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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取德尔菲法构建护士信息素养评价模型" 详细阐述该模型的设计思路和具体实践过程" 对其进

行信度与效度的检验" 指出该模型能较准确掌握护士的信息素养情况" 有助于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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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素养是 ",2P 年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保罗0泽考斯提出的一个概念! 简单地说信息素养

就是使人能够更有效地选择+ 查找及评估传统或网

上资源的技巧! 是人们伴随信息时代到来应该具有

的一种基本能力! 对人们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

( 以临床护士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护

士的实际情况! 构建出具有一定实践价值的信息素

养评价模型! 旨在对护士信息素养能力进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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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为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展开教学和培训指明

方向(

#"构建护士医学信息素养评价模型的必要

性$ 设计方法及专家选择

#$!"必要性

由于信息素养对护士的成长至关重要! 因此很

多医院都在积极主动地向护士开展医学信息素养方

面的培训! 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聘请高校图书馆

文献检索教研室的教师进行教学
,P-

( 在此过程中往

往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 即教师缺乏对护士信息素

养方面的了解! 致使教学内容是由培训人员根据以

往的教学经验! 从个人角度主观制定( 而图书馆教

师以往的教学对象是校内学生! 学生与护士在基本

信息能力和信息获取需求等方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

差异! 即使图书馆教师根据护士的培训要求对教学

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也很难较好地满足护士实际的

学习需求( 且教学内容往往是固定的! 统一的教学

内容无法实现个性化教学
,' &2-

( 构建护士医学素养

评价模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培训内容不合理的问

题( 护士信息素养模式是以护士为对象制定的! 根

据护士的评分情况可以真实有效地掌握每名护士实

际的信息素养能力! 这样在未来开展培训过程中!

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师可以根据护士评估结果制定教

学内容!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设计方法

德尔菲法
,3-

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平等地吸取每一

个参与调查专家的意见和方法! 然后加以有效的整

合! 从专家整体的角度制定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由

于笔者工作于牡丹江医学附属医院! 在接触护理学

专家的同时! 也与部分医学高校的图书馆教师有所

接触! 能够较好地整合护理学和图书情报学等多学

科专家的观点! 使评价模型更具有准确性和实用

性! 因此采取德尔菲法设计评价模型(

#$("专家选择

共选择牡丹江市内多所三甲医院和高校 "( 位

专家进行调研( 其中男性专家 ' 人! 女性专家 ""

人( 平均年龄 P2*$( t'*$+ 岁( , 位专家来自医院!

均为副主任护师职称! 其中本科学历 2 人+ 研究生

学历 $ 人& 2 位专家来自高校! 均从事图书馆教学

和服务工作& 职称分布上副研究馆员或副教授职称

' 人! 研究馆员或教授 $ 人& 学历分布上本科学历 $

人! 研究生学历 + 人! 博士学历 $ 人( 以上专家均

不在同一部门工作! 无亲属关系(

("评价模型设计过程

($!"整体设计思路

全体专家经两轮讨论后设计完成' 第 " 轮! 全

体专家仅以护士可能涉及的信息素养能力为调查讨

论内容! 进行自由讨论! 讨论完成后将讨论内容以

表格的形式进行总结& 第 $ 轮! 全体专家以上一步

汇总的表格为讨论对象! 逐条对其内容的合理性达

成一致意见& 第 + 轮! 逐项赋予权重
,, &"#-

(

($#"具体实践过程

&"#"$%初次讨论!重点是初步明确护士信息素养

评价模型的基本指标内容! 具体讨论结果! 见表 "(

表!"初次制定信息素养评价模型的具体指标内容

" 级指标 $ 级指标 + 级指标

护理学信息意识 $)% 对护理学信息的认识 $)"% 护理学信息与自身护理工作息息相关 $)""%

是科研工作的基础 $)"$%

网络与医学数据库同样是信息获取的渠道 $)"+%

护理学信息需要与多种学科的信息相互关联和结合 $)"P%

对护理学信息的需求 $)$% 能明确表述自身信息获取的需求 $)$"%

经常记录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

03(0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45./4-0*,1.6457!"#$%!89:;&'!-9;(



续表!

