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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教育

基于基于Cite Space的死亡教育英文文献计量学的死亡教育英文文献计量学

及可视化分析及可视化分析

彭麒燕，李晓玲

摘要：目的　通过对死亡教育相关英文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揭示研究热点及发展方向。方

法　选取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自建库以来——2023年6月收录的死亡教育相关文

献为数据源，采用Cite Space 5.8.3R3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评估其在作者、国家与机

构、期刊、关键词等指标中的特征。结果　共检获相关文献438篇，死亡教育相关研究呈持

续增长态势，美国是发表文献总数最多的国家；从关键词词频来看，全球死亡教育领域主要

以医学生、护生、医护人员、癌症患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几年逐渐扩展至社会公众。有

针对性、多元化的教育方法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热点。结论　近年来死亡教育相关研究仍是

热点主题。未来可加强跨国家、跨区域、跨机构、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相互借鉴，开展本土

化死亡教育研究，共同致力于大众积极死亡观的形成，做到“直面生死，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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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是向人们传递相关的死亡知识、提升死亡事件的应对及处置能力，

同时将其应用于实践生活中的一门特殊教育，能够帮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生死价值观［1］。据中国统

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亿多，占总人口的14.9%［2］，加之疾

病谱的改变以及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人口死亡负担加重，死亡已成为我们无法避免的话题，个体对

待死亡的态度将直接决定其对自身及他人死亡的心理倾向［3］。美国是全球死亡教育发展最早和推广最

系统的国家，它通过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多阶段的系统教育完成死亡教育目标［4］。我国港澳台地

区死亡教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比较迅速，目前香港、澳门各大院校均将死亡/生命教育纳入

到通识课程［5］。台湾将死亡教育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生死教育”理念，在众多院校开设了必修课

程。我国内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忌讳讨论死亡话题，严重地阻碍了死亡教育概念的推广，死亡教

育旨在打破这种社会的沉默和禁忌，为个人和社会提供必要的知识、资源和支持。鉴于此，本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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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球权威、高影响力的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以建库以来至2023年10月发表的文献作为

研究对象，对国内外死亡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为我国死亡教育的深入研究提供

启示和借鉴。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文献来源

本研究基于数据库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为检索源，并勾选SCI-expanded扩展。检索日

期为建库以来——2023 年 10 月，检索式为 （TS=＂death education＂）  or （TS=＂ life-and-death 
education＂）  or （TS=＂life education＂）。检索经EndnoteX9去重、双人独立阅读题目和摘要，排除不

符合标准的文献。纳入标准为：以死亡教育或生死教育为主题开展的研究。排除标准：文献类型为摘

要、短评类、征文、新闻报道等类型的文章。最后得到438篇，全部纳入，保存为download_xx.txt格
式的纯文本文件，文献筛选流程如图1所示。

（二）研究工具及方法

采用美国德雷赛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教授［6］开发的CiteSpace可视化软件5.8.R3版

本进行统计分析。软件参数设置如下：时间跨度为1970-2023年，时区切片为１年，阈值设定即 topN
=50，节点类型分别为“author（作者）”、“keyword（关键词）”、“institution（机构）”、“country（国

家）”“cited journal（引用期刊）”，选择关键路径算法（pathfinder network）。
二、死亡教育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一）发文量和时间分析

发文量的变化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某研究领域在一定时间内的研究热点［7］。从WOS建库以来大

约 1970年开始有死亡教育相关文献的发表，至今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尤其 2020年发文量达到顶峰。

死亡教育论文发表情况见图2。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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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作者共现分析

导入数据，利用软件的统计功能，节点类型选择“Author（作者）”，每个节点代表１位作者，共

获得 614 个节点（n=614），即 614 位作者，排名前 3 位的是 TESTONI INE （17 篇） ①、 CRASE D （9
篇） ②和 DICKINSON GE （9篇） ③。发文前10位的核心作者见表1。作者间的合作交流情况可以反映

