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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分析 国 内 各院校护理信息 学课程设置现状 ， 阐述我 国 护理信息 学教育存在的 问题
，
包括护理专 业

教育者对护理信息 学教学 内 容尚 未形成共识 、 教学 队伍人才 不 足 、 教学 内 容及课程体 系 构建有待 完善 ， 提

出相应 改进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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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中 国是世界上人 口 最多 的 国家 ， 护士需求量巨

大
［

１ ４
］

。 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行业广

泛应用改变了护理工作模式 ， 将护士从事务性工作

中解脱出来 ， 使其将更多时 间用于患者治疗护理 ，

一定程度缓解护士人力资源不足的状况 。 电子病历

及各种医疗信息系统在医院的普及应用对护理专业

学生计算机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 通过在校教育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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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信息能力 和信息素养 ， 对帮助护理专业学生快

速适应临床护理工作 、 正确进行临床护理决策 、 不

断提升专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分析 国 内 高

校护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阐述护理专业学生

护理信息学教育现状 ，
以期为护理信息学教育及发

展提供参考 。

２ 研究方法

在 国家教育部官网查询 ２０ １ ９ 年公布的 ２９５６ 所

高等院校 ， 其 中本科院校 ８ ３ １ 所 ； 在 中 国 教育 在

线 、 阳光高考官网查询招收护理本科专业的院校分

别为
２５ １

、
２ ３ １所

［

３ ５
］

。 使用
Ｍ ｉ ｃｒｏ ｓ ｏｆｔＥｘｃｅ ｌ２００７

软

件对 ３ 组数据进行合并 、 比对 、 去重处理后 ， 筛选

出全国 招 收护理学本科专业 的 高等 院校 共计 １ ８ １

？

８ ６
？



在所有必修课程中护理信息学理论学时 占总学时 的

６０ ．１ ３％
， 实践学时 占总学时 ３ ９ ．８７％

，
理论课与实

践课时 比为 １ ．５ １
：１

。
３ ９ 所高等院校开设护理信息

学课程负荷见图 １
、 表 ２

。

图 １ 本科院校护理信息学课程开设现状 （
ｎ 
＝ ３９

）

表 ２ 护理信息学课程负荷 （

３ ＜ ｒ ± ｓ
）

课程类型 课程门数 学时数

总课程 ３ ． ９７± １ ． ３ ７ ３７ ． ３７± ２３ ． １ ４

必修课程 ２ ． ７９ ± １ ． １ ５ ４２ ． ８２ ± ２４ ． ７７

３ ．３ 课程 内容

将 １ ５ ５ 门护理信息学课程分为信息素养 、 计算

机技术 、 健康信息学 、 发展趋势及医疗信息系统 ５

类 。 其中教授最多 的 内容为信息素养类 ， 其次为计

算机技术类 。 另外部分院校开设信息学 、 发展趋势

及医疗信息 系统相关课程 ， 但数量较少 ， 见表 ３
、

表 ４
。

表 ３ 护理信息学课程分类 （ 共 １ ５５ 门课程 ／７
，

％
 ）

课程分类数量 （ 门 ，

％
）

信息素养类 ８ １
（
５２ ． ２６

）

计算机技术类 ５ ６
（
３６ ．  １ ３

）

信息学类 １ ３
（
８ ． ３ ９

）

发展趋势类 ３
（

１ ． ９４
）

医疗信息系统类 ２
（

１ ． ２９
）

所 ， 查询其官网发布的护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 对课时 、 课程性质等信息不全的培养方案予 以

