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

全球癌症负担数据中，我国 2020 年新发癌症病例 457

万例，癌症死亡病例 300 万例，两项数据均登顶全球

第一。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癌症患者，癌症患者在痛

苦的治疗过程中出现各种负面情绪，而患者家属因亲

属患癌需要更多的照顾，也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和生活

压力。在长期的陪伴中，患者家属与患者的心理会相

互影响，因此在关注并解决癌症患者负面情绪的同时，

其家属的身心健康也需要得到重点关注。大量的临床

研究证明，死亡教育在改善癌症患者的负面情绪、提

高癌症患者临终期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而患者家属的死亡教育也因此受到广大临床研究者的

关注。

一、 死亡教育的概念

自 20 世纪中叶死亡教育在美国开始兴起，国内

外的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诠释，但至今

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张淑美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意见，定义死亡教育为探寻死亡本质及各种濒死、丧

恸主题与现象，促使人们认识生命意义与价值，活出

生命的意义的教育。学者杜治政认为，死亡教育是正

确认识自身及他人死亡的教育，旨在指导人们正确认

识及对待死亡。学者王云岭认为，死亡教育名为谈死，

实则论生，是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目的在提升受

教育者的死亡应对能力，改善其死亡态度，促进生命

成长。在中国台湾，傅伟勋教授引进西方死亡学，在

进行本土化后提出了生死教育一说，形成了台湾特色

的死亡教育，内涵是从各个角度探索死亡与生命的意

义，求得生命的善始善终。国内民众受传统文化影响，

普遍重生而远死，“生死教育”相较于“死亡教育”一

说更容易被接受，也更有利于推广死亡教育。

二、 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接受死亡教育的现状

( 一 ) 癌症患者接受死亡教育的现状
20 世纪中叶美国提出死亡教育后国外的死亡教育

迅速发展，美日韩等国家不仅设立了专业的死亡教育课

程，还成立了临床生死学会等组织开展死亡教育，均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死

亡教育，但经过近 10 年相关的课程研发及临床应用研

究后死亡教育相关课程才得以陆续开展。目前国内针

对癌症患者的死亡教育开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临床研究。在学者李永红等人的研究中，通

过对 130 例癌症晚期的患者进行肿瘤及死亡相关知识

讲解、提供死亡的健康宣教、召开病友交流会并请治

摘要:文章通过对国内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接受死亡教

育的方式和效果进行综述，旨在推动死亡教育在癌症

患者及其家属中的应用，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建立科学

的死亡观、改善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帮助患者

家属更好地度过艰难阶段。

关键词:癌症患者；病人家属；死亡教育

国内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接受死亡教育的
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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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较好的患者现身说法等方式开展临床癌症患者

的死亡教育，最终减轻了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增强应

对死亡时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学

者周晓敏对 113 例居家晚期癌症患者进行每周 1次的

互动式问答交流，与患者进行交谈、引导、启发、暗示、

鼓励，并解说典型事例，为期 1个月，结果显示，开

展死亡教育能帮助患者摆脱焦虑、恐惧、孤独、绝望

等负面情绪，消除癌症患者的自杀念头，提高生活质量。

（2）叙事医学。学者朱彤华等人通过采取对终末

期癌症患者实施面对面沟通、患者日记等叙事干预手

段，发现通过叙事医学的沟通方式，使死亡教育得以

有效实施，能让患者更坦然面对死亡，提高患者的死

亡质量。

（3）安心茶话屋。学者成芳等人通过选取安全、

保密性好的小屋，由经过安心茶话屋培训的专业护理

人员使用安心卡与患者交谈，每次 2h，共进行 7次谈

话干预，结果显示，通过参与安心茶话屋活动，患者

能较好地打开死亡话题，且表达出自己的需求，使得

死亡教育更好地开展。

（4）“两人三嘱”。学者成红英对 90 例癌症患者进

行“两人三嘱”的生死教育，通过回顾患者人生、帮

助患者寻求人生意义、让患者及家属遵循医嘱、立下

遗嘱，通过生死教育干预，最终使患者的心理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有效提高，对护理的满意度也

显著提升。

（5）教育手册。学者张玉玺等人通过文献检索、

专家咨询、小样本预实验、参考部分患者及家属意见

等手段，最终形成姑息护理手册，并在 30 名晚期肿瘤

患者中使用，过程包括在病区活动室放舒缓音乐、指

导患者进行冥想放松、鼓励患者间沟通交流、鼓励患

者倾诉、帮助患者回顾人生、鼓励患者完成最后心愿等，

参与的护士每周开会反馈感受及患者情况，结果显示，

通过手册学习，患者对死亡教育有所了解，且心理状

况及生活质量均得到有效提升。

( 二 ) 癌症患者家属接受死亡教育的现状 
研究显示，近半数的癌症患者家属存在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其严重程度与年龄、亲缘关系、家庭

