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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基于专业课程的护理信息素养“双线混融”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为国家完善护理信息素养

培育体系提供参考。方法：在大三护理专业学生中，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2个班为干预组，另2个
班为对照组。为干预组护生推送信息素养慕课，对比分析两组护生学期初、末信息素养得分和学习成绩。

结果：干预组护生信息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课后作业及期末考试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干预组护生对慕课内容、教学方法、检索案例等的满意度均较高。结论：基于专业课程

的护理信息素养“双线混融”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护生的信息素养和学习成绩，是应对护理智能化挑战

的重要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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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of nur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based on the specialized cours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
ment of the national nur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ystem. Methods: Two classes were se-
lected a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other two classes as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a random clus-
ter sampling method among the junior nursing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MOOCs were pushed 
for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scor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spe-
cialized course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semester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tervention group’s information literacy total scores and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grades of homework and the final exam result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ontent of MOOCs, teaching methods, and retrieval cases. Conclusi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of nur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based on the specialized 
course was an important teaching strateg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e-nursing because it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nursing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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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护理人员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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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佳实践目的以道德及合法的方式访问和利用信息、创造知识” [1]的信息素养。

互联网、大数据、虚拟仿真、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更迭及广泛应用，推动了教育

领域、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革新与升级，并对医务工作者的信息素养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护士不仅是医疗服务体系的主力军、临床信息系统的主要用户，更是医学信息的重要传播者、

循证实践的关键执行者，其信息素养水平与临床工作效率、护理服务质量及患者康复预后息息相关 [2]  [3]。
因此，为应对全球数字化、医疗智能化挑战，提高护士信息素养水平迫在眉睫。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智慧教学工具的普及应用，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直

接影响其智慧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效果。如何培养和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简称护生)的信息素养，使其适

应高校信息化教学模式、满足临床“互联网+”工作模式需求，已成为数字时代教育界、医学界共同

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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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专业课程的“双线混融”教学模式 

各国护士信息素养的培育主要通过学校的正规护理信息学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机构相关的继续教育项

目或培训。欧美澳等国家实证研究表明，在本科护理教育中整合信息学内容、开展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是提高护士信息素养整体水平最行之有效的策略 [4]  [5]。然而，文献研究显示，我国护理本科教育中尚未

开设护理信息学课程，护理信息素养教育仍局限于文献检索、护理研究等选修课程，学生对其重视度低，

加之课程内容单一、实践学时不足、内容实用性低等弊端 [6]严重制约了护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因

此，借鉴国外嵌入式教育模式，创新护理信息素养培育方案势在必行。 
鉴于护理专业课内容多、学时有限 [7]，教师难以在课堂教学环节进行信息素养基础知识、操作方法

详细讲解。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免费、高质量的国家级信息素养慕

课为专业课教师开展信息素养基础知识和技能教学提供了资源保障，学生可利用碎片化时间自行学习相

关知识。但是，单纯的信息素养慕课线上学习缺乏教师监管，存在学生“溜课”、无法因材施教等短板

问题。这就需要在线下课堂教学中，教师结合具体教学内容督促、引导、强化学生信息知识、技能的应

用。 
因此，针对制约我国护生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诸多问题，本文提出以护生高度重视的专业核心课《外

科护理学》为基础，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慕课、雨课堂、微信等解决上述难题，发挥“线上线下混融”教

学的叠加效应，构建信息素养“双线混融”教学模式。“双线混融”教学是指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促

进学生学习与发展为逻辑起点，以线上线下的教学空间、教学资源、教学交互、教学评价等教学活动要

素相互混融为重点，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混融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 [8]。
其中，线上学习是课堂教学的基础，线下教学是线上学习的延伸与拓展，“双线”互融互通、相辅相承 [9]。
本文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师对护生的专业教学、思想引导和科研指导中，以期切实提高护生的

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安全与道德水平，并为国家进一步完善护理信息素养培育体系提

供实证参考。 

3. 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选取某校大三护理专业 4 个班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其中 2 个班 56
名护生作为干预组，另 2 个班 54 名护生为对照组。在学期初，向全体护生介绍研究目的与内容，征得其

同意。除干预组护生需完成信息素养慕课学习外，两组护生其他教学方案相同，均需完成检索报告。 

3.2. 方法 

3.2.1. 教学实践 
首先，由专业课教师、护理信息学教师和临床护理专家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并通过优化课程设置，