剔除 ， 最终获取 ３９ 个人才培养方案 。 使用 Ｅｘｃｅ ｌ 软

件对课程 门 数及课时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学分

析 。 根据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将含学时为周 的课

程换算为相应学时 。

３ 研兄结果

３ ．１ 院校分布

３ ９ 所招收护理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主要来 自 于

全国 ２０ 个省份 ，

１ ９ 所 （
４８ ． ７２％

） 来 自 江苏 、 湖

北 、 河北 、 湖 南 ４ 省 ， 其 中 包含 ５ 所 （
１ ２ ． ８２％

）

教育部直属大学 ，

７ 所 （
１ ７ ． ９５％

）
—流大学 。

表 １ 省份分布情况

省份 数量 （ 所 ，
％

） 省份 数量 （所 ，
％

）

江苏 ６
（

１ ５ ． ３ ８
） 贵州 １

（
２ ． ５６

）

湖北 ５
（

１ ２ ． ８２
） 海南 １

（
２ ． ５６

）

河北 ４
（

１ ０ ． ２６
） 河南 １

（
２ ． ５６

）

湖南 ４
（

１ ０ ． ２６
） 黑龙江 １

（
２ ． ５６

）

四川 ３
（
７ ． ６９

） 辽宁 １
（
２ ． ５６

）

广东 ２
（
５ ．  １ ３

） 内蒙古 １
（
２ ． ５６

）

浙江 ２
（
５ ．  １ ３

） 青海 １
（
２ ． ５６

）

安徽 １
（
２ ． ５６

） 山东 １
（
２ ． ５６

）

福建 １
（
２ ． ５６

） 山西 １
（
２ ． ５ ６

）

甘肃 １
（
２ ． ５６

） 陕西 １
（
２ ． ５６

）

３ ． ２ 课程负荷

３ ９ 个人才培养方案 中 的护理信息学课程共计

１ ５ ５ 门 ， 各院校课程开设 门数在 ２ ？ ７ 门之间 。 院校

平均开设护理信息学课程 ３ ．９７±１ ．３７ 门 ， 每门课程

平均课时 ３７ ．３７± ２３ ．１ ４
； 平均开设护理信息学必修

课 ２ ． ７ ９±１ ． １ ５ 门 ， 每 门 课程 平 均课 时 ４２ ．８２±

２４ ． ７７
。 详细区分理论 、 实践课时的大纲共 ３４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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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护理信息学课程 内容分析 （
３９ 个培养方案 ｎ

，

％
 ）

类别 课程 内容 数量

计算机 计算机基础与应用 ３ １ （
７９ ． ４９

）

技术类 计算机语言与程序设计 ９ （
２３ ． ０ ８

）

计算机文化基础 ３ （
７ ． ６９

）

办公软件应用 ： 高级办公软件 、
３ （

７ ． ６９
）

可视化教学系统 、
Ｐｈ ｏｔｏ ｓｈ ｏ

ｐ 软件等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２（
５ ． １ ３

）

信息素 文献检索 、 医学信息检索 ２０
 （

５ １ ． ２ ８
）

养类 护理科研 、 护理研究 ２９ （
７４ ． ３ ６

）

卫生统计学知识及相关软件应用 ２３
 （

５ ８ ． ９７
）

循证医学 、 循证护理 １ ７
 （
４ ３ ． ５ ９

）

信息 计算机信息技术 ８
 （

２０ ． ５ １
）

学类 护理信息学 、 医学信息学 ４
 （

１ ０ ． ２６
）

护理分类学 １ （
２ ． ５ ６

）

发展趋势类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

互联 网 ＋ 医疗
”

３ （
７ ． ６９

）

医疗信息 护理电子病历系统 、 医 院管理信息系统 ２（
５ ． １ ３

）

系统类

４ 讨论

４ ．１ 课程设置现状

４ ． １ ． １ 整体设置情 况 各院校课程数量及课时安

排比较充足 ， 其中护理信息学实践教学学时 占 总学

时比例高于 ２５％
， 能够达到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

教学工作评价指标要求
Ｗ

。 从护理信息课程 内容安

排中可 以发现护理信息学教学课程设置种类较少 ，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素养类课程上 ， 表明

