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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高等护理教育国际化提供参考。方法
 

应用德尔菲法对20名护理教育领域的专家就构建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两轮函询。结果
 

经两轮专

家函询,确定一级指标3个,即国际化知识、国际化技能、国际化思维与意识,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22个;两轮专家权威系数均

为0.872,肯德尔和谐系数为0.314~0.546,各指标的变异系数0.063~0.136。结论
 

该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科学性,能作为

评价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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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bility
 

for
 

nursing
 

master
 

degree
 

candidates,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nursing
 

edu-
c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0
 

nursing
 

education
 

exper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ferees
  

of
 

the
 

consultation.
 

The
 

Delphi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two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over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bility
 

for
 

nursing
 

master
 

degree
 

candidates.
 

Results
 

After
 

two
 

rounds
 

of
 

experts
 

consultation,
 

three
 

first-level
 

indicators(namely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skills,
 

international
 

thinking
 

and
 

awareness),
 

9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22
 

third-level
 

indicators
 

were
 

identified.
 

The
 

expert
 

authority
 

coefficient
 

was
 

0.872
 

for
 

each
 

of
 

the
  

two
 

rounds,
 

and
 

the
 

Kendall'W
 

coefficient
 

was
  

between
 

0.314
 

and
 

0.546,
 

an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each
 

index
  

ranged
 

0.063-0.136.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scientific
 

and
 

can
 

be
 

used
 

as
 

a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candi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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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护理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国际化能力是评

价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指标[1-2]。国际化能力是指个

体持有开放、积极建设性的态度,了解外国文化实施

规范和现实期待,并能够根据个体的有效知识体系在

本土以外的环境中进行互动、交流与展开工作[3]。国

外研究表明国际化能力的培养对于提升研究生国际

竞争力[4]、明确职业生涯规划[5]以及促进高等教育国

际合作[6]具有重要意义。国内诸多学者围绕国际能

力量表编制、国际素养调查、培养路径等方面开展研

究[7-9],但由于专业差异,部分研究结果不适用于护理

学科。目前,我国护理学已成为国家一级学科,高等

护理教育正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护理学硕士研究生

的国际化能力直接体现了其是否能够适应高等教育

国际化发展趋势,对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于2019年对20名护理教育专家进行了

两轮专家咨询,构建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必备的国际化

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围绕护理学国际化能力的培

养,为护理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提供借鉴,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研究目的,经研究小组讨论确定咨

询专家的遴选标准[10]:①从事护理学专业教学或管

理工作15年以上,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②
研究生导师,完整带教过至少一届护理学研究生,正
在从事护理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带教工作;③曾

以留学、博士后或访问学者身份赴海外学习交流一

年以上者;④愿意参与此项研究者。根据以上标准,
于2019年1~6月,选择20名来自北京、上海、浙
江、山东、湖北、江苏等15个省市的专家作为函询专

家,进行两轮专家咨询。使用电子邮件或现场询问

向专家征求其是否同意参与本研究,最终20名专家

全部参与。
1.2 方法

1.2.1 成立课题研究小组 首先成立课题研究小

组,其中正教授2名,副教授3名,在读护理学硕士研

究生2名。该小组成员的正教授和副教授均是护理

教领域工作15年以上的专家,具有丰富的护理教育

经验,能熟练应用德尔菲技术,并对该课题具有正确

的预测、评价和分析能力。
1.2.2 拟定专家函询问卷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

献,根据 Hunter[3]对国际能力及其内涵的定义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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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模型,经专家预测小组讨论,初步形成国际化

知识、技能、思维与意识3项一级指标,9项二级指

标,19项三级指标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问卷共包括专家基本情况

调查表、对研究内容判断依据及熟悉程度评价表、各
级指标重要性评价表(分为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

