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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简述提高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的有效措施，为护理管理者培养循证护理人才提供思路和参考。方

法通过系统分析，综述提高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的措施。结果提供了四个方面的建议，包括理解循证

护理能力的概念和内涵、注重教学与培训、提升护士自身素养与能力、合理分配人力资源。结论提高临

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已是迫切需要，护理管理者应从多方面思考并积极实践，尽早形成成熟统一的培养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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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es, providing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nursing managers to cultivate evidence-based 
nursing talents. Method: Summariz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es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Results: Four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ability, emphasizing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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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nd training, improving nurses’ own literacy and abilities, and allocating human resources 
reasonably. Conclusion: Improving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es is an ur-
gent need.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think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actively practice to 
form a mature and unified training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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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循证护理的实施正在改变全球多数国家的护理实践[1]。1992 年，循证医学被加拿大学者

David Sackett [2]提出并在此后得到认可、兴起和发展，在其影响和启发下，循证护理也不断得到开展与

实践。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临床循证护理实践阶段，在全国多地，例如上海、北京、四川[3]等均已开展循

证护理的相关培训并将其实践于临床护理工作中。循证护理是用“证据”指导护理工作的理念和方法，

循证护理实践则是指将循证理念结合经验、患者要求等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4]。时至今日，循证护理

实践已是护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5]，循证护理能力成为护士的专业素养之一亦是必然。循证护理能力

是指护士在完成循证护理实践活动过程中为更好的履行自身角色、体现专业价值所具备的循证护理知识、

技能、判断力、价值观以及态度的整合[4]。可不少研究[6] [7] [8]得到相同结论：我国临床护士的循证护

理能力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并且研究方面多为临床试验研究，存在样本小、经验片面等明显缺陷。因此，

本研究旨在综述提高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的措施，为护理管理者培养循证护理人才提供思路和参考。 

2. 理解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和内涵 

正确理解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和内涵是培养循证护理能力的前提。根据中文对“能力”一词的解释，

能力即完成某项活动的本领，循证护理能力可理解为“顺利完成循证护理过程的本领”。依据 KTA [9]
模型，循证护理过程可由循证知识构建和循证护理行动组成。结合王旖磊[4]等的理解，循证护理能力包

含循证知识整合能力和循证护理实践能力，也就是前期的知识整合过程包括明确问题、文献检索、文献

评价、形成证据四个步骤中所体现的循证知识、技能、判断力和态度，并以此建立行动任务，再依据证

据采取行动，应用于临床实境的能力。从步骤中去理解，便是要求护理人员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工作经

验、心理品质以及态度去发现问题、寻找证据、运用证据，将三者有序结合为患者提供科学、优质的护

理服务。 
更好的理解循证护理能力的内涵还需知晓循证护理能力的作用及意义。首先，循证护理能力是护士

专业能力的体现，有利于护士个人职业的深远发展。临床护士拥有越高的循证护理能力，自身专业价值

越高，更易获得医院的认可和患者的信任。第二，循证护理能力有利于护理行业的整体发展，它促使护

理学由传统经验模式走向以科学为依据的工作模式[10]，在科学证据的指导下临床护理的安全性、科学性、

严谨性得到提高，护理行业的整体便会得到良性发展。第三，循证护理能力有利于医护人员的科研能力

和实践能力同步提高。循证护理前，科研与临床工作分离是常态[11]。多数临床护理工作者总是根据经验

忙碌于日常护理工作，无暇顾及科研与学习，大量的科研成果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循证护理模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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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这种长期的“沟壑”，它的应用不仅督促护士主动学习他人成果，更新自我知识，而且在证据的

指导下临床护理工作更高质、高效，并反过来“检验”证据。以此循环，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互相升