国 内本科院校更倾 向于培养护理专业学生的计算机

基本应用能力 以及护理信息 、 数据的收集 、 分析和

评价能力 。

４ ． １ ． ２ 信 息 学 类课程及 医 疗信 息 系 统课程 目 前

国 内仅少数院校开设信息学课程 、 护理信息学发展

趋势相关课程及基于临床工作需求的医疗信息系统

类课程 。 信息学类课程及医疗信息系统课程是为 了

使学生了解信息学理论知识和技术 ， 熟悉医院各信

息系统主要功能 。 随着信息化建设在全国 医院快速

开展 ， 医疗信息 系统开发需 由 医护人员 提 出 需求 ，

信息技术人员据此进行设计和构建 。 但 由 于医护人

？

８ ８
？

员 和信息技术人员学科知识差异较大 ，

二者在沟通

时常因理解错位而导致信息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

出现问题 。 通过开设信息学类课程及医疗信息系统

课程 ， 不仅能有效增强学生对信息系统实际操作能

力 ，
还可 以为护理信息学继续教育奠定基础 ， 使护

士在工作中能够与信息技术人员进行有效沟通 ， 从

而更好地参与护理信息项 目 开发 ， 使系统构建 、 应

用更加符合临床需求
［
７  ８

］

。

４ ． １ ． ３ 护理信 息 学发展趋 势 相 关 课程 此类课程

可使学生了解最新信息技术在护理领域 中 的应用 和

护理行业最新发展方 向 。 信息技术与 医疗行业的深

度融合促使 医疗护理提供方式不断发展 和 改变 。

２０ １ ８ 年 ７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印发

促进护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 的通知 》 指 出
“

要加强护理信息化建设 ， 借助 大数据 、 云 计算 、

物联网和移动通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 优化护

理流程 ， 创新护理服务模式 ， 提高护理效率和管理

效能 ， 推动护理领域生活性服务业态创新 ， 改进服

务流程 ， 积极发展智 慧健康护理等新型业态
”

［
９

］

。

全国多地已开展
“

互联 网 ＋ 护理
”

、 网约护士等新

兴护理模式 ，
以期满足不 同人群的护理需求 。 这种

探索
一方面拓宽了护理行业发展道路 ， 另

一方面对

护士信息能力提出更大挑战 ， 护士除需掌握护理学

专业知识和技能外 ，
还需将其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

通过设置这类课程可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 引导其

将信息思维引 入护理实践 中 ， 提升信息意识 和态

度 ， 提高改革创新能力 。

４ ． ２ 课程建设 中存在的 问题与建议

４ ． ２ ． １ 对护理信 息 学教 学 内 容 尚 未形成共识
［

１ °
］

在不同 国家护理信息学课程开设情况存在差异 ， 美

国高校护理信息学课程分为护理科学 、 计算机与信

息科学 、 管理科学 、 护理信息学 ４ 类 ； 韩 国
一项研

究提出 护理信息学课程包括计算机技术 、 医疗信息

系统应用 、 远程医疗 、 信息学 、 信息素养 、 信息管

理 、 伦理等 １ ４ 项核心 内容 ； 加拿大相关学科教育

旨在鼓励学生以信息综合为 目 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 ； 澳大利亚注重学生计算机技能 、 信息素养 以及

信息态度 、 意识和治理能力 的提升
［

１ １ ４ ３
］

。 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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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 ｌ ． ４ ２
 ， 
Ｎ ｏ ． ８

