建。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层面，应合理参考和利用生命教育专门教材，整合相关课程资源，并挖掘生命教育隐形课程资源。实践活动是课程实

施的重要方式，在课程实施中应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提高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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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医学高职高专院校实施生命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
医学院校是培养医学领域人才的摇篮，作为未来的生命卫士和白衣天使，对医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能够唤醒他们的生命意识，引导他们全面了解和认识生命历程，更好地了解生命和死亡，学会欣赏生命、

珍爱生命、发展生命，提升其对生命的认知与感悟。这对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实现自我生命

的价值和意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生命教育，还可以强化医学生对医生这一职业的认同

感，提升其自身修养，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更有助于

培养起坚定的职业信仰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因此，在医学高职高专院校全面实施生命教育的课程，开展

系统而专门的生命教育是必要且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的。

２　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生命教育课程目标的定位
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生命教育课程目标，应旨在引导医学生正确认识生命，了解生命的起源、人体生理

结构、生命基本知识、认识生命的特性和发展规律，了解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学习掌握促进身心健康的方

法和生存技能；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学会处理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做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把对生命的关怀和热爱惠及他

人和自然，能勇敢地面对挫折，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思考死亡与人生的问题，正确认识生与死的关

系，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树立科学的生命观，形成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发展生命的生命意识和安全、健康、

快乐成长的生命态度。“引导学生建立生命与自我、生命与他人、生命与社会、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关系”［１］，

感悟和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之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激扬生命，完善生命，真正体悟到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维护生命健康，实现生命和谐，为医学生的终身职业幸福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３　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生命教育课程内容的构建
３．１　认识和欣赏生命

认识生命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历程，使学生不断思索个体生命的价值，能够欣赏生命、珍惜生命，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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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发展生命的内涵。通过对自我进行正确的认知，从而善于发现真实的自我，健全人格，使知、情、意、

行得以全面、统一、和谐发展，不断实现自我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拓展和自我超越。理解生命并非孤立，

而是具有社会属性，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应正确处理人与自我、他人、和自然的关系，学会和运用有效的沟

通方法和技巧，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塑造当代大学生的团队精神。

３．２　理解和发展生命
了解和把握生命内涵，帮助学生正确看待生命现象，积极思考生命意义，领悟生命真谛，完善人生，

引领生命的进程，实现生命价值。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让他们勇于应对挫折、提升抗挫意识，争强抗挫

能力，积极战胜挫折，形成积极乐观和热爱生命的人生态度。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使他们能

够自我进行合理定位，自主地规划自我生涯，促进社会性的良好发展。对医学生来说，要让他们全面了

解医生职业的特点，树立高尚的职业精神，思考自己的职业定位，成为真正的生命卫士，掌握“仁术”，做

好“仁爱之士”。“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即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相统一的全人生命教育视野下

的健康观。”［２］懂得认识健康、保护健康和提升健康的重要意义，学会生活，健康养生，珍惜生命之存在，

实践生命健康。

３．３　珍爱和超越生命
通过对生存权利的积极探索，认识生存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面前人人平

等，让医学生更好地认识到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延伸生命是有价值的，对待生命应始终持有不抛弃

和不放弃的尊敬和珍爱的态度，尊重和珍惜个体的生命。全面了解生命的自然老化过程，让医学生明确

在应对生命的老化问题上应该尽到哪些责任和义务，给予老人终极关怀，帮助他们实现最后的生命成

长。学习和了解死亡及死亡权利，树立科学、健康、合理的死亡观，更好地学习正视死亡、思考死亡，活出

生命的意义。

４　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生命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４．１　合理参考利用生命教育专门教材，构建院校特色的生命教育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即课程实施所需要的资源，是课程与教学信息的来源，也是有利于实现课程和教学目标

的各种因素。医学高职高专院校可参考专门的生命教育教材，如浙江大学出版社，叶华松主编的《大学

生生命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王文科主编的《大学生生命教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张湘富、

张丽颖主编的《大学生生命教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丽华、何仁富主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

与生命教育》等教材。这些教材都力求克服人文素质教材普遍的突出理论性的倾向，强调对学生现实

生活实践的适用性，注重学生素质培养和心理健康，切实从生命的角度去了解自身、理解社会，实施生命

认知、生命情感、生命意志和生命行为等多维度的生命教育，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去认识理解生命、欣赏赞

美生命、尊重珍惜生命。

４．２　整合院校的相关课程资源，渗透生命教育理念
医学高职高专院校可通过相关的医学基础课程，如《生理学》《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医学遗传