经济状况、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对疾病的了解程度等

多个因素相关。死亡教育在帮助患者减轻负面情绪和

提高生活质量方面都被证实有良好效果，而学者曹文

群的研究显示，癌症患者家属对死亡教育的需求较普

通民众明显更高。在学者李永红的研究中，集中癌症

患者家属以疾病知识讲座的方式向其讲授疾病相关知

识、死亡教育的意义及丧亲者应对措施及护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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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1次，一共 8次，每次 2～ 4h。鼓励家属营造良

好的家庭氛围陪伴患者，在照顾患者的空隙时间参与

一些社会活动，与其他患者家属进行沟通交流或者进

行适当锻炼，医护人员则有针对性地指导家属面对癌

症和死亡。结果显示，接受死亡教育的家属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角色功能明显改善，生存质量显著上升。

学者余彩铃等人的研究干预方式也类似，结果也显示，

死亡教育对家属的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均有改善。学

者康莉的研究则聚焦在患者离世 1年内的家属哀伤体

验，通过对丧亲者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因对疾病的认

知不够以及对死亡的错误认知，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

后后悔当时过度医疗而忽视患者本身意愿，这也体现

了对患者家属开展死亡教育的重要性。研究表明，癌

症患者到了疾病的终末期，是否能接受安宁疗护从而

实现优死，与家属对死亡的正确认知有紧密的联系。

癌症患者对病情的了解是死亡教育推进的重点。在我

国，癌症患者对病情的知晓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

属，因此家属接受死亡教育后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也

是推进患者死亡教育的一大重点。患者及其家属的死

亡教育是相互交融、紧密结合的，在推广过程中不能

只关注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三、 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接受死亡教育的展望

死亡教育是通过死亡知识的传播，帮助人们树立

正确的死亡观，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寻求生命的意义。

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因疾病原因不得不直面死亡，其对

死亡教育的需求较普通民众更急切，然而在这样的人

群中死亡教育的开展仍较为缓慢，分析其原因，笔者

概括了下列几项，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癌症

患者及其家属接受死亡教育提供参考。

( 一 ) “重生讳死”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联合

社会各界力量，推广死亡教育

学者李永红的研究表明，即使癌症患者在住院期

间接受了死亡教育，仍存在对死亡的回避和恐惧心理，

因此，仅在住院期间接受死亡教育并不能真正意义上

帮助患者减轻死亡焦虑与恐惧，需要全社会进行长期

的死亡教育宣传及推广。新闻媒体、各类公众号、书籍、

影视作品等应宣传和营造科学的死亡观念，为开展死

亡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不是等到直面死亡时才开

始死亡教育。 

( 二 ) 死亡教育模式欠缺:完善死亡教育模式 
我国仅在香港和台湾引进了死亡教育课程，内地

（大陆）大部分学校尚无死亡教育课程，师资力量也尚

有巨大缺口。学者黄丽群等人研究了关于讲师授课、

观看影视作品、阅读相关书籍、参加相关活动等教学

模式。结果显示，4种方式均可改善学生的死亡逃避，

在减轻学生的死亡恐惧方面，听课组和影视组有良好

收益，听课组的学生最易达成中性死亡接受，其他三

组的结果与干预前无明显变化，因此提出了“四阶梯”

死亡教育新模式。高校的死亡教育模式可以帮助建立

死亡教育的师资力量，为后续的死亡教育推广提供支

持。但相关的应用研究仍较少，需要各高校中的研究人

员持续关注。学者花迎雪等人则是通过受过死亡教育

培训的护士每周 1次与患者及家属进行针对性的交谈、

邀请参加相关讲座、鼓励在自愿前提下参加遗体捐献

者座谈会并参观遗体捐献者纪念馆，使患者及家属在

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方面得到了明显改善。这种教育

模式适合出院后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持续死亡教育。

( 三 ) 临床实践人员稀缺:培养临床专业人员 
仅从学校端培养临床死亡教育人才还不能满足目

前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死亡教育需求，因此，培养临

床护士掌握死亡教育的技巧，在临床开展死亡教育更

符合实际。学者陶利琼等人利用安心卡在肿瘤科护理

人员中进行死亡教育培训证实有效。学者张晓红则基

于目标教学理论对急诊科护士进行死亡教育培训也取

得良好效果。大量的护理研究人员开始进行临床护士

死亡教育的培训，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护理人员掌

握死亡教育能力，为临床开展癌症患者及家属死亡教

育打下坚实的基础。（作者单位系邵逸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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