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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素养是数字时代护理人员进行在线学习、开展循证护理实践和科研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必备素养。当

前，本科护理信息素养教育存在专业师资欠缺、学时不足、实用性低等问题，临床护理信息素养教育则

缺乏系统、全面的课程资源，难以满足护理人员信息素养教育需求。丰富、免费、便捷的信息素养慕课

有效解除了制约我国护理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障碍。本文提出聚焦学习者需求、组建多学科团队进行精

准教学设计、慕课遴选与整合、“双线混融”教育实践，并根据教育评价和反馈改进教育方案，为我国

护理专业信息素养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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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and a necessary quality for nursing staff to carry 
out online learn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acti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Currently, undergraduate nur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uffers from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sufficient credit hours and low practicality. At the same time, clinical 
nur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lacks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resources 
to meet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needs of nursing staff. The rich, free and convenient 
information literacy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effectively lifts the barrie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focusing 
on learners’ needs, forming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for precise instructional design, catechism 
selection and integration,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improv-
ing educational programs based 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reform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s nursing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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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与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了“互联网+
护理服务”的全球应用与不断升级，智慧医疗环境中前沿知识、高端技术的更新周期亦随之加快。在医

学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信息素养成为护理人员及时获取最新、最佳诊疗知识与技术，进行循证实

践、开展终身学习的重要前提和必备素养[1] [2] [3]。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是指利用信息工具来获取、判断、分析、传递、创造以及合理使用信息

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4]。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个人对信息进行识别、分析、整合等

主动建构、理解知识的过程[5]。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制定了《美国高等教

育信息素养框架》，强调信息素养是个体在信息时代有效学习新知识应必备的核心素养，指出信息素养

的内涵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安全和道德[6] [7]。其中，信息意识是指个体能够识别

信息需求，评估信息价值[8]。信息知识是指在利用信息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和理论[9]。信息能力指

信息获取、分析、利用、评价等能力[8]。信息安全与道德是应用信息时所需遵守的道德规范[8]。美国《护

理人员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要求护理人员应具备“识别信息需求，有效检索信息，评估信息来源及价值，

以符合法律和伦理的方式利用信息、创造知识”的护理信息素养[10]。研究表明，信息意识是护理人员进

行终身学习的内在动力[11]，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是其开展护理实践和科研的基础[12]，信息安全和道德

是其合法、规范应用信息的保证[13]。 

2. 护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 

护理信息素养的培育和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贯穿于护理人员学习全过程和职业生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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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护理信息素养教育体系，走在了信息素

养教育发展的前沿[14] [15]。我国护理信息学起步较晚，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护理人员信息素养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16]，关于具体教育策略、教育内容的研究极少[17]，且尚未建立统一、规范的信息素养评价

体系。查阅文献可知，国内护理人员信息素养教育途径主要包括护生在校期间的课程教学[16]、实习期间

的创新教育[18]，以及临床护士的岗位培训[17]。 
我国护生的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局限于文献检索课。该课程授课对象为各专业各年级学生，内容以通

识性教育为主，对护生而言教学效果不佳。分析其弊端，主要在于：① 课程设置与专业教育相脱节，护

生不能认识到该课程对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且该课程为选修课，护生对其重视度不高；② 学
时不足，尤其是受限于场地、设备、师资等因素，实践环节学时缺失，护生难以学以致用；③ 着重培养

护生信息检索能力，较少培养文献阅读、归纳总结、应用创新能力[19]。“重视度低、理念陈旧、课程内

容单一、实用性低”等共性问题使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与机制无法满足数字时代护理专业人才核心

素养培育要求[20]。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信息素养教育项目应关注不同学科或职业的差异性要求，

提倡信息素养教育与学科教育相结合[5]。因此，通过借鉴欧美澳等国家所推崇的最佳信息素养教育方式

——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21]，有学者提出将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鼓励学生应用信

息技术检索、分析、交流专业信息，在提升信息素养的同时，加深对其专业课程知识及研究新进展的认

识和了解[22]。但是，该模式对任课教师要求较高，教师信息素养水平直接决定了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质量。

由于国内文献检索课师资短缺，且多数教师学科背景与学生专业不匹配，学历知识储备尚不能达到开展

护理信息素养教育的标准。同时，由于护理专业课内容多、学时有限，专业课教师对开展信息素养教学

亦缺乏主观意愿。因此，我国护理专业课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融合尚缺乏充足的师资力量和实证基础。

