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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完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体系提供思路与方向.方法　检索知网和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自建库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收录的有关护

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相关文献,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分析.结果　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研究前沿包括临床实践、培养模式、专科化和课程设置等.研究热点集中在评价指标及考核方式、临床核心能力培养、课程设

置及培养体系构建和专科化教育.结论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核心能力内容尚未形成

统一标准.未来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从跨专业、跨地区、跨院校共享课程、学分互认和考核评价等角度展开护理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以丰富该领域主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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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understandtheresearchhotspots,researchstatusandtrendsinthecorecomＧ
petencefieldofpostgraduatemasterstudentsinnursingspecialists,andtoprovidesomeideasanddiＧ
rectionsforimprovingthetrainingsystem ofpostgraduate masterstudentsinnursingspecialists．
Methods　Therelevantliteratureonthecorecompetenceofpostgraduatemasterstudentsinnursing
specialistfromthedatabaseofCNKIandWebofScienceweresearchedandanalyzedfromtheincepＧ
tionuptoNovember２０２１．Results　Thenumberofarticlespublishedinrelatedstudieshasfluctuated
andincreasedoverall．Researchfrontiersincludedclinicalpractice,trainingmodels,specializationand
curriculum．Theresearchhotspotswereconcentratedoncorecompetencyevaluationindicators,assessＧ
mentmethods,clinicalcorecompetencetraining,curriculumdesign,trainingsystemconstruction,and
specializededucationcontents．Conclusions　TheresearchonthecorecompetenceofpostgraduatemasＧ
terstudentsinnursingspecialistsisstillintheexploratorystage,andthecorecompetencecontenthas
notyetformedaunifiedstandard．Inthefuture,scholarscantake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gyas
thebasistodevelopresearchoncorecompetenciesofpostgraduatemasterstudentsinnursingspecialＧ
istsfromtheperspectivesofcrossＧdisciplinary,crossＧregionalandcrossＧinstitutionalsharedcurricuＧ
lum,mutualrecognitionofcreditsandassessmentandevaluation,thereforeenrichingthecontentof
thetopicsinthis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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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又称核心竞争力或

胜任力[１],１９００年由 Parahalad提出应用于企业管

理,定义为“关于协调复杂技术和工作活动的某种专

业技能集合”[２],后逐渐被延伸入教育领域.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批准设置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of
nursingspecialist,MNS)[３],MNS研究生被视为高

级护理实践的储备军,被赋予提高护理质量、满足社

会健康需求和促进学科发展的期望[４].MNS研究

生核心能力是在护理工作中实现工作目标必不可少

的能力,是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法律、伦理实践、
判断力和个人特质的有机整合和实践能力的统一
[５],其水平反映了培养质量[６].目前国内针对 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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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热点和发展前沿分析的研究较

少.本研究通过对知网和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

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探测热点前沿并

进行评价,为进一步提升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完
善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及筛选　检索知网和 Webof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中文检索词包括:“护理”“硕士”“研究生”“专业学

位”“专业型硕士”“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胜任

力”“岗位胜任力”“临床实践能力”“临床教育能力”
“临床研究能力”“护理管理能力”“伦理决策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领导力”“协作能力”“职业能力”
“临 床 决 策 能 力”.英 文 检 索 词 包 括:“advanced
practicenurse”“clinicalnursingspecialist∗”“nurse
practitioner”“nurseprescriber”“APN”“CNS”
“NP”“postgraduatenursingeducation”“graduate
nursingeducation”“master”“postgraduate”“nursＧ
ing”“nurse∗”“corecompetence∗”“coreskill∗”
“competencyＧbasededucation”“jobcompetence”
“clinicalpracticeability”“clinicaleducationability”
“clinicalresearchcapabilities”“nursing manageＧ
mentability”“ethical decisionＧmaking ability”
“selfＧdevelopment”“leadership” “collaboration”
“professional ability” “clinical decisionＧmaking
ability”.文献类型为研究型文章或综述,排除与主

题不相关文献,会议公告和新闻稿件等非学术性文

献.最终纳入中文文献１１９篇、英文文献２９８篇.