文献质量，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分析［8］。死亡教育文献作者共现分布见图3，图中可以看出研究者

之间有一定的合作，最明显的合作团队是以学者 INES TESTONI 为核心，与发文量第四位的 LUCIA 
RONCONI之间有交叉，但总体网络密度为 0.0036，处于较低水平，跨学科研究，高水平合作还面临

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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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死亡教育发文量及年份分布

表1　死亡教育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发文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发文量（篇）

17

9

9

7

7

6

6

4

4

4

4

4

4

4

4

作者

TESTONI INES

CRASE D

DICKINSON GE

LUCIA RONCONI

MICHAEL ALEXANDER WIESER

D LEVITON

LORENZA PALAZZO

A KLINGMAN

NR ROSENTHAL

ADRIANO ZAMPERINI

AGUSTIN DE LA HERRAN GASCON

ERIKA IACONA

H WASS

ED SUMNER

PABLO RODRIGUEZ HERR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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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文机构

为了解死亡教育领域研究的核心机构，选择节点类型 Institution （机构），阈值取前 30个高频节

点，软件运行后得到图3所示的发文机构分布图谱。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是Univ Padua（帕多瓦大学）

（17篇），其次为 Univ Haifa（海法大学）发文10篇，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机构见表2。从国家分布情

况来看，高产地主要集中在美国，发文163篇，远超于其他国家，具体见表2。

（四）发文期刊

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期刊见表 3。最高者为 DEATH STUD，发文 154 篇，其次为 OMEGA-J 
DEATH DYING，发文量为137篇。

三、死亡教育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一）死亡教育研究主题识别

根据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可以推断相关领域的研究主题［9］，利用软件以“Keyword”（关键词）为节

点，得到排名前 20位的死亡教育领域高频关键词，从高到低的关键词依次为“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 ”“palliative care （安宁疗护/姑息治疗） ”“attitude （态

图3　死亡教育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合作图

图4　死亡教育研究发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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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death（死亡）”“anxiety（焦虑）”等，具体如表4所示。这些关键词体现了目前死亡教育在

发展过程中的主题热点。

（二）死亡教育研究热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计量统计，并按相似性由大到小原则进行层级聚类，从而展

现文献间的关系，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展现研究价值［10］。利用CiteSpace 软件，按照关键词及

LLR 算法，输出 10 个聚类标签，分别代表死亡教育研究的 10 个主要方向，见图 5。包括态度（#0 
attitude）、安宁疗护（#1 hospice care）、研究生医学教育（#2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丧亲之痛（#

表2　死亡教育发表论文排名前10位的国家及机构

排名前10位的国家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文

量

163

35

23

20

17

11

10

7

7

6

国家

USA（美国）

China（中国）

Australia（澳大利亚）

Italy（意大利）

England（英国）

South Korea（韩国）

Israel（以色列）

Spain（西班牙）

Canada（加拿大）

Sweden（瑞典）

8

9

10

排名前10位的机构

排序

1

2

3

4

5

6

7

4

4

4

发文

量

17

10

7

5

5

5

4

Chinese Univ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学）

Med Coll Wisconsin（威斯康星大学）

Univ Washington（华盛顿大学）

Dana Farber Cancer Inst（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

机构

Univ Padua（帕多瓦大学）

Univ Haifa（海法大学）

Univ Klagenfurt（克拉根福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Univ Maryland（马里兰大学）

Med Univ S Carolina（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

表3　死亡教育发表论文排名前10位的期刊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期刊

DEATH STUD

OMEGA-J DEATH DYING

J PALLIAT MED

DEATH EDUC

JAMA-J AM MED ASSOC

J ADV NURS

OMEGA

PALLIATIVE MED

NURS EDUC TODAY

INT J PALLIAT NURS

发文量

154

137

77

73

58

44

43

43

4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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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reavement）  、 临 终 关 怀 （#4 end-of-life care）、 临 终 患 者 （#5 dying patient）、 抑 郁 （#6 
depression）、医学教育（#7 medical education）、干预（#8 intervention）、心理健康（#9 mental health）。