护理学信息知识 $[% 理论知识 $["% 明确纸质图书馆的排架方法 $[""%

明确网络护理学资源的特点 $["$%

明确多种中文数据库的收录特点 $["+%

区分北大核心和科技核心等收录划分范围 $["P%

明确影响因子等衡量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和计算方法 $["'%

实践知识 $[$% 会使用图书馆提供的馆际互借服务获取其他院校纸质文献 $[$"%

合理使用网站获取所需信息 $[$$%

熟练掌握 CScJ和万方等中文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

会使用 " e$ 种外文数据库获取外文文献 $[$P%

能够根据情况合理使用主题+ 关键词+ 题目和作者等检索途径进行检索 $[$'%

会使用百度文库等开源资源网站获取信息 $[$(%

熟练使用 `:9> 和 TfD6@软件 $[$2%

熟练用 F F̂F 等数学统计软件 $[$3%

会主动使用资源推送系统获取信息 $[$,%

护理学信息能力 $C% 科研能力 $C"% 主持或参与院+ 市或省级项目 $C""%

发表护理学论文 $C"$%

创新能力 $C$% 在获取信息基础上! 提出新方法和见解 $C$"%

关注非常规性的护理事件或问题 $C$$%

能够从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等学科角度对护理信息进行扩展 $C$+%

护理学信息安全 $E% 信息保密 $E"% 不主动公布自身的专业和工作信息 $E""%

在各护理网站中选择密码保护选择 $E"$%

安装杀毒软件和其他网络安全工具并定时升级 $E"+%

定时资料异地备份 $E"P%

信息道德 $E$% 能够做到以护士人员身份发布网络信息 $E$"%

尊重知识产权! 不抄袭! 引用他人信息内容时标明出处 $E$$%

不发布未经证实的护理相关信息 $E$+%

杜绝传播非法信息 $E$P%

&"#"#%二次讨论!专家从主观角度对各项指标的

重要性进行赋值! 具体赋值方法以李克特 ' 级评分

标准为参照( 李克特 ' 级评分标准分为很重要+ 重

要+ 一般+ 不太重要和不重要 ' 种结果! 对应的赋

值依次为 '+ P+ ++ $ 和 " 分( 赋值统计结果收集完

成后采用 F F̂F $#*# 进行分析! 先逐项计算均数和

标准差! 然后再按着变异系数 C0_g $标准偏差

FE-平均值 O681% l"##R公式计算变异系数( 当

变异系数大于 #*$' 时! 表示专家对该项目的意见

存有明显分歧! 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讨论其合理

性( 初次制定信息素养评价模型变异系数计算结

果! 见表 $( 从表中可见 ["P 等项目变异系数大于

#*$'! 因此对其进行重点讨论( 具体讨论结果如

下' $"% 删除 ["P! 保留 ["'( 高校专家一致认为

["P 和 ["' 项目实质上都是衡量护士是否具有正确

判断期刊质量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但不用

划分过细! 而且重点在于部分期刊虽不是核心期

刊! 在医学领域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因此保留

["'( $$% 删除 [$P( 在是否删除 [$P 项上高校专

家与医院专家具有明显分歧! 前者认为其非常重

要! 但后者认为并不必要( 最后医学情报专家通过

在各种外文数据库检索! 发现医院护士基本没有发

表过外文文章! 从实践角度证实外文数据库对护士

的实用性较低! 遵循医院专家意见将其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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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2! 修改 [$3( [$2 和 [$3 是从护士计算机

软件应用角度对其信息素养进行评价( 高校专家认

为 `:9> 等软件在护士高校学习阶段已经熟练掌握!

是一项最为基本的技能! 没有必要纳入信息素养的

评价标准中( 但护士的实际掌握情况并不如此! 全

体专家聘请 ' 位护士进行现场操作演示! 其仅能完

成基本的打字操作! 在文件格式存储+ 表格制作和

图标插入等方面操作情况非常不理想! 有必要保留

[$2( 在 [$3 方面! 由于数学统计软件是护士统计

资料和撰写论文必备的工具! 考虑 F F̂F 等软件较

为复杂! 加之护士的日常工作非常忙绿! 没有时间

和精力进行系统的学习! 因此将熟练掌握调整为基

本掌握(

表#"初次制定信息素养评价模型变异系数计算结果

初始赋值

" 级指标 变异系数 $ 级指标 变异系数 + 级指标 变异系数
第 $ 次讨论结果

) #*"$+ $ )" #*"+'$ )"" #*"$+ ' &

)"$ #*""$ + &

)"+ #*"+' 3 &

)"P #*$"$ ' &

)$ #*"(' $ )$" #*",( 3 &

)$$ #*"$' ' &

[ #*""$ ' [" #*"2' 3 ["" #*$"$ ' &

["$ #*"3' ( &

["+ #*"$+ ' &

["P #*$(' P 删除

["' #*$2" ' 保留

[$ #*"+' ( [$" #*$"$ ' &

[$$ #*"P' $ &

[$+ #*""$ + &

[$P #*$3' ( 删除

[$' #*"3, ( &

[$( #*"(' 3 &

[$2 #*$3( ' 保留

[$3 #*$2+ ' 修改为基本掌握

[$, #*$"P ' &

C #*"## $ C" #*""$ ' C"" #*"$+ $ &

C"$ #*"#$ ' &

C$ #*"'3 $ C$" #*"'+ $ &

C$$ #*"3, ( &

C$+ #*"'+ ' &

E #*"'3 ( E" #*"+( ' E"" #*",3 ' &

E"$ #*$$' $ &

E"+ #*",( ' &

E"P #*"3' ( &

E$ #*"$+ ' E$" #*"3' P &

E$$ #*"$$ + &

E$+ #*"$$ ' &

E$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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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权重!全体专家按 " 级指标+ 同级内

