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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便利抽样法调查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指出本科
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有待提高，护理院校和实习基地应重视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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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护理信息学 （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ＮＩ）是将护
理信息、知识与信息管理学、计算机技术相结合，

以促进人类、家庭和社区健康的科学实践［１］。在当

今信息密集的医疗卫生环境中，护理工作越来越依

赖信息化医疗工具 （如电子记录、移动计算设备、

机器人等）。这些工具使护士能够获得对有效临床

决策至关重要的循证信息；改善护理的可及性以及

护理提供者与消费者的沟通；在复杂医疗系统中改

进数据管理和使用方法，从而提供高质量、高效

益、安全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２］。这种新的护理

模式要求护士具备较强护理信息能力［３－４］。护理信

息能力是指在不同护理信息相关活动中所呈现出的

知识、技能和态度等综合能力［５］。本科实习护生作

为护理行业的储备军，理应具备较强护理信息能

力。本研究调查分析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现

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培养和提高本科实习护生护理

信息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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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０２１年３
月选取贵州省３所高校的２８０名本科实习护生作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全日制护理本科生；知情同

意且愿意配合。

２２　方法

２２１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
年龄、民族、生源地、实习时长、接触电脑时长、

大学之前是否学习过计算机、计算机等级情况、上

网浏览最多的内容、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比例、是

否通过网络进行专业学习、是否学习过 ＮＩ相关课
程、是否接触过护理信息系统。护理信息能力自评

量表，选取ＰＡＴＣＨ量表的第２部分 （护理信息能

力）［６］。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法：不知道 ＝０；没有
经验的新手 ＝１；有经验、程度较高的初学者 ＝２；
应付自如、能胜任的使用者 ＝３，精通、熟练运用

的使用者＝４。得分范围为０～４分，得分越高说明
护理信息能力越强。

２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由培训并考
核合格的调查员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向护生

说明调查目的、意义、问卷填写方法及保密原则，

问卷当场发放并回收。共发放问卷２９０份，回收有
效问卷２４１份，有效回收率８３１０％。
２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使用 （ｘ±ｓ、频数和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
采用ｔ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
验分析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评分情况，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因素，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３　结果

３１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评分情况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总平均分为 （１４０
±０５５），处于较低水平。针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进行评分及单因素分析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评分单因素分析

因素 类别 人数 （％） 均分 （ｘ
－
±ｓ） 统计值 Ｐ值

生源地 城市 ３６（１４９４） １７９±０５５ Ｆ＝１２４５０ ＜０００１ａ
城镇 ４１（１７０１） １４３±０５８
农村 １６４（６８０５） １３０±０５１

实习时长 （月） １～６ ７１（２９４６） １１９±０６２ ｔ＝－３４６２ ００１
７～１２ １７０（７０５４） １４８±０５０

接触电脑的时长 （年） １～３ １０２（４２３２） １２１±０６０ Ｈ＝２８９７２ ＜０００１ｂ
４～６ ７０（２９０５） １４０±０４０
＞６ ６９（２８６３） １６７±０５０

大学之前是否学习过计算机 是 １５０（６２２４） １５６±０５０ ｔ＝６１７７ ＜０００１
否 ９１（３７７６） １１３±０５５

计算机过级情况 无 ９９（４１０８） １２０±０６０ Ｈ＝３５９９８ ＜０００１ｃ
一级 ９９（４１０８） １４３±０４２
二级 ４３（１７８４） １７８±０５２
三级 ０　　　　

上网浏览最多的内容 与专业相关的信息 ８５（３５２７） １６６±０５６ Ｆ＝１１７５２ ＜０００１ｄ
娱乐新闻 ９７（４０２５） １２３±０５０
时事要闻 ２０　 （８３０） １２１±０３１
其他 ３９（１６１８） １３３±０５５

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比例 ＜３０％ ２９（１２０３） １０８±０６０ Ｆ＝８２４８ ＜０００１ｅ
３０％～５０％ ９２（３８１７） １３１±０５４
５１％～８０％ ７９（３２７８） １４８±０５１
＞８０％ ４１（１７０１） １６６±０５１