聚类分析中的Q值为0-1，Q值越大代表划分出的集群结构越显著；S值越接近1，表示聚类同质性越

好［11］。本研究结果中Q为0.7895，S为0.8834，说明本研究划分的集群结构较为显著，而且同质性也

较好。

表4　死亡教育领域高频关键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palliative care

attitude

death

anxiety

education

end-of-life care

experience

care

end

student

grief

nurse

impact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children

life

bereavement

end of life

89

61

38

30

28

28

26

25

24

20

18

17

16

16

14

14

13

13

13

12

0.27

0.07

0.16

0.14

0.13

0.3

0.19

0.07

0.16

0.02

0.15

0.23

0.07

0.09

0.12

0.06

0.09

0.01

0.04

0.02

图5　死亡教育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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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教育研究前沿辨识

突现词是指在短时间内使用频率较高的词，突现性分析可以反映某一领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研究

热点变化［12］。运用CiteSpace软件生成 1970年-2022年以来突现高频关键词 17个，见图 6，从中可以

看出这几十年死亡教育研究领域的主题发生的变化。2010年以前研究重点关注在学校、学生，着重探

讨死亡带来的焦虑等不良心理反应。2010年以后尤其是近几年研究对象开始重点转向医学生，尤其是

护生，并逐渐向社会人群铺开。且研究领域越来越深入和系统化，关键词显示对于死亡态度的研究在

近几年频次较高，死亡教育的培训也越来越多。

四、讨论

（一）研究领域及趋势

从发文量及时间分布来看，死亡教育英文文献数量随着年份的推移呈现增长趋势，说明全球的研

究仍在持续发展阶段，在2020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死亡人数增

加，国家政府层面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这与我国在2020年12月教育部《关于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

会生死教育的提案》答复中强调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全社会的生死教育，建设课程体系，把生死教育融

入课堂教育教学中相一致［13］。

从发文作者、国家及机构层面看，发达国家在死亡教育方面具有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美国，发

文量占比接近总量的一半，这可能与死亡教育起源于美国有关。美国的死亡教育已经形成了从中小学

到高等教育的多阶段全面普及的成熟体系，2005 年几乎美国全部的医学院校均已开设死亡教育课

程［14］。另外，各国、各机构、各作者之间较为分散，说明他们之间尚未形成合作单元，可能与每个

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观点看法有差异有关。尽管如此，随着全球多元化趋势势不可挡，安宁疗护的

不断推动［15］，未来开展跨国家、跨机构、跨区域合作，促进全球死亡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已成为大

势所趋。

图6　死亡教育高频关键词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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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基础、热点及前沿分析

死亡教育研究的对象涵盖了临终患者及家属、医学生、医护人员等。从关键词的突现时间和强度

来看，从2016年起死亡教育研究开始逐渐面向全社会公众，旨在帮助个体应对悲伤，并以一种平和、

平静和尊严的感觉接近死亡［16］，因此死亡教育不应仅仅针对濒死患者、医学生及医疗工作者，而应

该成为全人类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护生”这一关键词在2018-2022近几年突现，说明死亡教育在

护理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大多数患者死亡地点仍主要为医疗机构，护生作为将来护理

领域的执业者，面对死亡和濒死的机会比其他人多［17］，因此通过专业教育手段促使他们自身形成积

极的死亡观，从而对患者及家属的死亡态度也会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

从关键词词频分析可以看出排在前几位的包括医学教育、安宁疗护、死亡态度、死亡焦虑和恐

惧，由此可见死亡教育是安宁疗护的重要内容。近些年随着安宁疗护服务的开展，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的观念转变，各国各类医疗机构也越来越重视临终关怀［18］。医护人员是医疗行业的核心力量，他们

是濒死患者的直接接触者，通过接受死亡教育，形成积极正向的生死观，克服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