要、很不重要5个等级,分别赋值5分、4分、3分、2
分、1分)。在各指标后均设有修改意见栏和需补充

项目栏,专家可对条目进行修改、补充和删减。
1.2.3 实施专家函询 两轮专家函询分别于2019
年3月、6月进行,研究者采用电话、短信等通讯方式

与专家取得联系,详细告知研究目的、意义,获取其参

加研究意向及地址。在获得专家同意及地址后,研究

者使用信件寄送纸质版专家咨询表至专家工作单位,
函询结束由专家寄回咨询表。在第1轮专家函询结

束后,汇总专家意见,研究小组经仔细讨论后修订函

询问卷,
 

然后进行第2轮函询。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5.0统计软件对函询

结果进行分析,评价指标重要性采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协调系数用肯德尔和谐系数表示[11],专家权威系

数等于专家熟悉系数和判断系数的算术平均值,专家

积极系数可用咨询问卷的回收率表示,各级评价指标

筛选在结合专家意见的同时,满足重要性赋值均数>
3.50、满分比>20%且变异系数<0.25。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专家基本情况 20名专家均为女性,年龄41~
56(46.00±3.41)岁;工作年限15~31(19.67±
8.42)年。职称:正高14人,副高6人。学历:大学本

科1人,硕士研究生16人,博士研究生3人。
2.2 专家权威系数及积极系数 两轮专家的熟悉系

数和判断系数一致,分别为0.923、0.821,权威系数

均为0.872。两轮函询各发放咨询问卷20
 

份,回收

20份,回收率均为100.0%。
2.3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及协调系数 第1轮指标重

要性赋值为4.23~5.00(4.47±0.31)分,肯德尔和

谐系数一级指标0.471,二级指标0.313,三级指标

0.197(均 P<0.05);第2轮 指 标 重 要 性 赋 值 为

4.49~5.00(4.66±0.08)分,肯德尔和谐系数一级指

标0.546,二级指标0.417,三级指标0.314(均P<
0.05)。
2.4 专家咨询结果

2.4.1 第1轮咨询结果 第1轮咨询中,20名专家

中有11名提出15条修改建议,均采纳。新增条目4
条,分别为“1.1.2基本了解国际护士会等护理国际

组织”“1.2.3了解护理科研的国际标准”“3.1.3具有

国际合作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护理研究的思维”
“3.2.3主动参加国际交流合作项目”。

2.4.2 第2轮咨询结果 经过2轮专家咨询,共删

除1个条目,增加4个,最终形成包含3项一级指标、
9项二级指标、22项三级指标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

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第2轮咨询护理学硕士研

究生国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重要性得分

及变异系数见表1。
3 讨论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 专家选择是德尔菲法

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选择的20名函询

专家来自全国12所高校,均为具有15年以上教龄的

高级职称护理教育专家,且均有一年以上的海外留学

或访学交流经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权威

系数为0.872)。问卷的回收率100%,说明专家参与

本研究的积极性高。本研究两轮函询结果肯德尔和

谐系数为0.197~0.546,均P<0.05,说明本研究结

果的可信性和可靠性较高。
表1 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各指标的重要性得分及变异系数