创新教学设计，构建基于《外科护理学》的护理信息素养嵌入式教学方案。 
其次，针对专业课重点教学内容，教学团队基于临床实际病例研制兼具针对性、互动性、典型性的

检索案例，并明确完成该案例所需的信息素养知识和技能，整合为信息素养教育目标。 
最后，在前期汇总的护理信息素养慕课资源中 [10]，筛选出贴合《外科护理学》教学和信息素养教育

需求的慕课，并将其适时融入干预组的专业课教学过程。具体而言，主要是在外科护理基本理论与技术、

普外科疾病病人的护理、专科疾病病人的护理三大模块中嵌入基础信息素养教育、专业信息素养教育和

综合创新素养教育(各模块嵌入的慕课内容详见前期研究成果 [7])。 
具体实施方案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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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specialized course 
图 1. 基于专业课的“双线混融”教学模式 

 
在课前，专业课教师以即将讲授的疾病为切入点和中心，设计检索案例，并通过雨课堂发布给全体

护生，为课堂案例教学(Case Based Learning, CBL)奠定基础。同时，结合干预组护生信息素养情况，利用

雨课堂精准推送适宜的信息素养慕课，督促其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线上课程。要求护生筛选合适的数

据库，构建复杂检索式以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甄选有价值的信息，撰写检索报告，并制定循证护理方

案。该报告与方案将作为护生专业课知识和信息素养能力“双测评”的重要依据，以激发、维持、强化

护生信息素养学习动机。针对护生检索过程及检索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教师通过微信群、雨课堂

予以解答和点评，纠正错误环节。 
在课中，利用雨课堂和多媒体教室实施线上、线下混融式教学。理论课上，教师根据雨课堂汇总的

护生预习结果及课堂教学实时反馈，精准调整授课重难点及其时间安排，并对共性问题进行详细讲解。

实验课上，创设沉浸式学习场景，组织护生将案例以小组情境模拟形式展现，通过医患、护患、医护沟

通呈现检索结果(即通过对话沟通、图文演示讲解各疾病病因、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临床治疗方式和护

理要点等)，辅以 PPT 展示检索报告要点并进行评比(包括小组互评 + 教师点评)，以任务驱动和游戏化

教学促进护生探究性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针对护生报告中遗漏和错误的专业知识点，专业课教师予以

更正并进行重点讲解。 
在课后，各组护生可在临床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不同疾病的临床见习。针对护生在检索案例时发

现的科学问题，专业课教师和临床带教老师协同指导护生深入挖掘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并积极申报科

研项目和专利，撰写毕业论文，多途径培养护生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创新的能力。此外，通过雨课堂为存

在学习困难的“预警学生”推送个性化、定制化学习资源，并利用腾讯会议、微信群进行精准团体辅导

或个体指导。同时，鼓励护生课后利用微信群继续讨论，突破时空限制自主学习，提高护生的学习兴趣

和主动性。 
教学中，坚持课程思政、信息安全与道德教育贯穿教学全程，持续提升护生对信息的甄别、合理应

用能力，提高护生学术修养，强化护生学术诚信。同时，激励护生在见习、实习期间应用信息技术探寻

临床工作优化路径，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开展科研创新项目，促进信息素养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提升

护生的专业获得感和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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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调查方法及工具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护生的一般情况、对教学内容和教育模式的满意度，以及对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和意见。在学期初和学期末分别采用和欢编制的《护理人员信息素养自评量表》 [10]调查护生信息素养情

况，对比分析两组护生组间、组内前后得分，综合评价教育效果。该量表共 35 个条目，包括信息意识、

信息能力、信息安全与道德三个维度。信息意识是指个体能够识别自身的信息需求，并准确评估信息的

价值。信息能力指信息检索、获取、分析、评价、整合、应用等能力。信息安全与道德是合法、规范应

用信息时注意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11]。量表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方法，分数越高，代表信息

素养水平越高，总分 35~175 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974，折半信度系数为 0.855，内容效度指数为

0.900。 

3.2.3. 统计学方法 
运用 Epidata 3.0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 = 0.05 (双侧)。 

4. 结果 

4.1. 一般资料 

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护生在性别、年龄、基础课程成绩、信息素养基线得分方面，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4.2. 干预组护生慕课完成情况 

