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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支持学习在临床护士循证护理培训中的应用

耿扬,王园园,李娟,沈跃兰,杜珊珊,胡怀宁

摘要:目的
 

评价同辈支持学习在临床护士循证护理理论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对39名临床护士进行基于同辈支持学习的循

证护理理论培训,共14次小组活动。比较培训前后临床护士循证护理实践知识、态度、行为和循证护理能力。结果
 

培训后,护士

的循证护理实践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及循证护理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P<0.05)。结论
 

同辈支持学习用于临床护士循

证护理理论培训,可有效提高循证护理实践知信行水平和循证护理能力。
关键词:护士; 循证护理; 理论培训; 同辈支持学习; 循证实践; 知信行; 循证护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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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er-supported
 

learning
 

in
 

training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EBN)
 

in
 

frontline
 

nurses.Methods
 

A
 

total
 

of
 

39
 

frontline
 

nurses
 

received
 

EBN
 

training
 

by
 

using
 

peer-supported
 

learning
 

strategy,
 

involving
 

14
 

ses-
sions

 

of
 

group
 

activities.Their
 

EBN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s
 

well
 

as
 

ability
 

to
 

perform
 

EBN
 

practice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Results
 

All
 

the
 

above-mentioned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training
 

(all
 

P<
0.05).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peer-supported
 

learning
 

in
 

EBN
 

training
 

for
 

frontline
 

nurs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ir
 

EBN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s
 

well
 

as
 

EBN
 

nurs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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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研究表明,较高的循证护理能力可改善临

床护理决策和判断,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

度[1-3]。循证护理培训是提高循证护理能力和促进循

证护理实践的基石。目前国内循证护理培训多数由

大学机构组织,培训模式以导师制、工作坊和继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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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习班为主,而临床护士在校期间可能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循证护理学课程学习,采用上述培训方式会因

循证基础知识薄弱而效果欠佳,另一方面,存在培养

费用、临床工作调配等方面的阻力[4-5]。因此,医院内

部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出一种经济、对临床护士

普适的培训模式值得关注。护士在循证护理理论学

习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如畏难或半途而

废,又或者学习过程中没有同伴一起讨论而孤单等。
同辈支持学习作为一种培训模式,它没有具体的指导

老师,学员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讨论、反思、互相帮助、
互相促进学习[6]。其来源于同辈支持理论,是由于目

标群体具有相似经验或处于相同的压力、处境中,通
过给予他人信息、情感等支持,从而帮助解决现存或

潜在的问题[7]。当前同辈支持干预的文献主要集中

于护理专业学生和慢性病患者[8-10]。本研究结合国

内外相关研究经验,设计适合我院实际情况的循证护

理理论培训方案并实施,取得较好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4-6
月选取我院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通过医院办公系

统发布招募信息,每个临床护理单元限报2~3人。
纳入标准: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年限≥5年;护士

长、后备干部、取得市级及以上培训资格证书的专科

护士优先。参加培训的护士共39人,男2人,女37
人;年龄31~35岁14人,≥36岁25人。学历:本科

36人,硕士3人。工作年限11~15年22人,≥16年

17人。职称:主管护师31人,主任/副主任护师8人。
职务:护士32人,护士长及以上7人。6人有循证护

理相关的教育培训经历;3人申报成功过科研项目。
1.2 方法

1.2.1 核心成员组建 核心成员共5名,1名护理

部主任,3名护士长,1名护理部后备干部,均参加过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举办的循证护理理论与实践继续