信息意识薄弱、信息知识匮乏、信息能力不容乐观的护生进入临床工作后，难以胜任智慧医疗环境对其

信息化护理服务的职业岗位需求，进而影响其护理服务效率和质量。 
为切实提高新入职护士及其他层级护理人员的信息素养水平，医疗机构积极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

讲座、论坛，并邀请不同领域专家给予护理团队科研指导。然而，本科信息素养教育欠缺或基础薄弱的

护士表示，短期培训(如学术会议、讲座)难以提供系统、连贯、全面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且由于缺乏实

践，所学知识未能有效内化。因此，大部分护士在培训结束后仍然无法应用相关知识与技术开展护理科

学研究和循证实践。 
鉴于上述原因，在“互联网+护理服务”全球化背景下，聚焦我国护理人员信息素养教育所面临的诸

多难题，探究切实可行、科学高效的护理信息素养教育策略势在必行。 

3. 护理信息素养慕课建设 

作为一种新型在线教育模式，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新的

发展机遇。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等平台汇集了国内顶尖大学国家级信息素养慕课，其免费、质量

高、内容全、碎片化时间在线学习的特点[23]有效解除了制约嵌入式护理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障碍，为高

校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资源保障和师资支持。同时，基于慕课的护理继续教育项目克

服了线下培训中临床护士难以全员在指定时间、固定地点接受统一培训的困难，获得了诸多医疗机构、

护理管理层与护士的好评与支持[24]。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及 2022 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在线教学的发展和各

级各类学校对慕课的建设及应用。同时，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将持续支持并引领

慕课蓬勃发展。2023 年 4 月，在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首页以信息素养、护理研究、护理科研、循

证护理、文献检索、计算机基础、信息检索、论文写作等关键词进行课程检索，结果显示存在数千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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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数据，这为护理专业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课程资源。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及慕课内容，

本文将护理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分为基础信息素养教育、专业信息素养教育、综合创新信息素养教育三个

模块。其中，基础信息素养教育是信息素养的普适性教育，主要是培养学习者的信息意识，强调保障信

息安全与遵守信息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使学习者充分认识到信息在学习、生活及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

专业信息素养教育是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相结合的信息素养教育，也是护理信息素养教育的核心环节，

包括医学文献检索与网络信息检索、常用中英文数据库、循证医学证据检索、信息管理、分析和利用、

医院信息系统应用等。综合创新信息素养教育则关注与职业需求密切相关的综合能力，如专利检索、科

研选题、论文撰写、参考文献著录等。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护理信息素养部分慕课概况(见表 1)。 
 
Table 1. Nur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courses overview (excerpts) 
表 1. 护理信息素养课程概况(节选)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课机构 课程内容 

所涉及的护理信息素养教育范畴 
国家级 
课程 基础 

信息素养 
专业 

信息素养 
综合创新 
信息素养 

1 信息素养–学术

研究的必修课① 清华大学 

认识信息素养、认识文献检

索、查找文献的方法、开放获

取资源、信息管理工具、学术

规范和投稿 

√ √ √ 一流 
课程 

2 
信息素养与实践

–给你一双慧眼
② 

武汉大学 

文献查找、检索策略、常用数

据库使用、文献阅读、文献管

理、撰写论文、学术信息共享

与发布、专利文献查阅 

√ √ √ 精品 
课程 

3 信息检索② 武汉大学 

信息检索的基本方法、搜索引

擎及数据库的使用、特种文献

检索、信息检索在论文中的应

用 

√ √ √ 精品 
课程 

4 医学计算机与信

息素养② 

南阳医学

高等专科

学校 

计算机网络与新一代技术、医

院信息系统应用、医学生信息

素养教育、多媒体基础、医学

信息基础 

√ √ -  
 

5 大学计算机基础
② 河西学院 数据处理、信息浏览与信息安

全 √ √ - 精品 
课程 

6 计算机应用基础
② 

商丘职业

技术学院 
计算机互联网应用、常用工具

软件使用 √ - - 精品 
课程 

7 文献检索① 中国农业

大学 

文献信息检索概论、中英文数

据库使用、特种文献检索、全

文数据库使用、文献管理工

具、期刊投稿 

√ √ √ - 

8 文献检索与论文

写作② 
西北工业

大学 

文献检索概论、常用数据库、

特种文献检、专利文献、图书

馆资源、网络学术资源、文献

信息管理分析和利用、论文写

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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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9 医学文献检索① 中南大学 
信息检索的含义、数据库使