干预组 56 名护生均按时完成了信息素养慕课学习，完成率为 100%，慕课测试题准确率为 85.3%。 

4.3. 干预前后两组护生信息素养得分比较 

以干预后信息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减去干预前相应得分为信息素养总分差值及各维度得分差值。

由于两组护生各得分差值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比较。 
干预后，干预组在信息素养总分差值及各维度得分差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 x s± ) 
表 1. 干预后两组护生信息素养得分差值的比较( x s± ) 

组别 信息意识差值 信息能力差值 信息安全与道德差值 信息素养总分差值 

干预组 0.71 ± 1.933 11.29 ± 8.530 1.55 ± 2.579 13.55 ± 9.035 

对照组 0.02 ± 1.173 6.72 ± 9.230 0.33 ± 2.065 7.07 ± 9.899 

Z 值 −1.977 −2.226 −2.292 −2.966 

P 值 <0.05 <0.05 <0.05 <0.05 

4.4. 两组护生课程成绩的比较 

护生课堂测试、课后作业及期末考试成绩均采用百分制。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护生成

绩，结果显示，干预组护生课后作业得分和期末考试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体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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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护生学习成绩比较( x s± ) 

组别 课堂测试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干预组 92.21 ± 4.762 91.05 ± 5.206 92.52 ± 4.828 

对照组 88.91 ± 8.828 84.50 ± 5.983 85.85 ± 6.284 

Z 值 −0.831 −5.283 −5.358 

P 值 >0.05 <0.05 <0.05 

4.5. 干预组护生对嵌入式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56 名干预组护生对嵌入式教学模式整体持支持态度。按照满意度比例进行排序，护生对慕课内容满

意度最高(98.2%)，其次为教学方法(91.1%)、检索案例难易度(85.7%)、检索案例讲解(82.1%)、教学效果

评价方法(82.1%)，具体结果见表 3。 
 

Table 3. Satisfaction of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n = 56, n (%)] 
表 3. 干预组护生对“双线混融”教学模式的满意度[n = 56, n (%)] 

类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慕课内容 21 (37.5) 34 (60.7) 1 (1.8) 0 (0.0) 0 (0.0) 

教学方法 25 (44.7) 26 (46.4) 5 (8.9) 0 (0.0) 0 (0.0) 

检索案例难易度 24 (42.9) 24 (42.9) 6 (10.7) 2 (3.5) 0 (0.0) 

检索案例讲解 22 (39.3) 24 (42.9) 7 (12.5) 3 (5.3) 0 (0.0) 

教学评价方法 23(41.1) 23 (41.1) 9 (16.0) 1 (1.8) 0 (0.0) 

5. 讨论 

护生信息素养培育是提高临床护士信息素养整体水平的重要途径。鉴于信息素养教育并非游离于学

科或专业课程之外，而是交织在其内容、体系结构之中 [12]  [13]，故而，培养护生良好的信息素养依赖于

各校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在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护理服务智能化升级的时代，通过信

息素养教育与护理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在完成专业课教学任务的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培

养护生的信息素养，实现信息素养教育的生态化发展，这是当前护理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本文利用信

息素养慕课资源，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融式教学模式，在《外科护理学》专业课程中开展信息素养

嵌入式教育，并利用课程考核及问卷调查综合评价其实施成效。 

5.1. 有利于提高信息素养水平 

基线调查结果显示，全体护生信息素养得分为(126.93 ± 13.547)分，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姜贺等 [14]、
吕琴等 [15]的研究结果相似。由表 1 可知，干预组护生学期末信息素养及各维度提高程度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说明基于慕课及专业课程的“双线混融”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护生信息

素养水平。 
由于护理学各专业课程均涉及多学科理论知识，学习难度较大，加之临床诊疗、护理技术日新月异，

护生对于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信息需求。在开放性问题中，护生表示信息检索、数据库应用

方法、文献质量评价等信息素养慕课内容对其查找专业文献、遴选权威信息、完成案例检索报告和护理

方案帮助较大。此外，护生建议增加国家文件、官方统计报告等检索方法介绍，以便有效获取更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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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充分了解各类常见病、高发病的发病、治疗、护理动态，进一步提升信息检索效率。 
课程思政是高校教学的重要环节。在教学过程中，专业课教师结合实际案例着重培养护生对于负面

信息的评判能力，使护生能运用所学知识客观、公正评判快速更迭的网络信息及各种网络不良事件，并

在传播信息时遵纪守法，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积极传播正能量和正确的医疗保健知识，维护社会的稳定

