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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开发护理信息学跨学科课程,开展项目式学习,提高本科学生信息能力。方法
 

将48名本科学生按照是否选修护理信

息学课程分研究组和对照组各24名;研究组打造基于交叉学科的课程内容,融入在线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项目学习法实

践,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评价课程实施效果。结果
 

教学后,研究组计算机态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对研究组部分学

生访谈结果显示,课程加深了学生对护理信息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锻炼了其利用信息技术解决护理问题的能力。结论
 

基

于项目学习法护理信息学教学可提升学生的信息接受态度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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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interdisciplinary
 

nursing
 

informatics
 

course
 

and
 

apply
 

project-based
 

learning
 

to
 

enhance
 

informa-
tion

 

skills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each
 

consisting
 

of
 

24
 

student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a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structure
 

with
 

inte-
grated

 

online
 

modules,
 

enabling
 

a
 

blended
 

online-offline,
 

project-based
 

learning
 

experience.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urse's
 

effectiveness.
 

Results
 

After
 

the
 

course,
 

computer
 

attitude
 

scor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terviews
 

with
 

selected
 

students
 

from
 

the
 

intervention
 

group
 

indicated
 

that
 

the
 

course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ursing
 

informat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mproved
 

their
 

ability
 

to
 

use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to
 

solve
 

nursing
 

challenges.
 

Conclus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nursing
 

informatics
 

can
 

enhance
 

students'
 

atti-
tudes

 

towa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e
 

and
 

strengthen
 

their
 

pract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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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信息学(Nursing
 

Informatics,NI)是将护

理、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整合在一起,以管理和交流护

理实践中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一门新兴交叉学

科[1],其在提升医疗效率、优化患者护理、促进医护人

员间协作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

点领域[2]。部分高校已在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中开设

护理信息学课程,但多数课程仍以理论教学为主,难
以与临床护理实践相结合,其内容深化和外延拓展均

受 到 一 定 阻 碍[3]。项 目 学 习 法 (Project-based
 

Learning)是以学生为中心,针对真实、聚焦和复杂的

临床问题,通过问题评估、方案提出等探究过程,培养

学生实践创新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的综合性

教学方法,已经在内科护理学等课程中应用[4]。本研

究构建护理信息学教育课程,拟为深化我国护理信息

化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11-12

月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

计算遵循两样本均数比较的样本量计算公式:n=
[(Zα+Zβ)×σ/δ]

2,α取0.05,β取0.9,Zα 为1.96,

Zβ 为1.282,查阅以往研究[5]得出计算机态度自评量

表标准差σ为3.35,容许误差δ取1.65,考虑到10%
的样本失访率,最终计算得量性研究样本量为48。
纳入标准:对本课题感兴趣,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因病事假无法参与研究者。将选修护理信息学

课程的学生纳入研究组,未选修者按年级、性别匹配

纳入对照组。剔除标准:研究组中未能按时学完课程

者。研究最终纳入48名学生,两组一般资料比较见

表1。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研究组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样本量以信息达到饱和为准。共访谈

10名学生,男4名,女6名;年龄19~21(19.85±
1.13)岁。受访者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

究结果采用编号N1~N10匿名呈现。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年级(人)

大二 大三

选修其他计

算机课程(人)
对照组 24 5 19 19.75±0.99 18 6 7
研究组 24 7 17 19.96±1.27 18 6 12
χ2/t 0.444 0.635 0.000 2.178
P 0.505 0.529 1.000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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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照组按时参加选修的计算机相关课程学习和

考核,研究组方法如下。
1.2.1 组建交叉学科 师资团队由信息学、工学和

护理学等不同领域的5人组成。男3人,女2人;年
龄31~43岁;职称正高级2人,副高级2人,中级1
人;学历博士4人,硕士1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护理

学院和工学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清华大学工业工

程系和医院管理研究院,专业涵盖护理信息学、护理

信息系统、远程护理和移动护理、护理信息学交叉学

科研究、康复机器人、先进制造、智慧康养等多个领

域。研究者为课题负责人,负责组织研究和数据收

集。
1.2.2 设置课程模块 由课程负责人组织各学科专

家依据相关文献[6-14]共同设计交叉学科课程模块及

内容。课程总计18个学时,共6次课,包括护理信息

学概述(3学时)、护理信息学交叉研究实例(3学时)、
远程护理和移动护理(3学时)、护理信息系统和临床

决策支持系统(3学时),共计4个理论模块;此外,在
课程第4周与第6周分别设置文献汇报与讨论(3学

时)与小组项目式学习汇报(3学时)2次讨论课,讨论

课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
1.2.3 项目课程实践 ①英文课程资源及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4次理论课,配套课程负责人及其团队打

造的国际化双语在线课程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线下课程对国内外护理信息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