提高终末期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又可以成为死亡教育的推动者，促使患者和家

属正向死亡态度的形成，坦然接受死亡，因此需要将死亡教育课程纳入到常规医学教育中。进一步分

析文献，死亡教育相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反应护士死亡教育需求的现况调查和质性访谈，如赵浩梅

等［19］对河北省11所医院的387名新入职护士，死亡教育需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历、所在医院等

级、在校是否开展死亡教育、对护理工作的态度是其主要影响因素，87.6％的新入职护士希望医院能

够进行死亡教育的培训。Xie Lin等［20］从死亡焦虑与职业认同的关系角度对2119名中国大陆的护生进

行调查，发现职业认同相对较低的护生比职业认同相对较高的护生表现出更强的死亡恐惧与焦虑，因

此对死亡教育也有较高的需求，有关死亡教育和姑息治疗的实习经验将有助于护士形成强大的职业认

同。Mun Leong Tang等［21］对新加坡一家社区医院16名不同级别的护士进行质性访谈的研究显示，大

家一致认为死亡教育的培训对于姑息治疗环境中的护士是非常必要的，这将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应对死

亡焦虑，并且死亡教育应当成为护理院校的必修课程。研究进一步指出教育者和管理者应努力提供高

质量的培训和教育，并在设计死亡教育内容时考虑文化、宗教和社会人口特征。

死亡教育培训效果的探索多采用实验性研究，如Tamaki T［22］等用标准化病人、角色扮演法对护

理在校本科生实施安宁疗护教育，结果显示试验组姑息护理知识评估能力和自信心显著提高。韩国学

者 Jung［23］在研究中发现利用观看电影的方式对医护人员开展死亡教育具有较好的培训效果。我国李

凤侠等［24］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构建死亡教育培训方案并应用于某三甲医院肿瘤科护士，试验组在

接受培训后死亡应对能力有明显提高。由此可见死亡教育有利于促进正向死亡态度的形成，提高死亡

应对能力及专业姑息治疗照护能力，死亡教育的开展势在必行。

五、小结

综上所述，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合集收录了全球12000多种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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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献质量较高。因此本研究以此数据库作为基础，利用CiteSpace软件探讨全球死亡教育的研究概

况，对其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有了初步的认识。然而，由于本研究仅纳入单个数据库，导致分析结论

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可补充多个数据库的相关研究。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

上升，疫情反复干扰正常生活，“死亡”这个话题不得不提上日程，由此而带来的死亡焦虑、死亡恐

惧等负面情绪的调试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议题。死亡教育的开展迫在眉睫。发达国家相对较早且成

熟，美国属于该领域研究的领跑者。通过借鉴国外成熟模式，构建本土化的死亡教育模式是当前亟需

的研究热点。加强跨国家、跨区域、跨机构、跨学科合作，共同致力于大众的死亡教育，引导人们树

立正向积极的死亡观，学会与命运握手言和，让每一个生命带着尊严“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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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logy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death education English literatures 

based on Citespace

Peng Qiyan，Li Xiaoli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West China School of Nursing，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relevant English literature on death edu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Methods　The data source consisted of 

death education-related literature index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self-built database from its 

inception to June 2023. CiteSpace 5.8.3R3 software was utilized for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 evaluat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authors,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s, keywords, and other indicators.

Results　 A total of 438 relevant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indicating a continuous growth trend in death 

education-related research. The United States publish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articles. In terms of keyword 

frequency, the global death education field primarily focuses on medical students, nursi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cancer patients as the main research subjects, gradually expanding to include the general 

public in recent years. Targeted and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methods are the hotspots in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Conclusion　Death education-related research remains a hotsp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uture, 

efforts can be made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cross countries, regions, institutions, and disciplines, learn 

125



彭麒燕，李晓玲：基于Cite Space的死亡教育英文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

华人生死学，  2024  （1）： 116 - 126.

from each other, conduct localized deat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positive view of death among the public, achieving the goal of "facing life and death, and blossoming like 

spring flowers."

Key words: CiteSpace;database;death education;bibliometrics;visualiz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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