教育学习班,并获得结业证书。护理部主任负责进度

把控和质量监督;护理部后备干部担任组长,负责学

习及测评内容的组建、学习清单制作和发放、学习内

容进度安排、培训前后效果评价;2名护士长(副组

长)负责活动的组织和记录;组长和1名护士长负责

反思日志监督及整理分析。
1.2.2 学习内容 核心成员头脑风暴,根据我院临

床护理人员实际情况,选取循证护理学中应用较为广

泛的内容进行培训,主要包括7大培训模块:循证护

理问题提出、证据检索、文献质量评价、RevMan软件

应用实操、证据等级、证据转化、循证护理论文书写。
采用复旦大学护理学院的循证护理网络课程中上述

7个课程作为学习资料,参考书选用《循证护理学(第
2版)》[11]。
1.2.3 培训方法 本着自愿组队原则,将39名护士

分为7个小组,每组自荐1位组长,负责组织组内活

动。建立同辈支持学习微信群,用以沟通交流和传送

资料。培训模块、成员学习时长及具体任务:①循证

护理问题的提出,用时1周。成员完成网络课程学习

后截图进度条,同时完成课程附带练习题。绘制本模

块的思维导图,同时结合个人专科特色确定循证护理

问题。②证据检索,用时2周。需完成共用部分(即
网络课程与课后练习题),同时根据第1个模块确定

的循证护理问题制定检索策略,并将检索过程录屏。
③文献质量评价,用时1周。需完成共用部分,同时

结合学习清单资料,每人完成1篇案例文章评价。④
RevMan软件应用实操,用时2周。成员需完成网络

课程及学习清单中的视频资料,练习软件实操,同时

结合案例文章中的数据进行操练录屏。⑤证据等级、
证据转化、循证护理论文书写模块,各用时1周、2周

和1周。需完成共用部分,同时结合学习清单资料,
每人完成1篇案例文章分析。以同辈支持学习概念

中的讨论、反思、互帮互促学习为理念,开展同辈支持

学习小组活动。活动分为组内活动和集体活动,同时

结合各模块内容特点,采用相应的方法,共14次(每
个培训模块组织1次组内活动,1次集体活动),具体

内容见表1。
表1 组内活动和集体活动具体内容

项目 具体内容 组织实施 记录 其他 时间/形式

组内活动 ①基本理论知识回顾;②模块案

例报告分享;③答疑;④小结(收
获,感受体验、鼓励);⑤活动后

每名护士需完成模块反思日志

各组小

组长

小组成员

轮流记录

反思日志主要记录个人学

习收获、运用循证护理知识

已解决的护理问题、个人创

新想法和问题难题

每个模块学习结束后3
 

d内实施,时长60
 

min;
以线下活动为主

集体活动 ①汇报各小组护士本模块学习

情况(优 点/缺 点/问 题);② 答

疑;③反思日志总结;④小结

组长 副组长 反思日志总结由核心成员

专人负责

组内 活 动 后3
 

d内 实

施,时长120
 

min;以线

下活动为主

  注:集体活动前1
 

d,各分组小组长将每位护士学习进度条截图、思维导图、个人案例分享、反思日志照片及未解决的问题整理

发送核心成员邮箱。核心成员对内容进行审核,对有认知错误的观点和问题,在集体活动中给予纠正指导和解答。

1.3 效果评价 ①循证实践知信行及循证护理能力

评价。于培训前及培训结束后,由核心成员组长在微

信群发放电子问卷,匿名填写。循证实践知识、态度、
行为问卷由 Upton等[12]编制,杨如美[13]汉化,共包

·19·护理学杂志2024年5月第39卷第9期



括24个条目,分别为知识技能(14个条目)、态度(4
个条目)及实践行为(6个条目)3个维度。分数越高

表示 循 证 护 理 知 信 行 水 平 越 高。中 文 版 问 卷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40,各维度Cronbach's
 

α系

数为0.789~0.935,内容效度为0.83。循证护理能

力评定量表由王旖磊等[14]编制,包含证据检索及评

价能力(7个条目)、证据整合能力(5个条目)、证据传

播能力(3个条目)、情境评估及证据应用能力(8个条

目)4个维度,共2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
从“不清楚”至“完全符合”分别计0~4分,总分0~92
分,得分<60%(<55.2分)为低水平,60%~80%
(55.2~73.6分)为中等水平,>80%(>73.6分)为
高水平。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1,各维

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55~0.916,内容效度指

数为0.987。②反思水平。评价护士撰写的反思日

志,参考王永花等[15]研究,将反思能力水平划分为3

个水平。无反思:即没有反思意识,缺乏反思能力;低
水平反思:经验回顾为主,包括对学习内容、学习过程

和学习结果的反思、情感体验、新旧知识联系、学习方

法;评判性反思:对造成现状的原因进行评判性分析,
依据证据提出解决问题方案或形成新观点,迁移应

用,并尝试验证。将收集的反思日志按7个训练模块

进行编码(模块1~7,护士1~39编号处理),为保证

内容分析信度,由2名核心成员分别对内容分析,其
中评判结果一致的为235篇,评价相互同意度 K=
0.887,信度R=0.940。对于评判结果不同的日志通

过核心小组成员集体讨论进一步确定其反思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配对样

本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培训前后护士循证实践知信行和循证护理能力

得分比较 见表2。
表2 培训前后护士循证实践知信行和循证护理能力得分比较(n=39) 分,x±s

时间
循证实践知信行

知识 信念 行为 总分

循证护理能力

证据检索及评价 证据整合 证据传播 情境评估及应用 总分

培训前57.38±11.2121.54±4.9523.23±5.94102.15±20.45 10.54±5.02 5.33±3.37 4.13±1.96 13.13±5.34 33.23±13.10
培训后67.23±6.04 24.18±2.9123.46±5.62114.87±9.77 11.95±3.24 6.03±1.98 5.74±1.07 14.13±4.42 37.84±8.14
t 4.610 4.429 2.300 4.737 4.221 1.764 5.844 3.457 4.910
P <0.001 <0.001 0.027 <0.001 <0.001 0.086 <0.001 0.001 <0.001