程以及交叉学科研究进行宏观讲述,重点介绍远程护

理、移动护理、护理信息系统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

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线上课程从国际化视角

根据不同角度阐述护理信息学应用与实践,使学生了

解全球护理信息学的前沿发展;课程资源及使用方法

在概述课程中给予介绍,课后由学生自学。此外,该
课程还建设了在线教学资源库,包括网站、电子书籍

和新近文献资源等,全方位提升学生护理信息学前沿

知识,为文献汇报与讨论提供文献支持。最后,由各

个授课教师构建在线课程试题库,促进学生巩固在线

知识,为线上讨论与实践课程筑牢基础。②以项目学

习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本课程围绕项目负责人及其研

究团队自行设计的“脑外伤术后患者的居家远程康复

护理”案例进行项目式学习。本案例以1例“脑外伤

后四肢活动不便2年”为主诉的患者经住院治疗后予

以居家康复的过程为背景,根据患者居家康复护理的

多元化照护需求,以2~3人为一组,对营养、用药指

导,呼吸、吞咽功能锻炼,上下肢功能评估与锻炼等

11个主题进行小组学习。课程负责人对学习项目进

行阐述,对小组项目学习过程给予现场指导。课程设

定2个阶段性目标:a.开展1次“互联网+”远程评

估。以小组为单位,根据相应主题,共同查阅资料,找
到对应评估工具进行电子化,并分别模拟互联网医院

护士与患者的身份,借助视频会议软件开展情景模

拟,由护士进行远程评估,根据结果制订个性化干预

方案。b.开展1次“互联网+”远程健康教育。拍摄

康复指导视频,明确干预时间、频次、居家自我康复注

意事项,效果评价时间、工具等,开展远程健康教育。
通过项目学习,学生可了解脑出血术后居家康复患者

的日常生活能力及身体活动情况,并从认知、运动、营
养等多维度剖析了患者在居家康复过程中的护理问

题和需求,并实施基于远程护理的指导和教育,加深

学生对护理信息学技术的理解与认识,并提高其利用

交叉学科技术解决实际护理问题的能力。
1.3 评价方法 2023年11-12月收集。①一般资

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含年龄、性别、年级、
生源地、是否学习计算机相关课程。②计算机态度自

评量表(Pretest
 

for
 

Attitudes
 

Toward
 

Computers
 

in
 

Healthcare,P.A.T.C.H.):用于本科生对保健领域

中应用计算机态度的测定和护理信息能力自测[14]。
本研究使用该量表中文版。量表包括40个条目,采
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同意=1,同意=0.5,不确

定=0,不同意=-0.5,非常不同意=-1。其中20
个条目反向赋分。总分-40.0~40.0分,得分越高,
说明护生对医疗保健领域应用计算机态度越积极。
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7[15]。通过

问卷星制订电子问卷分别发送至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微信群,并附带填写说明,同时由课程助教于每次上

课进行签到。共发放问卷48份,回收有效问卷48
份,有效回收率100%。③半结构式访谈:采用目的

抽样法对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学生上课后在

信息素养和能力方面的收获和对课程的建议。访谈

资料达到饱和时停止访谈。研究小组在查阅文献的

基础上,根据信息能力的定义[16],从态度、知识、能力

3个方面体现学生信息能力的变化情况,与2名从事

护理信息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教授讨论设计访谈提纲。
对3名符合标准的学生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进行讨

论、修订并最终确定访谈提纲。访谈提纲内容如下:
你认为在护理本科生教育中进行护理信息学及相关

课程的学习重要吗? 为什么? 你参加本次护理信息

学课程学习收获了哪些知识或技能? 参加本次护理

信息学课程学习是否有助于提高你的信息能力? 以

及利用信息技术解决护理问题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

提高护理本科生的信息素养和利用信息技术解决临

床护理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你希望该课程应如何

设置可以更加合理且实用?
 

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考核方式等等各方面。你还有其他意见或建议

吗? 选择研究对象熟悉且安静的场所(北京大学医学

部逸夫教学楼静音仓)进行访谈。访谈前,向研究对

象说明研究目的,征得同意后访谈全程录音,控制时

间20~25
 

min。研究者会向研究对象解释或澄清任

何有疑问的地方,避免对研究对象产生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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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若不服从

正态分布则以中位数(P25,P75)表示,计数资料用

频数和百分比(%)表示。两组间比较使用χ2 检

验、两独 立 样 本t检 验 或 Mann-Whitney
 

U 检 验。
检验水准α=0.05。质性研究资料由研究者在访

谈结束后的48
 

h内对录音资料和笔记进行整理,
并逐字逐句转录成文字。采用 Colaizzi七步分 析

法[17]进行资料分析,采用 Nvivo12.0进行资料管

理和辅助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计算机态度得分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计算机态度得分比较(n=48)

分,M(P25,P75)

组别 人数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24 7.50(4.00,16.25) 11.50(4.50,15.75)
研究组 24 13.00(4.50,20.50) 21.50(14.25,26.00)

