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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思维的护理研究课程教学改革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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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究基于循证思维的护理研究课程改革教学效果.方法　基于 Austin“输入Ｇ环境Ｇ产出”模型,构建系统融合

循证思维的护理研究课程教学模式并开展教学实践,采用量性研究评价教学效果,采用质性研究探究学生学习体验.结果　
量性研究显示,课程教学后,学生表现出扎实的科研能力,循证知识、技能、行为及循证素养总分均提高(均P＜０．００１).质性

结果表明,学生赞同循证理念与科研知识融合自然,课程可帮助学生养成循证素养,加深对护理科研知识的理解.结论　渗

透循证思维的护理研究课程可同时提高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和循证素养,教学效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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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证思维是针对临床问题开展辩证分析、逻辑

推理,科学获取有效证据,为做出合理临床决策提供

依据的过程[１],对助推护理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２].美国医学研究所[３]认为,循证实践应覆盖护

理本科、硕士及博士各层次教育.Melnyk[４]认为,
循证思维应与现有课程自然融合.研究[５Ｇ６]建议,护
理本科教育应尽早将循证理念融入专业课程,而将

循证思维融入医学科研课程是最常见的循证教学形

式.目前,我国护理本科循证课程多为选修课,覆盖

面有限[７].国内护理本科循证教学多采用基于问题

的学习(problemＧbasedlearning,PBL)和情景教学

等,但整体水平有待提升[８].如何将循证理念有机

融入护理课程,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渗透式教学

强调创设潜移默化且开放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完成

知识迁移[９].本研究以“输入Ｇ环境Ｇ产出”(inputＧenＧ
vironmentＧoutcome,IEO)模型为框架,将循证思维渗

透于护理研究知识体系,取得积极效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１年９－１２月,以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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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我校”)护理学院三年级６个班学生为教学对象.
纳入标准:２０１９级护理本科生;知情同意.共纳入学生２２０
名,其中男生１９名,女生２０１名,平均(２０．７６±１．１７)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课程信息　我校«护理研究»为专业必修课,
现为首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在第五学期开

设,包括９个单元,共３６课时.教学团队由３人组

成,均为护理学博士.课程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十
三五”规划教材第５版«护理研究».

１．２．２　基于循证思维的护理研究课程教改设计

１．２．２．１　理论框架及设计思路　IEO 模型[１０]认为,
学生产出(outcome)指学生在学习后所形成的态度、
知识、技能和行为等,主要取决于两类因素:(１)学生

一般资料、个性特征、学术经历等初始输入变量(inＧ
put);(２)以教学活动为代表的教育环境(environＧ
ment).学生产出是输入变量与教育环境综合作用

的结果.Liou等[１１]认为,教育环境需构建对学生产

生高影响力的教学活动.前期研究[１２]发现,护理本

科生对循证思维具有较强学习兴趣,但循证知识、技
能和行为得分较低,以该研究发现为输入变量,有针

对性进行课程设计.学习环境以“提升学生学习兴

趣,促进学生主动参与”为重点进行教学设计.根据

预实验结果[１３],在精炼原教学内容基础上,深入分析

护理研究知识内涵,探索护理研究知识与循证思维的

逻辑关系,将循证思维渗透至护理研究知识体系.

１．２．２．２　教改方案　围绕护理研究知识框架,确定

各教学单元中与循证思维关系密切的知识点,化整

为零,将循证思维有机渗透到护理研究知识体系中.
采用小组式学习(teambasedlearning,TBL)和PBL
教学策略,每３~４位同学组成一组.各组基于兴趣

确定研究选题,并依次在文献检索、研究要素解析、
设计原则确立、设计类型确定、研究对象招募、研究资

料采集等章节学习后,完成相应步骤的科研设计作

业,最后整合为一份完整的研究方案书.具体见表１.