是否通过网络进行专业学习 是 ２０９（８６７２） １４３±０５３ ｔ＝２４８３ ００１４
否 ３２（１３２８） １１７±０６６

学习过ＮＩ相关课程 是 １８１（７５１０） １５４±０５１ ｔ＝７７８７ ＜０００１
否 ６０（２４９０） ０９７±０４６

接触过护理信息系统 是 １５４（６３９０） １６０±０４９ ｔ＝８５３６ ＜０００１
否 ８７（３６１０） １０４±０４８

　　注：ａ代表城市分别与城镇、农村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ｂ代表接触电脑时长＞６年分别与４～６年和１～３年之间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
接触电脑时长４～６年与１～３年之间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ｃ代表计算机过二级分别与一级、无过级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一级与无过级之
间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ｄ代表通过网络进行专业学习分别与通过网络看娱乐新闻、时事要闻和其他这３者之间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ｅ代表通过网
络获取信息比例＜３０％分别于与３０％～５０％、５１％～８０％和＞８０％这３者之间存在差异 （Ｐ＜００５），５１％～８０％与３０％～５０％之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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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评分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

　　以护理信息能力总平均分为因变量，将表１中
实习时长、接触电脑时长、大学之前是否学习过计

算机、计算机过级情况、上网浏览最多的内容、通

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比例、是否通过网络进行专业学

习、学习过 ＮＩ相关课程、接触过护理系统作为自
变量纳入线性回归方程中，自变量赋值，见表 ２。
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的模型有效，解释度较

好。共线性诊断：容忍度均＞０１，ＶＩＦ均 ＜１０，考
虑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元共线性。生源地、大学之

前是否学习过计算机、计算机过级情况、学习过护

理信息学相关课程以及接触过护理系统都是本科实

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的影响因素，见表３。

表２　自变量赋值

变量 赋分值

生源地 农村＝１，城镇＝２，城市＝３

实习时长 （月） １～６＝１，７～１２＝２

接触电脑时长 （年） １～３＝１，４～６＝２，＞６＝３

大学之前是否学习过计算机 否＝１，是＝２

计算机过级情况 无＝１，１级＝２，２级＝３，３级＝４

上网浏览最多的内容 其他＝１，时事要闻＝２，娱乐新

闻＝３，与专业相关的信息＝１

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比例 ＜３０％ ＝１，３０％ ～５０％ ＝２，

５１％～８０％＝３，＞８０％＝４

是否通过网络进行专业学习 否＝１，是＝２

学习过ＮＩ相关课程 否＝１，是＝２

接触过护理系统 否＝１，是＝２

表３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评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Ｂ值 标准误差 β值 ｔ值 Ｐ值 Ｔｏｌｅｌａｎｃｅ ＶＩＦ

生源地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０ ０１７７ ３３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１２ １０９７

大学之前是否学习过计算机 ０１８３ ００６３ ０１６０ ２９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８４６ １１８２

计算机过级情况 ０１２８ ００４２ ０１７０ ３０８３ ０００２ ０８４９ １１７８

学习过ＮＩ相关课程 ０２７５ ００７８ ０２１５ ３５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６８７ １４５６

接触过护理系统 ０２９６ ００７１ ０２５７ ４１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６８０ １４７０

　　注：Ｒ２＝０３９６，调整后Ｒ２＝０３８３，Ｆ＝３０８４５，Ｐ＜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有待提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总

平均得分为１４０±０５５，处于较低水平，这与朱望
君和陈秀文［７］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可能与我国院

校护理信息学教育起步较晚有关，而且只有少数院

校护理研究生院设立护理信息学部分课程，多数本

科院校并没有涉及相关知识［８］，导致在校本科护生

信息意识不强，很难找到培养自身信息能力的方

法。另外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带教老师临床工作繁

重，对于本科实习护生的带教只停留在基础护理操

作，很少涉及信息化设备和系统的教学，导致本科

实习护生对其认知不足。建议相关管理者和教育工

作者强调护理信息学在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制定

可行框架，促进护理信息学更好地融入护理教育以

及临床实践中，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从而进一步

提升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

４２　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

４２１　生源地　本研究表明生源地是本科实习护
生护理信息能力影响因素之一。由图１可以看出，
城市分别与城镇、农村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与冯琳［９］研究结果相似。原因可能

在于本研究有较大一部分本科实习护生来自于贵州

省农村和城镇，信息化发展相比于其他省较为落

后，出生于城市的本科实习护生相较于这部分学生

更容易接触到信息化产品，加上经济上的优势使其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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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多资源去学习并掌握信息技术。城镇和农村