学》《临床医学概论》等课程帮助大学生对生命进行正确的认知，学会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关注生命、保

护生命。“讲授解剖学，教师应让医学生认识到，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和价值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值

得尊重的，不管是解剖台上的标本，还是病人遗体，医学生都应当对其充满敬意和尊重，把对生命的敬畏

之情转化为对患者的人性关怀。”［３］以相关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依托，如通过开设《医学心理学》《医学

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在教学中渗透生命教

育理念，能够使学生深刻理解现代医学模式的涵义，真正做到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关心患者疾苦，用自

己的行动体现“仁心仁术”。增强承受挫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学会与人交往，学会合作与竞争，与自然

和周围的人和谐相处的理念。通过心理学课程，学会心理调适，增进自身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

４．３　依托校园文化，挖掘医学院校生命教育隐形课程资源
医学院校的校园文化将有利地引导着医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医学生的

人文道德素养，培养他们树立积极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情感，因此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隐性的生命教育

课程资源。如很多医学院校的公共场所悬挂的一些医学名人雕塑、画像和名言，设立的校史展览馆、医

学史展览馆、人体生命科学馆、医学标本陈列馆等都充满了浓厚的医学校园文化的氛围，可以让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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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具有一定的感悟，认识和了解生命的弥足珍贵，更加珍爱生命、敬畏生命，积极主动地去发展生

命，提升生命质量。医学院开展的很多丰富多彩的以生命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一些专题讲

座、主题班会、演讲比赛、预防疾病的一些宣传活动、社团活动等，可以让医学生在活动中培养生命情感，

激发生命的潜能，感悟生命价值与美好。在追求真知、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我，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去创造生命的价值。

５　医学高职高专院校生命教育的课程实施
５．１　课程实施中应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

在生命教育的课程实施中，教师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实践活动等多种教

学方法相结合。通过讲授法对理论进行详细讲解，让学生了解生命教育的基本理论知识，不断了解和认

识生命起源、诞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掌握一定的健康知识和生存技能，发现和体会生命的意义，理解

生命的责任和情感，追寻生命的价值。采用座谈会、班会等形式，利用讨论法，引导学生探讨一些生命课

题，选取一些典型生命教育的案例，启发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和

评价，形成正确的生命意识，积极思考生命的价值。

５．２　实践活动是生命教育课程实施的重要方式
很多医学高职高专院校在校内外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如具有院校特色的卫生应急演练，到

孤寡老人、养老院、社区进行的义诊，健康宣教、卫生员培训、医疗状况调查等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生

命教育重要的实施方式，生命教育应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医学院校的专业优势。

“在体验式生命教育中充分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激发生命情感，感悟生命真谛，实现生命教育知、

情、意、行的内化与升华。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的、适切的人生价值观，更加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

命，敬畏生命，提升生命的质量。”［４］临床实习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实习中学生们亲身

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和宝贵，真切感受患者对生命的领悟和眷恋，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更好的捍卫生命的尊严。通过接触医院和患者，医学生更能深刻了解和认识自己未来的服务对象和作

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应具备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以及“健康至上、生命神圣”

的职业信念。

５．３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提高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
“生命教育需要用生命化的方法进行，用心灵碰撞心灵，用生命呵护生命。”［２］在医学院校生命教育

的课程实施中，教师是重要的实施者，他们的素质、人格魅力、专业水准、生命态度、生命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等都决定着生命教育的效果。教师只有真正具备理解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

命的品质，才能以生命化的方法进行生命教育。因此，医学院校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生命

教育水平。这是实施生命教育的基础和重要保障。院校可以对教师进行系列的组建、整合和培训，建立

一支相对稳定的专业教师队伍，组织教师参加一些校内外的生命教育学术研讨活动、生命教育进修班和

培训班等来提高教师的生命教育能力。教师应具备对生命教育课程内容所进行的选择、研究、开发和整

合的能力，重视合理开发生命教育课程资源，可根据院校特色开发校本教材，提高自我的课程理解、设计

和实施能力。

参考文献：

［１］肖杏烟．大学生生命教育课程的构建与实施［Ｊ］．高教探索，２００９（５）：７７－８１．
［２］张湘富，张丽颖，大学生生命教育教程［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李长瑾，丁秀君．我国医学院校生命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４（７）：９１－９３．
［４］林忠．医学院校大学生体验式生命教育的探索与实践［Ｊ］．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４）：２２－２５．

（责任校对　谢宜辰）

５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