用、引文检索、参考文献检索

与著录 
√ √ √ - 

10 医学信息素养① 广州医科

大学 
医学信息获取、医学信息筛选

和评价、医学信息管理和利用 √ √ - - 

11 护理科研① 北京大学 
寻找研究问题、文献检索与整

理、研究方案的设计、资料收

集方法、论文撰写 
√ √ √ 一流 

课程 

12 护理科研② 华中科技

大学 

科研人员基本素质、科研中应

遵循的道德规范、科研选题、

信息检索、科研设计资料收

集、论文撰写 

√ √ √ - 

13 循证护理① 北京中医

药大学 

循证护理理论、文献质量评

价、专家共识、meta 分析、临

床实践指南的应用与分析 
√ √ √ 一流 

课程 

14 毕业论文写作与

答辩② 
华南师范

大学 
论文选题、资料收集、论文撰

写与答辩 √ - √ - 

注释：① 来自学堂在线，② 来自中国大学 MOOC。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辽宁省高校开放合作办学数字资源共建项目》项目正式启动，辽宁省所建

设的“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数据库”(https://suyang.zxhnzq.com/)涵盖了概念理论篇、检索技术篇、检索系统

篇、信息资源篇、学术资源篇、科研工具篇、知识管理篇、学术写作篇、应用场景篇九大篇章课程，并

采用全案例教学模式，设置了练习题、实训平台模块，在案例实践中逐步强化学习者的科研探究和检索

技能[25]。目前，该数据库仅针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其数百节微视频培训课程可作为上述慕课的补充

资源，满足在校护生及高校附属医院护士的基础信息素养学习需求。 

4. 基于慕课的护理信息素养教育策略 

丰富的慕课资源为护理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资源保障，但如何从繁多、复杂的慕课数字化资源库中

筛选出适于不同阶段、不同基础、不同层次护理人员信息素养教育需求的课程，以便开展精准教学干预，

这是各类院校、医疗机构实施基于慕课的护理信息素养教育必须攻克的难点。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教育

策略。 

4.1. 聚焦学习者需求 

Wadson 和 Phillips 对加拿大护士信息素养培训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教育机构和图书馆提

供的护理信息素养培训内容不够充分，且不完全适合临床护理环境[14]。 
究其原因，主要是培训方案设计者未能充分考虑临床护士的具体需求。因此，在制定护理信息素养

教育方案时，应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广泛征集并认真考虑学习者(在校护生、一线护理人员、护理管理

人员)的实际需求和意见，并结合已有教育经验，科学、合理设计教育内容、方法。 
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文献回顾国内外护理人员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研究，总结在校护生、临床

护士的教育需求，以及不同机构所实施的信息素养教育方案内容及教学方法，明确影响教育效果的因素；

另一方面，针对全体学习者开展信息素养教育需求问卷调查，并结合焦点小组访谈，全面深入了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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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学习需求。对于临床护士的信息素养培训，除了应该关注一线护理人员的学习需求外，还应充分

考虑医疗机构、护理管理层对其信息素养的职业要求。 

4.2. 多学科团队助力精准教学设计 

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图书馆员(信息学家)、护理信息学家、护理教育工作者、管理人员、研究人员、

临床护理专家等多学科领域成员进行团队合作，才能构建科学合理、精准高效的信息素养教育方案[1]。
因此，建议组建跨学科专家小组，结合实际教育需求、美国《护理人员信息素养能力标准》[10]、《高等

教育信息素养框架》[5]以及我国《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中关于大学生应具备的信息素养

要求[26]，精准设置教育目标和教育主题。一般而言，专家小组成员的理想数量大约是 10 人[27]。 

4.3. 慕课内容遴选与整合 

根据教育需求、目标和主题，教育团队可从基础信息素养教育、专业信息素养教育、综合创新信息

素养教育资源中节选适宜的慕课章节，并整合为一门系统的在线课程。随后，借助雨课堂、云课堂、学

习通等智慧教学工具为学习者推送相应的课程链接。同时，教育团队还可通过微信、QQ 等即时通讯工具

实时了解护理人员学习中的困惑，并进行在线答疑，促进学习者之间、师生之间跨时空互动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各家医疗卫生机构所使用的医疗信息系统、护理信息系统存在差异。建议医疗部门