项目
重要性得分

(x±s)
变异

系数

1国际化知识 4.85±0.37 0.076
 

1.1知识基础 4.65±0.59 0.127
 

1.1.1基本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地

理等知识

4.75±0.44 0.093
 

1.1.2基本了解国际护士会等护理国际组织 4.65±0.49 0.105
 

1.1.3基本了解其他国家的护理教育及科研情况 4.80±0.41 0.085
 

1.2国际学术能力 4.60±0.50 0.109
 

1.2.1了解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学者 4.55±0.51 0.112
 

1.2.2了解当前国际护理学术杂志及进展 4.50±0.61 0.136
 

1.2.3了解护理科研的国际标准 4.45±0.51 0.115
 

1.3国际化理解 4.55±0.51 0.112
 

1.3.1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护理文化差异 4.50±0.51 0.113
 

1.3.2理解护理国际化的内涵和意义 4.65±0.49 0.105
 

2国际化技能 4.90±0.31 0.063
 

2.1语言能力 4.80±0.41 0.085
 

2.1.1熟练开展外文学术论文写作 4.70±0.47 0.100
 

2.1.2熟练与外国人进行沟通交流 4.75±0.44 0.093
 

2.2信息技术使用 4.80±0.41 0.085
 

2.2.1掌握运用国外专业网站获得护理学前沿知识的

技能

4.50±0.51 0.113
 

2.2.2掌握运用国际常用数据库开展学术研究的技能 4.60±0.60 0.130
 

2.3适应能力 4.45±0.60 0.135
 

2.3.1对国际事务进行正确认识与价值判断 4.75±0.44 0.093
 

2.3.2在国际交流中具备主动适应,自信参与的能力 4.70±0.47 0.100
 

2.4研究转化能力 4.85±0.37 0.076
 

2.4.1能够利用循证方法解决护理问题并应用于护理

研究

4.55±0.51 0.112
 

2.4.2能够运用多学科知识和评判性思维进行知识的

转化与运用

4.60±0.60 0.130
 

3国际化思维与意识 4.85±0.37 0.076
 

3.1国际化思维 4.70±0.47 0.100
 

3.1.1能够站在全球视角思考护理事业发展情况 4.50±0.51 0.113
 

3.1.2能够对国内护理发展现状具有清晰的认识 4.85±0.37 0.076
 

3.1.3具有国际合作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护理研究

的思维

4.65±0.49 0.105
 

3.2国际化意识 4.55±0.60 0.132
 

3.2.1具有学习国际先进知识的习惯和意识 4.65±0.49 0.105
 

3.2.2在国际交流中,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价值

观念等

4.75±0.44 0.093
 

3.2.3主动参加国际交流合作项目 4.65±0.49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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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的意义 当前中国护理行业及护理教育已与国际

接轨,培养具有国际化知识、技能与思维的护理人才,
已成为目前我国高等护理教育新的发展机遇。目前,
我国针对护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培养的

教学工作和研究较少,较多围绕双语教学及海外访学

交流项目为主[12-13],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护理学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但是由于缺乏相关评价指标,难以

准确评估培养效果和教学质量,影响了护理学硕士研

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和提升。本研究在 Hunter[3]提
出的国际化能力三层结构价值观和态度、知识、技能

和经历的基础上,参考刘扬等[7]编制的大学生国际能

力评价量表,设立知识、技能、思维与意识3个一级指

标,归纳总结出了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的9
个二级指标维度:知识基础、国际学术能力、国际化理

解、语言能力、信息技术使用、适应能力、研究转化能

力、国际化思维、国际化意识,以及22个三级指标,该
体系围绕目前高等护理教育国际化的痛点和难点,重
点突出了学术能力与研究转化能力,为评价国际化能

力提供了较为全面与系统的依据。此外,国内葛炜

等[14]完成了国际化护理人才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的初步理论构建。与其研究相比,本国际化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更加具有针对性,进一步突出了护理学硕士

研究生的国际化思维意识、知识获取及其证据转化能

力。本研究将为拓展研究生的国际视野和促进其可

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有利于护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与能力的综合提升。
  护理学研究生作为我国未来护理行业的建设者,
培养其国际化能力至关重要。张利兵等[15]研究显示

我国护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存在专业课程开设

不足、课程设置缺乏规范等问题。因此通过该评价指

标,可针对性地从硕士研究生课程入手,围绕国际化

能力设计课程内容,增加国际最新文献学习,同时开

展以国际化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改革,采用国际教师线

上教学、英文材料讨论性学习、英文论文课程考核等

方式,逐步促进护理教育国际化。此外,可在本研究

的基础上开发护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国际化能力评估

量表,评价其国际化能力,为下一步研究生培养提供

数据支撑。
4 小结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初步探讨并构建护理学硕

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护理学硕

士研究生国际化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由

于只通过专家咨询法初步验证了该内容的科学性和

可靠性,尚未展开验证。下一步将围绕护理学硕士研

究生国际化能力的培养,通过护理硕士研究生课程改

革与问卷研制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实证研究,验证该评

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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