表１　基于循证思维的护理研究课程教改方案

单元主题 学时 单元所渗透的循证要素及融合策略 强化循证思维的作业要求

绪论 ３ 讲授循证思维概念和三要素;讨论循证思维对护理实践 讨论对循证思维的认识与理解

的重要性

科研选题 ３ 介绍PICO,PECO,PICo格式;介绍文献证据在选题中 采用PICO,PECO或PICo格式,各组分别解析选题要

的作用 素;检索文献,阐明其选题的立项依据,并列出文献

文献检索 ３ 课前:复习文献检索知识,分组检索选题相关论文,准备 根据教师点评,调整、优化检索策略,各组结合指南库、
汇报课件;课中:各组汇报检索结果,教师点评,并补充 Cochrane、JBI等循证数据库,检索最佳证据

介绍证据等级６S模型和循证常用数据库;课后:调整检

索策略,汇总结果

科研设计要素 ６ 举例说明循证思维对确定研究核心要素的作用 检索并引述文献证据,界定相关科研要素内涵

科研设计原则 ６ 介绍Cochrane和JBI文献质量评价工具;采用JBI文献 分析其选题所适用的随机、对照、重复、盲法等原则

质量评价工具,评价 RCT等文章质量,并分组汇报

科研设计类型 ６ 展示证据等级６S模型图;展示原始研究金字塔图;介绍 为选题匹配合适设计类型,并从证据等级视角阐明理由

系统评价的设计原理

抽样策略 ３ 基于文献证据,获取样本量计算参数,如σ(S),δ,π(P) 各组分别检索文献获取相关参数,采用PASS等软件计

等,并尝试计算样本量 算样本量

资料采集 ３ 举例说明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循证意义 检索文献,确定所需测评工具,引用信度、效度数据证明

量表科学性

论文写作 ３ 强调论文发表的循证价值;举例说明在论文撰写中,秉 各组整合完成研究方案书,强调检索高质量论文为参考

持敏锐循证意识的重要性;举例介绍论文格式指南,如 文献

CONSORT、STROBE等

１．２．２．３　教学流程　教学团队基于循证思维构建护

理研究课程教改方案,开课前发布导学通知.授课

前,教师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发布教学材料,并介绍当

次授课中循证内容设计思路.授课过程中,按照上

述教改方案,开展渗透循证思维的课堂教学.授课

后,各组分别完成相应单元的科研设计作业,有针对

性强化各单元所学科研知识和循证内容,由１名教

师负责批阅.课程结束后,请各组整合完成科研计

划书.６个班均采用小班制教学,教学过程和作业要

求完全一致.

１．２．３　量性评价

１．２．３．１　测评指标及工具　(１)循证素养水平:采用

循证实践能力量表(evidenceＧbasedpracticecompeＧ
tencyquestionnaire,EBPCQ)[１２,１４],共５７个条目,包
括循证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４个维度,采用Likert
４级评分,总分２８５分,得分越高则循证素养越好,并
划分为４个水平:很差、差、合格、良好.本研究中,循
证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等４个维度以及总量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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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０．９２９、０．８３３、０．９１２、０．７４２和

０９４４.(２)期末作业成绩及循证得分:课程期末成果

为各组独立完成的科研方案书,分为５个等级:优秀

(９０~１００分)、良好(８０~８９分)、中等(７０~７９分)、及
格(６０~６９)、不及格(＜６０分).“循证表现得分”为评

分标准之一,包括文献检索意识、证据等级解析、重要

观点标引、参考文献格式等项目,满分２０分.

１．２．３．２　资料收集　课程开始前,学生填写一般资

料与循证实践能力量表;结束后,学生再次填写循证

实践能力量表.期末作业成绩及循证得分从教师评

分系统中提取.

１．２．３．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２６．０软件,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采用配对t检验

比较教学前后学生循证素养变化情况.以P＜０．０５
或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４　学习体验　采用现象学研究,探究学生课程学

习体验,进一步明确教改可行性、适宜性和可持续性.

１．２．４．１　访谈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选择期末作业

和循证得分均高于平均分(８７．４３分、１５．９５分)的学

生作为访谈对象,访谈１０名学生后达到信息饱和,
用S１~S１０编码,见表２.

表２　访谈对象一般信息(n＝１０)

编号 性别 年龄 高中学科背景 接受学术导师指导 科研经历

S１ 男 ２０ 理 是 有

S２ 女 ２０ 理 否 无

S３ 女 ２１ 文 否 无

S４ 女 ２０ 文 否 有

S５ 男 ２０ 文 是 无

S６ 女 ２１ 理 是 有

S７ 女 ２１ 文 否 无

S８ 女 ２０ 理 否 无

S９ 女 ２２ 文 是 有

S１０ 男 ２０ 理 否 无

１．２．４．２　资料收集　基于现象学研究[１５],开展半结

构式个人深度访谈,探索学生学习体验.访谈提纲

如下:(１)你对渗透循证理念的护理研究课程学习总

体感受如何? (２)你觉得有必要在护理研究课程中

融入循证理念吗? 为什么? (３)你觉得这个学习过

程有难度吗? (４)你如何认识科研知识和循证思维

之间的关系? (５)你觉得此次课程学习、尤其是循证

学习,对你的专业发展有什么帮助吗? 访谈在学院

会议室进行,时长４５~６０min.

