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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实践能力的培养。可通过适当调整现有教学内容和方

法，将理论讲授、案例分析、模拟演练、临床实习结合

起来，帮助安宁疗护从业人员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实践技能，提升其照护准备度与自我效能感，进而实现

安宁疗护的服务质量提升目标。

（三）以立法形式保障民众选择优逝的权益

完善且配套的法律制度是确保民众能够平等选择与

执行安宁疗护服务的坚实屏障，更是推动安宁疗护服务

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支柱。我国应考虑以法律形式对民

众就医的知情权和医疗自主权进行明确，对民众在就医

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也为医护人员告知真实病

情、实施非维生治疗行为提供合法依据支持。

此外，逐步推进生前预嘱法律效力的赋予也是完善

民众医疗自主权的必要措施。通过立法详细明确规定生

前预嘱的订立、变更、撤销及生效流程，可以鼓励民众

提前思考并明确自己的医疗意愿，保证其意愿在无法表

达时得到尊重和执行。我国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

借鉴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安宁疗护服务立法方

面的先进经验，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安宁疗护法

治化道路。

（四）加强理念宣传与生命教育，营造良好的优逝

氛围

安 宁 疗 护 的 顺 利 推 动 与 利 用 和 社 会 民 众 对 生 死 的

认知息息相关，因此需要通过宣传与教育等一系列手段

对我国现行主流生死观念予以挑战和破除，改变民众认

知，营造良好优逝氛围。[9]

首先，应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与优逝相

关的内容。作为安宁疗护理念宣传推广的载体，通过广

泛宣传与针对性宣传有机结合的方式，逐渐消除因错误

认知而带来的邻避效应，增进民众对安宁疗护服务的接

受和利用水平。

其次，生命教育课程的开展是营造优逝氛围的关键

环节。通过将生命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不仅可以从

小培养孩子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帮助他们理解生命

的价值和死亡的意义，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还可以通过

生命教育课程由子女将生死对话引入家庭，逐步开启家

庭乃至社会对于生死话题的讨论与思考。

最后，也应鼓励民众参与到安宁疗护的实践课程和

志愿服务中来。通过实践的方式切实感受安宁疗护理念

与实践之间的转化过程，更加深入理解死亡的真实含义

和安宁疗护服务的重要性，增强个人直面死亡的心理素

质。一步步实现全社会范围认识安宁疗护定义，接纳安

宁疗护理念，采用安宁疗护服务的过程。

结　语

安宁疗护服务的发展与完善不仅为民众生死问题的

处理提供了更多选择，更为社会文明进步增添了一份色

彩。目前，我国安宁疗护服务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与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服务整

体发展任重而道远。现有的新旧死亡理念冲突、服务专

业供给不足、权益保障缺失、政策支持不足问题，还需

要政府、各类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及社会民众的

共同努力和不断探索解决。从而切实推动安宁疗护服务

的本土化发展，改善民众及其家属在生命最后一公里的

生活质量，实现生死两相安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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