１．２　分析方法　将所有文献导入 CiteSpace５．７,设
置时区跨度为１９９９－２０２１年,时间切片为１年,进
行关键词突现分析,辅以 MicrosoftExcel对年发文

量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分析国内研究热点主题,将
知网检索的文献导入书目共现分析系统 Bicomb
２０,对纳入文献主题词进行提取,采用 Donohue提

出的分界公式T＝１/２(－１＋ ８×I１＋１),I１ 为出

现频数为１的关键词个数,频数大于 T的关键词当

作高频关键词,确定高频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应大于

１４次,生成词篇矩阵.将词篇矩阵利用图形聚类工

具gCluto１．０进行聚类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年发文量分布　国外第

１篇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文献发表于２０００年,发
文量在２０１８年出现高峰.我国第１篇相关文献发

表于２０１１年,近年来发文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尚未

出现明显拐点.由于检索时间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４日,故未能体现２０２１年整年的发展态势.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２１年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发文量分布图

２．２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前沿辨识　关键突现词

分析反映了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热点的变化

历史,国内外排名前１０位的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

研究突现词详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国内对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的课程设置较为关

注;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职业能力、临床实践、胜任力和教

育考核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国外主

要关注初级保健中核心能力培养和跨专业教育;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卫生保健和执业

护士的培养.

表１　国内外排名前１０位的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突现词表

国　　内

突现词 强度 研究起止时间

国　　外

突现词 强度 研究起止时间

临床实践 ３．７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护理教育 ３．８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nursingeducation)

培养模式 ２．４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跨专业教育 ２．８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interprofessionaleducation)

麻醉护士 ２．２６ ２０１９ 健康(health) ２．６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硕士　　 ２．２１ ２０１３ 模式(model) ２．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课程设置 ２．１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初级保健 ２．２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primarycare)
质性研究 ２．０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医学(medicine) ２．１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胜任力　 １．９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观念(perception) ２．０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教育考核 １．８８ ２０１８ 执业护士 ２．０２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nursepractitioner)
职业能力 １．８８ ２０１８ 态度(attitude) １．８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血液净化 １．８８ ２０１８ 卫生保健(healthcare) １．８１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２．３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热 点 主 题 分 析　
为了精 确 挖 掘 国 内 研 究 的 热 点 主 题,将 Bicomb
２０生成的词篇矩阵输入gCluto１．０进行聚类分

析,可发现我国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热点主题

主要集 中 于 以 下 ４ 个 方 面:评 价 指 标 及 考 核 方

式、临床核心能力培养、课程设置及培养体系构

建和专科化教育.聚类所对应的主题及包含的高

频主题词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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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热点主题及高频主题词表

聚类 热点主题　　　 高　频　主　题　词

０ 评价指标及考核方式 培养现状、培养质量、管理体系、SWOT分析、信度、效度、带教模式、课程思政、临床胜任力、德尔菲

专家咨询、优序图法、３６０°评价、考核模式

１ 临床核心能力培养 职业成熟度、胜任力、职业定位、供给侧、临床工作能力、临床能力培养、准入标准、实践教学、临床能力培养

２ 课程设置及培养体系构建 Benner理论、一般自我效能、医学教育环境、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能力本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培养目标、培养指标体系

３ 专科化教育 中医护理、分阶段衔接模式、规范化培训、医教协同、四证合一、并轨培养、专科护士、ICU、培养策略、衔接

３　讨论

３．１　国内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的热点主题　
突现词表１显示,课程设置研究热度维持时间最长,
相关课程设置及临床实践课程的教学策略仍需进一

步的探索,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果与优势尚未显示.
自２０１８年起关于 MNS研究生专科化教育受到学术

界广泛关注.我国 MNS研究生教育发展已十余年,
目前 MNS研究生的培养定位为“高层次、应用型、专
科型”护理人才,就业方向倾向于临床实践,以临床

实践能力为主要核心能力,但对于 MNS研究生毕业

前应具备的临床实践能力没有统一界定,临床实践

能力的教学和评价缺乏统一模式和认识.由于我国

MNS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对 MNS研究生专科培

养方向和相应专科方向的能力培养目标未能明确划

分[７],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侧重于助产、急危

重症等专科方向,MNS核心能力维度与科学学位护

理研究生相似,无法体现专业学位特色[８].美国护

理硕士研究生教育倾向于培养高级实践护士,不仅

强调理论学习,更加注重临床实践能力培养[９],以初

级保健、儿科、妇女健康、精神心理卫生、老年等为方

向,培养各专科高级护理人才.国内外研究的差异

原因可能是不同国家之间医疗卫生体系和护理教育

发展水平不同,健康服务接受者需求也存在差异.
因此,后续研究可立足国内卫生保健现状,将 MNS
研究生教育与护士规范化培训和专科护士培训进行

有效衔接和整合,探讨基于核心能力的各专科方向

MNS研究生专科化教育和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本

土化 MNS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３．２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研究前沿及趋势　根

据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年发文量分布结果可知,国
外第１篇关于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的文章发表于