过分析护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将护理信息学 内容分

为 ５ 类 ，
也有学者指 出 国 内护理信息学主要体现在

开设文献检索和计算机基础课程方面
［

１ ４
］

。 此外毛树

松 ２０００ 年编著的 《护理信息学概论 》 ， 梁正 、 曹世

华等分别于 ２０ １ ０ 年 、
２０ １ ９ 年分别编著 的 《 护理信

息学 》 教材 ， 内 容更侧重技术及 医院信息 系统介

绍 。 由此可知 目前国 内 护理专业教育者对护理信息

学教学内容 尚未形成共识 ， 我 国 护理信息学仍处于

早期发展阶段 。

４ ． ２ ． ２ 专业教 学 队伍人 才 力 量 不足 尚未建立专

业护理信息学教学和科研团 队 。 分析我 国 护理信息

学课程性质可 以发现 ， 计算机技术 、 文献检索 、 信

息检索 、 卫生统计学知识及相关软件应用等课程多

为通识课或选修课 ， 并非针对提升护理专业学生信

息能力 和素养而设置 ， 授课教师不能从护理学角度

开展教学 ， 难以准确反映护理教育者对学生 的教学

期待 ， 必然导致学生学 习 目 的模糊 、 学 习 效果 降

低 。 同时护理专业教师对信息学知识掌握程度 较

低 ， 难以完成对信息技术知识的讲授 。

４ ． ２ ． ３ 教 学 内 容及课程体 系 构建有 待 完 善 研究

结果表明尽管各院校开设护理信息学课程 门数较多 ，

但占 比较高 的信息素养类课程 中 ， 护理研究与统计

学 、 循证医学等内容重复 ， 若盲 目追求课程数量而不

进行有效的课程整合 ， 会增加学生学习负担 ， 影响学

习积极性 。 课程 门数排第 ２ 位的计算机技术类课程

存在技术与专业相分离等问题 ， 如何将护理思维与

信息技术更好地融合 ， 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提高护

理质量 ， 是护理教育者需要关注的重点 。

４ ． ３ 护理信息学教育发展建议

美 国 护士协会 （
Ａｍ ｅｒｉｃ ａｎＮｕ ｒｓ ｅ ｓＡ ｓ ｓｏｃ ｉａ ｔ ｉｏｎ

，

ＡＮＡ
） 将护理信息学定义为整合护理科学 、 计算

机科学和信息科学 ， 管理 和传播护理实践 中 的数

据 、 信息 、 知识 和智 慧 的专业
［

１ ５
］

。 刘辉 、 池慧 和

刘华平
［

１ °
］

提出 护理信息学是研究 以人 的健康为最

终 目标的护理领域信息化一切 问 题及其规律 的 护

理学二级学科和独立实践领域 。 该课程具有独特

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 ， 护理专业教师仅依靠护理专

业知识不能达到护理信息学课程授课要求 ， 教师

必须不断学 习信息学相关知识 ，
主动参与 医 院信

息系统设计 、 开发及应用 ， 才能达到护理信息学

课程教学标准 。 只有培养
一支既具有较强 护理专

业技能 、 又擅长信息技术 的 护理信息学专业教师

队伍 ， 将信息学 、 计算机知识 和技能与 护理学进

行有效整合 ， 完善护理信息学课程体系 ， 才能推

动护理信息学教育 的发展 ， 培养 出 符合时代需求

和医院发展要求的合格人才 。

５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在护理领域的广泛应用 和快速发

展 ， 各医疗机构对临床护士的信息能力 和素养要求

逐渐提高 ， 护理教育者必须有针对性地培养临床所

需护士以满足医疗机构需求 。 同 时护理信息学作为

一

门护理学与信息学的交叉学科 ， 是对护理学科的

丰富和完善 ， 需要更多护理教育者投入到护理信息

学科建设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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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 ， 对我 国急救医疗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 基于

ＶＲ 技术的智 能救护平 台 构建的应急救护培训救援

网络能够切实解决我 国公众缺乏急救知识与技能培

训的现实问题 ， 充分发挥社会公众急救力量 ， 营造
“

人人会急救 、 人人懂急救 、 人人敢急救
”

的美好

社会氛围 ， 为
“

健康中 国
” “

平安 中 国
”

贡献力量 。

下一步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进
一步完善平 台 ，

开发真正适合我 国 的应急智能救护平 台 ，
以期成为

我 国 院前急救体系 的重要补充与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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