的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相对较低。因此带教

老师临床教学时，应结合不同生源地护生的护理信

息能力，对于来自农村和城镇护生应着重信息设备

和系统的教学，鼓励其业余时间主动学习护理信息

学相关课程，帮助其克服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进而提高护理信息能力。

４２２　大学之前是否学习过计算机　本研究表明

大学之前学习过计算机知识的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较

强，何晓璐、谭小燕和刘丽琼等［１０］指出这部分护生

掌握了大量计算机基本知识，应用能力相对较强，

同时参加工作后不易对计算机应用产生排斥情绪，

表明通过对计算机专业学习可进一步加强护生护理

信息能力。本研究部分本科实习护生初、高中阶段

学习了计算机基础课程，具备一定计算机知识，为

培养其护理信息能力奠定基础，为提高护理信息能

力提供前提条件。建议大学之前未学习过计算机的

本科实习护生在校期间加强计算机学习，充分借助

图书馆资源，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主动寻求帮

助，找到最佳解决途径。此外应加强信息化硬件设

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并开放这些资源，便于本科实习

护生业余时间学习计算机，从而提升自身护理信息

能力。

４２３　计算机等级情况　考取计算机２级证书的

本科实习护生分别与未考取和考取计算机１级证书

的本科实习护生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考取计算机１级证书和未考取的本科实习护生之间

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计算机等

级越高，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越强，这与余

自娟、张艳和赵敬等［１１］研究一致。究其原因，虽然

在校期间已经学习过计算机有关课程，掌握了基础

输入法以及 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ＰＰＴ等软件操作技能，

但主动考取计算机较高等级证书的本科实习护生拥

有更好的计算机知识和技能，也间接表明了其对培

养自身计算机能力的重视，从而具有较强的信息素

养和护理信息能力。随着医疗信息化发展，为满足

医院对信息化人才的需求，护理院校应培养具备较

强计算机操作能力的护理人才。ＨｕｒｙｋＬＡ［１２］研究

显示，良好的计算机素养对护士的护理信息能力起

到积极影响。建议各院校督促本科实习护生积极考

取较高等级证书，增强计算机实际操作技能，提高

信息素养。

４２４　学习过ＮＩ相关课程　美国 ＮＩ教育处于领
先水平［１３］。本研究调查的３所高校开设了计算机基
础、医学信息检索等少量 ＮＩ相关课程，虽然对促
进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发展产生一定助力，

但很难培养出优秀的 ＮＩ专业人才。本研究中学习
过ＮＩ相关课程的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得分
较高，有国外学者［１４］也提出同样观点，但有１／４的
本科实习护生在校或实习时缺少有关信息学知识和

技能教育。这表明本研究中本科实习护生在校学习

的ＮＩ课程不够全面、比较零散，教学覆盖率不够。
ＮＩ是多学科交叉型专业，建议护理院校在相关课程
设置方面进行多学科有机整合，围绕临床实践需

求，最终形成符合本科护生培养目标的配套课程。

将与ＮＩ相关的课程设置为护理学专业核心课程，
不定期举办信息学相关学术报告和讲座，为本科护

生提供了解信息学前沿知识的机会，扩充知识面，

满足医院对护士护理信息能力的要求，进而实现院

校与医院之间无缝隙对接［１５］。

４２５　接触过护理信息系统　本研究中由于实习
时间长短和科室的不同，部分本科实习护生并没有

接触到护理信息系统，而接触过护理信息系统的护

生护理信息能力得分比未接触过的高，这与 ＳｈｉｎＥ
Ｈ、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Ｅ和ＦｏｒｄＫ［１６］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
能为：临床实习对于本科护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

个阶段，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更

容易将计算机知识和技能内化。通过临床实习本科

护生不但能熟练掌握各项护理操作技能，还能通过

学习了解各种护理信息化设备和系统的基本结构、

使用方法，使自身实际操作技能得到提高。与护理

院校联合教学的实习医院应配置护理信息化设备，

在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实践考核中加入护理信息系统

使用这一内容，考核内容以实际操作为主、理论为

辅的方式进行。

５　结语

为了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护士必须具有较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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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信息能力。本科实习护生作为护士储备人才，

对其护理信息能力的培养势在必行，建议政府相关

部门、护理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应建立高层次、形

式灵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护理信息学专业教育，强

调服务功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市场对本科实习护生

的需求。课程内容需紧紧围绕护理信息化的临床实

际需求。实习基地的教学和考核不应只停留在护理

学基础操作上，还应注重各类护理类信息化设备和

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应用的教学与考核。从理论、技

能两方面提高本科实习护生护理信息能力，使其能

迅速适应信息化临床工作环境，为患者提供高质量

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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