$ 级指标和 + 级指标的顺序逐级确定权重( 具体如

下' $"% 排序( 专家逐一对同一级别的各个项目进

行排序! 如以 " 级指标为例! 排序结果为 [mCm)

mE( $$% 赋值( 根据该级别项目总数量确定最高

分! 如 " 级指标由 P 项组成! 最高分为 P 分( 再按

着反向赋值方法给予分数! 即 [+ C+ )+ E的分数

依次为 P+ ++ $ 和 " 分( $+% 计算权重( 权重的计

算方法为该项目所有专家评分结果之和除以该项目

所有可能得分的分数之和同专家人数的乘积! 如以

" 级指标为例! 分母为 $P o+ o$ o"% l"( g"(#(

按同样的方法逐级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信息素养评

价模型权重计算结果! 见表 +(

表("信息素养评价模型权重计算结果

" 级指标 权重 $ 级指标 权重 + 级指标 权重

) #*$"' )" #*2$" )"" #*$'(

)"$ #*$23

)"+ #*"(3

)"P #*$,3

)$ #*$2, )$" #*+3'

)$$ #*("'

[ #*+$( [" #*$'# ["" #*",'

["$ #*$3$

["+ #*+$'

["' #*",3

[$ #*2'# [$" #*#3,

[$$ #*#,+

[$+ #*"3,

[$' #*"2,

[$( #*"'3

[$2 #*#,(

[$3 #*#3'

[$, #*"""

C #*+#' C" #*(,+ C"" #*+3P

C"$ #*("(

C$ #*+#2 C$" #*+,$

C$$ #*$,(

C$+ #*+"$

E #*"'P E" #*+($ E"" #*",2

E"$ #*"3(

E"+ #*+,(

E"P #*$$"

E$ #*(+3 E$" #*",+

E$$ #*+'+

E$+ #*$,(

E$P #*"'3

)"模型信度与效度

)$!"信度

指测验结果的一致性+ 稳定性及可靠性! 是衡

量调查研究结果是否可信的重要标准! 本研究信度

采用 C9:1I8D5p08@758系数表示! 根据 E6_6@@/0等

专家的观点! 系数值若小于 #*('! 表示为低等信

度! 模型设计的意义较小& 系数值介于 #*(' e#*2#

之间! 表示模型具有中等信度! 可以接受& 当系数

值介于 #*2# e#*3# 时! 表示模型具有高等信度! 具

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

( 当护士信息素养评价模型构

建完成后! 以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 名临

床护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总计发放调查

问卷 "#, 份! 回收 "#$ 份! 回收率 ,+*'3R( 模型

信度计算结果! 见表 P( 可见各级指标的系数值均

处于 #*2# e#*3# 之间! 表示护士信息评价素养模型

具有较为理想的信度(

表)"信息素养评价模型信度计算结果

调查指标 指标数量 系数值均值

" 级指标 P #*2,' $

$ 级指标 3 #*23' (

+ 级指标 +" #*22( ,

)$#"效度

内容效度简单地说就是衡量调查问卷或模型的

有效的程度( 在效度评价上同样采取专家评估法(

为保证评价的准确性! 在专家的选择上聘请参与过

护理信息素养模式构建的 ' 位专家( 其中两位来自

高校图书馆! + 位来自医院! 均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评价意见采取 P 级评分法! 分值 P 表示关系密切+

分值 + 表示相关+ 分值 $ 表示略相关+ 分值 " 表示

不相关( 专家组队评估模型的各个指标评分完成

后! 该指标获得 + 分及以上分数的专家人数与专家

总数的比值即内容效度指数( 根据学者 E8?/0等人

的观点! 内容效度指数不低于 #*3! 表示效度较为

理想
,"$-

( 模型效度计算结果! 见表 '( 可见各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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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效度均值均大于 #*3! 表示护士信息素养评价

模型具有较为理想的效度(

表*"信息素养评价模型效度计算结果

调查指标 指标数量 效度指数均值

" 级指标 P "*### #

$ 级指标 3 #*32' #

+ 级指标 +" #*,+' '

*"结语

护士信息素养评价模型对护士的信息素养能力

进行较为准确的评分和判断! 这样医院在未来的管

理和培训过程中! 根据评分结果! 不仅可以对本院

护士的信息素养能力有较为直观的了解! 还可以直

接找出每名护士所存在的问题! 然后将有共性问题

的护士集中在一起! 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教学!

充分提高护士整体的信息素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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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提高自引的排查效率和准确率( 该系统无需

安装程序以及用户名和密码! 没有任何成本! 不占

硬盘空间! 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更新简单方便! 除

文中提到的 P 个中文库外可根据需要增加其他中文

数据库! 也可以扩充到英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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