华，将科研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3. 注重循证护理能力的教学与培训 

培训活动是达到教学目标的高效工具，是提高护士循证能力的基石。护士自学循证护理相关知识和

实践多有限制，而从教学、培训等活动中获得则会事半功倍。我国不少大城市[3]正在开展有关临床护士

的循证护理能力的培训教学活动，但处于探索过程，未见成熟的大规模培训体系。李晶等[12]学者曾在

2015 年时开始派出护士参加国内、国际循证护理培训班，并且构建循证护理专业小组，创建了循证护理

的双轨管理模式，最终取得国际认可的效果，给护理人才培养提供了先进的思维启发。目前可见的循证

护理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讲授、问题导向、案例讲解、小组探讨和文献分享会。李兰[13]、韩雪[14]等学者

就提高循证护理能力的教学上指出以下三点共处：一、扩充阅读，提高检索能力和文字凝练能力；二、

与实际结合，学会思考和分析，掌握批判性思维；三、学会评价与反馈。此外，现多有循证护理与热点

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案，例如循证结合 PBL [15] [16]、循证结合场景演练[17] [18]、循证结合思维导

图[19]、循证结合多媒体信息[20]等多模式教学，取得不错成效。特别注意的是，护理管理者不可通过职

位权威促进循证护理实践[13]，而是重在于逐步培养循证思维和态度，切不可强硬生套，强制加重临床护

士的工作压力。 

4. 提升护士自身素养和能力 

国外研究[21]指示：认知、信念、技能和需求是影响护理人员循证能力的重要因素，这启示出积极的

信念、正确理解循证护理、增加循证经验和护理技能、满足时间需求、行政支持等措施可以提高临床护

士的循证护理能力。目前我国护理人员员普遍存在学历不高、科研能力低等现状现，意味着护士自身素

养和能力有待提高。循证护理过程繁琐且复杂，没有经验的护士将面临若干困难。它要求护士匹配积极

的态度、培养循证意识、中英文文献阅读理解能力、文献检索及评价技能、丰富的护理知识和学识。此

外，循证护理能力与护士创新能力[8]、自我效能[22]、信息素养[8]呈正相关关系，以上能力的获取应从

护士自身出发，需建立自我提高的目标，坚定信念，提高自驱力，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并且长期坚持，才

能由量变形成质变，实现真正的提高。 

5. 合理分配护理人力资源 

护理人员分配不足[23]、工作繁忙[24]、时间不足[25]是循证护理实施的重要障碍。对护理管理者而

言，应更合理配备护理人力资源，不浪费资源亦不增加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压力过大。针对不同层次的护

理人员分配不同的循证任务，根据其能力制定个性化的循证护理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每位护士的特长，

使得各司其职，各有侧重，临床工作能力和循证能力都得到提高。护理管理者可将护理人员分层，循证

护理能力高、经验丰富者负责给新人、循证能力弱者培训、授课，也可组成循证护理实践小组，组织多

种学习模式和实地教学，一对多负责制督促组内成员能力的共同提高。北京大学首钢医院[26]将护士分层

级制定并执行循证护理培训方案，将护士按照 N1、N2、N3 分层分别给予不同级别的培训方案，结果得

出护士克服了时间不足、精力不够等障碍，对循证护理的态度、兴趣均有所提高。 

6. 总结 

随着现代医疗的发展，社会及国家对医护人员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提高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已

是护理管理者的事不宜迟的任务，亦是一项挑战。提高临床护士的循证护理能力不仅可以为提高护理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399


温莲 等 
 

 

DOI: 10.12677/ae.2023.135399 2529 教育进展 
 

量、提升患者满意度，还可以提升护理工作过程中的安全性、严谨性、科学性，促进护理学科的发展。

本研究为护理管理者提供了四方面的思路和建议：一是帮助护士正确理解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和内涵，

这是提高循证护理能力的前提；二是加强教学与培训，组织统一的教学活动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第

三，需要督促护士的自我提高。提高自我的认知、信念、技能、创新能力、自我效能、信息素养等素养

和能力；四，需要管理人员给予充分的支持，合理分配护理人力资源，给予时间支持、行政支持等减少

临床护士的负担和忧虑，有利于更好的提高循证护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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