１．２．４．３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２４h以内将录音转

录为文字稿,遵循Colaizzi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

２　结果

２．１　量性结果

２．１．１　循证素养得分情况　课程学习后学生循证知

识、技能、实践以及循证素养总分均高于学习前(均P＜
０．００１),等级水平均由“差”升至“合格”;但循证态度得分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０．４２５).见表３.

表３　课程学习前后学生循证素养得分比较(n＝２２０,x±s)

循证素养得分 前测 后测 t P

循证知识(０~１６５) ６２．８１±２５．２４c ９２．４１±２２．５２b １７．４７６ ＜０．００１
循证技能(０~３０) １４．５０±５．４４c １７．１７±５．８２b ６．７０２ ＜０．００１
循证态度(０~５０) ３９．５８±８．５２a ４０．０４±７．８０a ０．８００ ０．４２５
循证实践(０~４０) １９．５６±６．０８c ２４．６６±６．６５b １１．６２５ ＜０．００１
总分(０~２８５) １３６．４５±３６．４８c１７４．２８±３４．１８b １６．９６１ ＜０．００１

　　a:等级水平良好;b:等级水平合格;c:等级水平差

２．１．２　期末作业成绩及循证表现得分　学生期末作业

平均成绩为(８７．４３±２．４１)分,其中１４．１％(３１/２２０)为“优
秀”,８５．９％(１８９/２２０)为“良好”.学生循证表现平均得

分(１５．９５±１．６７)分,表现出良好循证素养.

２．２　质性研究结果

２．２．１　科研知识与循证理念衔接自然、内容交融　
学生认为教学中循证思维与科研知识衔接度较好.
教学将循证知识化整为零,适时将循证思维与科研

知识相关联,有助于学生在点滴渗透、潜移默化中理

解循证思维,“讲课中很多循证的东西是书上没有

的,但老师总能在讲一些知识点时介绍循证知识,这
些知识点之间是相互贯穿的,自然而言就听进

去了”(S７),“上完科研课,我基本明白了“循证”含
义.老师在每个章节里其实都讲到了循证,都把循

证跟科研知识关联起来了”(S１).不仅如此,教学设

计尝试基于循证视角对科研知识进行解析,让学生

对科研知识有了新认识.“老师用一个金字塔图就

把科研种类做了概括,用循证解释科研,反而很

好理解”(S４).相对于集中在一个章节讲述循证知

识,这种化零为整、逐步渗透的教学方法,降低了循

证学习难度,“教材上有一章专门讲循证,．．．．．．老师

(把内容)重新分配到每节课了,这样(知识)反而不

晦涩,好理解”(S８).

２．２．２　科研课程渗透循证思维有助于涵育学生循证

素养　渗透循证理念的教学设计,潜移默化中强化

了学生循证意识,“老师经常强调循证,把循证跟科

研知识结合起来讲,我觉得循证和科研是密不可分

的”(S３).通过课程学习,学生明确了科研各环节都

要强调循证意识,“科研中贯穿循证思维,每个科研

环节都要有证据支持”(S２),“论据不能(由)我们自

己凭空想象,还得有(文献)来源,这样才有说服力”
(S１０).经过课程学习,这种意识可延伸、渗透至其

他课程学习中,“我们上次准备基础护理学的 PBL
课件,我们在知网查询了相关文献,引用了其中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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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当时老师看了非常赞赏”(S４).循证素养

提升也可增强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尽信书不如

无书,我们小组评价了一篇论文,尽管发表的杂志挺

好的,但(论文)得分并不高,看来就算是已经发表的

论文也不能直接拿来用”(S９).