Z -0.951 -3.488
P  0.342 <0.001

2.2 访谈结果

本次访谈共提炼了4个主题,即护理信息学课程

的重要性、收获护理信息学基础相关知识、利用信息

技术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课程内容及考核方式有待

优化。
2.2.1 主题1:护理信息学课程十分重要 接受访

谈的学生都认为护理信息学课程学习十分重要,主要

原因:一方面是信息对护理专业学习、实践和科研的

重要性。N1:“护理信息学这门课程让我对通过远程

医疗进行诊断、治疗、护理、管理、科研和教学有了进

一步了解和认识。”N3:“接受护理信息学教育,可以

培养我们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为未来的护理工作积累

经验,提高护理质量和工作效率,减少重复和不必要

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对个人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的

重要性。N7:“不管日后在护理领域从事什么工作,
都会与信息打交道,因此提前学习了解是有必要的。”
N9:“现如今护理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科技化越来越

深,信息的使用变成了在社会中需要掌握的技能,对
以后的工作生活有着许多益处。”
2.2.2 主题2:收获护理信息学基础相关知识 接

受访谈的学生都表示通过护理信息学课程学习收获

了许多知识和技能。①系统地了解了护理信息学的

基本知识和发展历程。N2:“我深入理解了护理信息

学的概念、发展历程以及其在医疗护理领域的应用价

值。”N6:“我了解到护理信息学是一门整合护理学、
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学习完本

课程之后,我对护理信息学有了更加广泛的认识。”②
深入了解并体验了信息技术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N2:“学习了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电子病历系

统、移动护理系统等,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N9:“掌握了远程护理的运作模式、技术实现以及在

互联网医院中的应用,包括远程监控、在线咨询、健康

教育等。”③加深对护理信息学交叉学科研究的了解。
N3:“我了解到了未来护理信息学的发展方向,护理

信息学将会往技术创新、数据共享、人机交互、人才培

养、质量管理智能化、多学科融合、个性化护理、技术

规范和标准化和创新技术发展等多个趋势发展。”
N4:“掌握了检索及科学报告各类护理信息学相关资

源的方法。”
2.2.3 主题3:提高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践问题的

能力 学生表示通过课程的项目式学习提高了自己

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N5:“通过实际

操作和案例分析,增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N8:
“我们在寻找认知功能康复训练的过程中,先查阅文

献找到了现有的方法,然后考虑患者居家的可行性和

经济成本等多方面的问题,然后通过软件商店查找现

有的工具并进行使用和评估,最后选择我们的康复方

案,并查找 VR眼镜和价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

只是通过文献来简单查看,而是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个

康复计划,真正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
2.2.4 主题4:课程内容及考核方式有待优化 部

分学生对课程的内容和考核方式提出思考和建议。
针对内容的建议主要是希望可以增加去临床见习的

机会,让学生可以感受目前临床信息系统的工作状

态。N1:“可以设置比较多的实践操作环节,能有更

多的机会去真实体验,或许可以去医院见识一下医院

的信息化管理操作。”针对考核方式的建议主要是希

望项目式学习的考核过程能更加贴近临床实际、提高

护理效率、优化流程和细节。N4:“建议提高护理过

程的效率,在我们的案例中,对1例患者进行远程干

预治疗这个项目上就需要做许多的工作,包括PPT、
海报、视频等,但是临床上患者很多,不可能单独对1
例患者做这么多的工作。”N6:“因为病例有些复杂,
导致各小组之间的康复有部分重合的,是否可以几个

小组使用同一个病例,可以提供不同的方案,这样即

可提高效率,也能集思广益。”

3 讨论

3.1 系统的护理信息学课程建设十分必要 在信息

技术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护理专业学

生培养有必要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来提高其信息素

养和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本研究中

学生全部完成护理信息学课程学习,且课后反馈良

好,表明学生对护理信息学相关知识和实践学习有较

高需求。但学生对护理信息学的认知不足,整体培养

体系缺乏系统的护理信息学课程学习[18],只有19名

(39.6%)学生有过一些计算机入门知识学习。研究

表明,实习护生的护理信息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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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9]。因此,系统的护理信息学课

程建设十分必要。
3.2 护理信息学教学可促进学生的计算机学习态度

和综合能力提升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学后研究组计

算机态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通

过护理信息学课程学习,减少了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未

知感,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促进其对信息技术

和计算机态度的转变。访谈结果表明,通过学习,学
生可以系统地掌握护理信息学的基本概念、知识和发

展历程,并将跨学科知识技能应用于护理实践中;学
习过程中,鼓励学生开阔思维,独立自主地探索交叉

学科知识,潜移默化地提高信息素养。
3.3 护理信息学课程有待进一步优化 该课程还有

一些不足之处,案例设计要更加贴近临床实际,要提

高护理效率,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流程,还要注意细节

的合理设置;教学内容要更加贴近临床和应用,设置

一些去医院的见习参观,让学生直观地感受目前临床

护理信息技术的应用现状。未来课程将充分考虑学

生的建议,优化课程内容和考核方式,构建更加完善

的护理信息学课程。

4 结论
护理信息化课程的设立与实施转变了学生对计

算机学习的态度,使其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护理信息

学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提升利用护理信息学跨学科技

术解决护理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未来应不断优化

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护理工作新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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