与团结，助力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护生的人生阅历日益丰富，反思、总结能力不

断提高，护生通过新媒体、辅导员宣教、同学传播接触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不良事件发生的资讯报道后，

会更加注意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这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干预组两名护生在学校“万方杯”信息检索大赛中荣获了一等奖，另有一名护生成

功申报了河南省本科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这说明基于慕课的信息素养嵌入式培育模

式不仅有利于提高护生的信息检索能力，还有利于激发护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其科学研究能力。 

5.2. 有利于提高案例分析能力和学习效果 

《外科护理学》是护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培养护生应对急危重症疾病临床思维和临床工作能

力的重要途径。信息素养是护生有效获取权威证据、了解疾病治疗、护理前沿方法的基础，对于护生优

化护理方案、开展循证护理实践至关重要。 
为考核护生对急危重症疾病病情评估、鉴别诊断能力，本课程的课后作业均为案例分析题。由表 2

可知，干预组护生案例分析试题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说明基于临床实际病

例的信息素养实践教学不仅能够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让护生围绕真实案例积极主动搜集资料并进行分

析、总结，切实提高护生的自学能力、信息获取、评价、应用能力及循证实践能力，同时加强了护生对

专业知识的掌握，拓展了知识面，提高了护生职业竞争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为护生胜任未来日趋密集的

信息化工作环境奠定了基础。此外，课后作业成绩的提高亦可进一步强化护生信息素养学习动机，激励

护生积极学习后续的慕课内容，并在实践应用中持续增强信息意识、整合信息知识、提升信息能力。由

于干预组护生在完成检索报告的过程中，总结了大量的疾病相关知识，加深了护生对各类专业疾病的科

学认识，从而有效提高了学习效果，其期末考试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总而言之，基于专业课的信息素养教育能够引导护生思考临床实际问题，探索自己的知识盲区以及

解决途径，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护生的信息素养，同时加深了护生对专业课程知识的理解及护理学科前沿

研究成果的认识。 

5.3. 有利于提高教学满意度 

护生表示，慕课视频内容丰富、讲解清晰，护生可利用碎片化时间反复观看学习，增强记忆效果。

同时，案例检索有利于激励护生查询最新、最佳医学实证，在掌握先进医学技术、治疗方法、护理措施

的同时，加深对专业理论知识的认知水平。此外，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检索案例报告，不仅能够促使护生

认真分析临床实际问题、主动探寻答案，还提升了护生的团结协作、组织分工能力。各小组检索报告互

评与汇报，进一步加强了师生、护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在丰富了护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加了课堂趣味

性，受到护生的一致好评。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中 55.76%护生来自于河南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45.45%本科护生尚未

配备电脑，无法在课余时间自行练习相关技术。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论文均需学校内网才能下载，

所调查的高校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仅在工作日上课时间开放。然而，护生专业课程繁多，无法在上课时间

去图书馆全面查阅电子资源、充分练习检索技能，导致其信息技能水平较差，尤其是信息获取能力不足。

因此，建议学校在中午、晚上及周末适当延长电子阅览室开放时长，为尚未配置电脑的护生提供硬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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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时，学校应加强数字图书馆平台的建设，根据师生需求购买更多的专业数据库，尤其是硕博论文

数据库、外文数据库，并将各类搜索引擎操作方法、数据库查询指南、文献资源引用规范、读者权利与

义务等事项发布于学校图书馆官网 [16]，优化信息素养的培育环境。 

6. 结语 

综上，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程学习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慕课、信息素养嵌入式教育、雨课堂、精

准教学法、CBL、PBL 教学法、情景模拟、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教学策略的优势互补，开展基于专业课的

护理信息素养“双线混融”教学，不仅能够增强护生信息素养水平，还有利于提升其案例分析能力和自

主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创新行为，从而为其开展循证护理实践和科研创新、推动护理学科发

展、实现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信息素养是护士应对医学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服务模式所需必备的核心素养。

建议国家对护理信息学学科进行顶层设计，设置护理信息学专科方向，构建统一规范的信息素养培育和

评价体系，推进护理信息学学科建设。同时，建议高校加速完成信息化校园建设，完善图书馆硬件设施

和数字平台，营造良好的信息素养教育氛围。建议信息素养培育与护理学各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不断

扩大信息素养教育的普及率和影响力，多层面、多渠道、多模式提升护生的整体信息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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