２．２．３　循证理念有助于深化学生对科研知识的理解

　采用循证视角诠释护理科研内容,有助于学生深

刻理解科研知识.“老师布置课堂小组训练,让我们

评价别人发表的论文,用了一个(JBI的)综合评判标

准,小组训练让我们深刻理解了科研原则内涵”
(S６).又如,在授课中增加介绍原始研究金字塔图,
可帮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不同科研设计类型的内部

真实性特征,“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讲的研究金字

塔,书上没有这幅图老师讲课的时候,就按金字

塔从上往下一级一级讲,这不仅方便我们一目

了然梳理知识,也能够体现不同科研设计的级别”
(S４).不仅如此,循证内容也拓展了学生的科研视

野,“老师在课堂上简单介绍了证据的６S金字塔,很
形象,对我的触动也很大,原来我们目前学的科研类

型在整个证据体系中还只是那么一点比例,看

来真的是科研是无止境”(S９).

３　讨论

３．１　研究主要发现　基于IEO模型,本研究循序渐

进将循证要素渗透于护理研究知识体系.量性研究

显示,课程教学可同时提高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与循证素养.质性研究表明,渗透循证思维的护理

研究教学将循证内容与科研知识有机融合,符合学

生认知规律,有助于提升学生循证素养,强化对科研

知识的理解.

３．２　渗透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参与度　作

为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入门课,护理研究需帮学生

建立起审慎、严谨的科研意识.研究[１６]显示,多策略

互动教学有助于提高循证教学效果.本研究在解析

护理研究知识结构基础上,确定与循证理念密切相

关的知识点,采用图片展示、举例说明、类比拓展、实
例解析、讨论等方式,化整为零,将循证内容与护理

知识关联整合.同时,通过序贯式作业训练,系统性

强化学生循证知识、意识与技能,采用 TBL教学增

强学生学习责任感,实施PBL教学提高学生将理论

运用于实践的能力[１７].上述教学策略使循证思维与

科研知识密切结合,并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增加学

习参与度,在科研实践中锻炼循证思维,实现“做中

学,学中做,知行合一”.

３．３　渗透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循证素养　前期研

究[１３]发现,护理研究课程如果仅在特定章节集中讲授

循证知识,学生在短时间内无法养成敏锐的循证意

识,也无法具备系统的循证能力;循证理念在护理研

究各环节均应被强调和遵循.为此,本研究采用渗透

式教学策略,围绕护理研究知识框架,将循证思维与

护理科研知识相对接和整合,使学生持续接受循证理

念熏陶,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循证对科研的价值,有利

于学生将循证知识迁移至护理研究领域,可实现其对

现有科研知识的深度理解乃至重构[９].质性研究显

示,课程学习后学生具有较强的证据检索和标引意

识,基于循证视角理解护理科研知识,表现出较高的

循证素养.这表明,渗透循证理念的护理研究课程,
不仅能够实现循证知识的传授,而且能够将循证理

念系统整合、嵌入到护理科研知识体系中,使学生养

成贯穿科研全流程的循证素养.

３．４　渗透式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科研综合能力　
循证思维有助于学生树立辩证思维意识,建立“重证

据”理念,对促进学生科研能力具有积极作用[１８].循

证实践所强调的“审慎、明确、明智”的理念,有助于

培养学生“敢质疑”、“会质疑”、“不盲从”的评判性思

维,这对其专业成长至关重要.１项 Meta分析[１９]结

果表明,相对于传统教学,循证教学能够显著提升学

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有研究[２０]显示,评判性思维

水平是研究能力的关键预测因子.因此,循证思维

可能通过提高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进而提升科研能

力.此外,用循证视角解析科研设计类型,强化对科

研设计原则的理解和应用,也可以解释循证理念对

科研知识学习的促进作用.

３．５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为单组前后对照设计,证
据强度受到一定限制.未来将基于现有发现,设计

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探索教改方案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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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需要救援者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来抵抗、适应;
需要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和自我调适能力,在逆境

中最大限度地把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高质量的发

挥出来,为成功完成伤员后送任务做好保障.

４　小结

综上所述,高原高寒特殊环境下直升机救援护

士胜任力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救援任务完成的质

量,也是能否成功救援的关键性因素.本研究提炼

出的高原高寒地区直升机救援护士胜任力要素,可
使救援护士更加了解特殊地区救援后送的胜任力标

准,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为军队管理

者评估、培训和选拔特殊环境下直升机救援护士提

供理论依据,最终为提高航空医疗救援整体卫勤保

障能力,取得高原寒区作战胜利奠定基础.但本研

究仅局限于访谈医生和护士,未来可从管理者和患

者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获取更完整的信息,不断完善

胜任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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