２０００年,可能与该时期美国学者Lenburg等[１０]提出

护理核心能力教学模式并被应用于学士、硕士等各

层次护理教育中有关.美国专业型研究生旨在培养

具有处理各类复杂临床问题的高级实践护士[１１],其
能力要求包括丰富的知识、技能和端正的态度,高效

配合团队工作,与患者有效沟通并观察病情变化

等[１２].我国于２００３年教育部颁发的相关指南中正

式提出护理核心能力[１３],虽起步较晚,但近年其整体

发展过程呈逐步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３]批准设置护理硕士专业学位,２０１１年各学位

授权点开始招收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与此同

时相关学者也推进了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研究.
国内有学者探讨认知学徒制带教模式应用于临床实

践能充分调动 MNS研究生临床实践学习动机,积极

参与临床实践,对提高 MNS研究生的临床能力和实

践满意度有良好的效果[１４].突现词表１显示,MNS
课程设置研究自２０１１年就已出现,是国内学者主要

研究的热点之一,教育考核、职业能力、质性研究和

胜任力等研究进入研究视野,临床实践、培养模式和

胜任力是近期学术界研究的新方向.国内受硕士授

权点分布情况、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等影响,研究机

构多分布于省会及其他一线发达城市,机构大多是

高等医学院校,高校与医疗机构间的合作有待加强,
理论与实践有脱节,临床实践教学沿用护理本、专科

生传统的被动式带教模式,实践过程的管理也尚未

形成规范体系.未来应加强学校与医院的交流协

作,探讨学校与医院两种不同的教学环境相融合的

双轨培养模式,进行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创建

一个适合不同教学环境和师生角色的学习情境,提
高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

３．３　国内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内涵分析　在突现

词表１中看到,临床实践的突现强度最强.本研究

发现护士领导力和循证护理能力的研究日益受到重

视,文献发表量逐年上升,研究内容逐渐丰富,但内

容相对不均衡,MNS研究生的核心能力与胜任力和

专业能力等概念不能明确区分,体现不同专科护理

特点的核心能力研究较少.通过临床实践强化临床

能力培养,提高专业满意度,建立积极的专业自我概

念,是培养应用型高级护理人才的重要手段[１５].以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临床能力是 MNS研究生必备

的基本技能,是在临床实践和教学等活动中逐渐积

累起来的知识、态度、行为及人际交往等能力的综合

体[１６].２０２０年香港护理学会发布高级实践护士需

具备的５项核心能力,包括:专业、合法、合乎道德的

护理实践能力,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能力,管理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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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能力,循证和实践研究能力和个人和职业发展能

力[１７].黄金月[１８]则将我国 MNS核心能力指标体系

统一为:临床实践能力、临床指导与咨询能力、临床

组织管理能力、临床研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因

此,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建立一种适合

我国 MNS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特别是在评判性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领导力、循证护理能力、专业人文精

神等方面对 MNS研究生专业核心能力的一些基本

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明确其内涵,是目前 MNS研究

生教育面临的迫切问题.
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５．７和 Bicomb２．０等软

件挖掘文献信息,由于仅纳入了知网中的文献,考虑

到有些文献不在知网收纳清单中,故在研究过程中

联合万方和维普等中文数据库进行分析,纳入所有

研究整理分析后,提取出１９项 MNS核心能力,即临

床实践能力、临床教育能力、临床研究能力、护理管

理能力、伦理决策能力、自我发展能力、领导力、沟通

协作能力、临床决策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法律判

断能力、科研能力、个人和专业发展能力、自我管理

学习能力、社区护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外语能

力、信息能力、政治职业素养和创新素质.其中核心

能力条目最少的研究包含３项,最多的包含１０项,
说明国内对 MNS研究生核心能力概念内涵及评价

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这不利于我国 MNS研究生

的培养.本研究反映出我国已经开展了 MNS研究

生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的构建,依然

以临床能力的培养及考核评价作为保证培养质量的

关键环节,主要的研究方法为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虽
然各专家能够独立、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但是主

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标准,适合中国本土的评价体系

和考核方式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践验证.李峥等[１９]形

成的 MNS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５个一级指

标(临床护理能力、临床研究能力、临床教育能力、临
床决策能力和护理管理能力)和１７个二级指标.蒋

小平等[２０]认为考核评价应从多层面进行,应组织专

家对临床实践及教学能力进行考核评价,发挥导师

在学生学习与专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美国护理教

育主要聚焦于对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实践背景、组织

领导能力和时间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受教育发展

水平影响,在决策能力、伦理及人文方面,国内对

MNS核心能力的评价仍有所欠缺.同时,研究发

现,关于职业成熟度、职业认知、职业态度和职业价

值观等研究也备受关注,应丰富相关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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