2.2 护士7个培训模块反思水平 39名护士应交

273篇反思日志,实交265篇,提交率为97.1%。各

模块反思日志的反思水平,见表3。
表3 护士7个培训模块反思水平 篇

模块 提交篇数 无反思 低水平反思 评判性反思

1 36 3 31 2
2 38 1 34 3
3 39 1 30 8
4 35 0 25 10
5 39 0 21 18
6 39 0 20 19
7 39 0 20 19

3 讨论

3.1 同辈支持学习是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提升的

有效手段 对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调查显示,在不

考虑时间因素影响下,除少量研究临床护士循证护理

能力得分较高[16-17]外,其 余 研 究 得 分 均 处 于 低 水

平[18-20]。因此,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亟待提高。循

证护理对学习人员水平要求较高,临床护士现场听讲

很难理解和掌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

平台的精品课程逐渐增多。本研究采用复旦大学护

理学院的循证护理网络课程,临床护士可循环播放学

习,并利用课程附带的练习题进行巩固加强,解决了

因时间、空间、师资和财力等方面的问题。独自学习

再加上学习内容专业性强,过程中难免枯燥或放弃,

因此借助同辈支持学习的方法,通过组内活动和集体

活动,可减少学习过程中的枯燥,形成积极向上爱钻

研思考的学习氛围,从而提供情感支持;同时,互帮互

促过程中可逐渐弥补个人相关知识点短板,提供知识

技术支持,核心成员对每名护士每个模块的思维导

图、个人案例分享、反思日志及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分

析审核,对有认知错误的点和问题及时给予纠正指导

和解答,确保学习质量。因此,同辈支持学习可作为

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手段。
3.2 同辈支持学习可提高临床护士循证护理实践知

信行水平 本研究结果表明,培训后临床护士循证护

理实践知信行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
P<0.05),与国外研究结果[21-22]一致。研究发现,同
伴关系可以影响个人学习动力[23],良好的同伴关系

可促使学习更为出色。本研究中同辈支持学习,首先

以小组为形式,为护士循证护理理论学习提供了良好

的同伴关系平台;其次组内和集体活动中,理论知识

点的回顾巩固了护士循证护理理论知识,各个模块的

案例报告、组员学习情况分享可展示护士学习成果,
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提高循证护理实践的信念。反

思日志水平结果显示,多数护士开始学习时多为低水

平反思,缺乏评判性反思、迁移应用和创新思维。但

随着活动逐步开展,在每次的讨论、汇报、反思、激励

等干预中,护士的反思水平逐渐提升。反思日志是护

士循证护理思维形成、运用和优化的外在表现,可促

进护士对循证护理知识深入学习、理解并运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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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可捕捉护士学习过程中循证护理思维的动

态变化,从而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和支持鼓励。Cardo-
so等[24]研究也发现,教育培训后护士的思维方式发

生了变化,且从中收获了更多的护理价值感。此外,
问题反馈可减轻护士学习过程中的压力。最后,每次

活动结束时则以收获、感受体验、鼓励为关键词进行

总结,给予护士进行循证护理理论学习的动力,鼓励

和支持其进一步自我提升。
3.3 同辈支持学习可提高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 
培训后临床护士循证护理能力总分、证据检索及评价

能力、证据传播能力、情境评估及应用能力得分显著

高于培训前(均P<0.05);而证据整合能力维度,培
训前后无统计学意义(P>0.05)。文献评价过程中,
安排以组为单位进行文献质量评价且每种研究类型

各1篇,有异议的地方进行讨论后裁决,此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锻炼了护士的证据检索及评价能力。反思

日志的书写和组内、集体活动的汇报也锻炼了护士证

据传播所需的书写和表达能力。而情境评估及应用

能力在培训后虽有统计学意义,但得分提高的幅度没

有证据检索及评价能力和证据传播能力高,这也印证

了临床护士的情境评估和应用能力基础较好[2]。证

据整合能力维度提升不明显,后期将以此为薄弱环

节,进一步重点学习和深入研究。

4 结论
本研究显示,同辈支持学习以小组为外在形式,

结合网络课程,以讨论、反思日志和问题反馈为内在

要素,活动过程经济、活动氛围轻松愉悦,可作为开展

临床护士循证护理理论培训的有效方法。但本研究

为自身前后对照研究,样本量少可能会限制研究结果

推广性。同时本研究未进行远期效果验证,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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