与信息系统平台公司合作开发相应的信息系统应用视频教程，并作为专业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推送给临床

护士，以便其切实、全面掌握所属单位的信息系统操作方法，尤其是为老年患者、慢性病患者提供远程

护理服务的智慧医疗操作程序。 
在实施正式教育之前，应遴选少量学习者并开展预实验，了解教育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接受度；同时

专家小组需对慕课内容的效度进行检验，确保其科学性与适宜性。 

4.4. 基于慕课的“双线混融”教育实践 

为促进信息素养慕课与专业课内容有机融合，解决现行线下嵌入式信息素养教学连续性不够强以及

信息素养慕课线上学习缺乏教师监管、学习者“溜课”等短板问题，建议各护理机构开展基于慕课的信

息素养“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双线混融”教学是指依托教育目标导向，融合多种教学理论、教学方

法、教学内容、教学媒介、教学模式、教学技术来实施线上、线下混融的教学策略[28]。 
对于在校护生，建议学业导师、专业课教师、教学管理层通力合作，结合学生培养方案、课程安排，

在不同学习阶段、专业课程中适时嵌入适宜的信息素养慕课教育。比如，在护生入学阶段，应注重推送

培养护生信息意识、信息安全与道德的相关课程；在实习阶段，应推送引导护生批判性思考临床实际问

题、积极寻求权威信息资料、探索解决方案的慕课；在毕业论文撰写阶段，应推送指导学生科学选题、

规范研究设计与参考文献引用方法的慕课。 
对于临床护士，建议医院护理部、培训部门将信息素养慕课作为护士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项目的

重要内容，针对不同层级护理人员职业发展需求和岗位要求，创设、整合并推送所需的慕课资源。同时，

根据护士不同岗位工作时间、事务安排，合理设置课程推送频次、时长。 
此外，教育团队可利用智慧教学工具推送适宜数量、难度的线上客观测试题，并组织学习者进行线

下信息能力综合实践(比如，“老年患者正确用药的影响因素”主题词和检索式分别是什么？请选择数据

库并进行文献检索、质量评价，撰写检索报告)。此外，检索报告、护理科研项目的面对面小组讨论、同

行及专家点评也有助于提高临床护士信息素养综合能力。 
总之，通过线上、线下混融式教育，护理人员可将所学理论知识、技术有效应用于实践，切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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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信息素养水平。 

4.5. 信息素养教育评价与改进 

目前，我国护理人员信息素养评价应用最广泛的测评工具是 2009 年舒燕编制的《信息素养问卷》[29]
及 2020 年和欢编制的《信息素养自评量表》[7]。前者主要用于测评护理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包括

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四个维度。后者则是临床护士进行信息素养自评的有效工具，

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安全与道德三个维度。相较于前者信息知识自评可能会由于主观认知偏

差导致错误判断，具体的护理信息学测试题、实训项目能够更为客观地评价护理人员的真实信息知识水

平。因此，建议医疗机构联合运用客观试题、实践项目报告、实际科研成果及《信息素养自评量表》等

综合评价护理人员的信息知识水平和整体信息素养水平。 
在阶段性结课后，教育团队还可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组织护理人员对教育模式、慕课内容、

发布频次、学习时长等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评价，并根据该阶段学习者慕课成绩和反馈进行慕

课教育主题、内容、方法等整改，实现教育质量持续改进。 

5. 结语 

作为医疗健康信息的主要传播者和健康教育的执行者，护士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检索、鉴别、评价

能力，才能熟练运用互联网技术在海量医学信息中提炼具有科学价值、权威可信的研究实证，从而为居

民提供专业、正确的护理服务。如何培养和提高护理人员的信息素养，使护生适应高校信息化教学模式、

护士满足临床“互联网+”工作模式需求，是智能时代护理教育界关注的重点。基于慕课的护理信息素养

教育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慕课资源提升不同学段、不同基础、不同级别护理人员信息素养水平，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建议护理院校、临床机构精准设计教育方案，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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