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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护理专业本科“循证护理”课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队

伍建设、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设、资源建设、教学方法与手段、考试改

革六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实践，建立“循证护理”课程质量标准，改革课堂教学方法，

完善教学设计，制定课程考核内容及方式，从而激发护理本科生积极探索实证的精神，

形成循证护理思想，具备初级循证护理能力，为高级循证护理教学的开展提供科学依

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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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for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tudy and practice 
from six aspects: teaching team construction, teaching content reform, teaching program 
and materials construc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reform, and 
examination reform, therefore, the curriculum quality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 the teaching 
methods were reformed,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was improved, and the course contents 
and evaluation were formulated, which inspired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spirit of empirical evidence, form evidence-based nursing thoughts and primary 
competence,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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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指寻求当前最佳证据，结合临床经

验及患者意愿做出科学的护理决策，并在具体临床

情景中付诸实施，从而获得最佳照护结果 [1]。开展

循证护理是提高护理质量的重要手段，对培养护理

专业学生（简称“护生”）的循证护理能力和促进

护理学科良性发展尤为重要 [2-4]。然而，护生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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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知识主要通过传统课堂教学，对知识的认识

较为被动与局限，从而影响了循证知识获取的科

学性和系统性 [5-6]。目前，我国循证护理教学方法

在课程中应用的研究大幅增加，但对循证护理学

课程的教学研究仍较少，且大部分高校主要针对

研究生开展循证护理教学，针对本科生较少 [7-8]。

广西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结合人才培养经验，对

护理专业本科“循证护理”课程建设进行探索与

实践，以期为建设有鲜明中医药特色的护理本科

“循证护理”课程体系提出相应建议，并为高级

循证护理教学的开展提供一定参考。

1  课程建设背景

循证实践作为一种理念和工作方式，能够改

善患者结局，提高护理质量和安全性，被列为 21

世纪临床护士所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 [9]。随着循

证理念在全球卫生保健领域的影响不断深入和扩

展，循证护理理念也逐渐在护理领域渗透 [10]。护

生是护理人才的储备力量，培养护生将循证知识、

循证证据应用于实际工作的能力已越来越被重视。

有研究指出，护理本科生循证实践知识、行为均

处于中等或偏下水平，目前很多高校在教学模式、

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5, 11-12]。美国护

理学会和欧洲护士协会联合会将循证护理作为优

质护理的重要内容，将循证护理能力确立为专业

标准 [12]。国内一项专家咨询研究显示，大多数专

家认为“循证护理”课程应被列为本科护理教育

的选修课程 [13]。探索并实践护理本科“循证护理”

课程建设体系是适应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对护

理人才需求的要求，也是提高广大在校护生循证

护理知识的重要途径。

2  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

目前，“循证护理”是广西中医药大学护理

学专业三年制研究生的必修课及专业基础课程。

2019 年，广西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首次在护理学

专业四年制本科开展“循证护理”选修课，旨在

让学生掌握循证护理理论和方法，以应用最新、

最佳的研究证据开展临床护理实践。本课程首次

在本科生中开设，缺乏既有的课程方案，且无专

门针对护理专业本科生的循证护理“十三五规划”

教材，因此，本校使用的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的《循证医学》规划教材。由于循证护理知识较

为抽象复杂，学生又尚未进入临床实践阶段，缺

乏临床护理相关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其批判性

思维和综合分析问题能力较为欠缺。

3  循证护理实践过程

3.1  课程建设方案
课程以护理专业本科大三学生为授课对象，

探索本科循证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全面贯彻我国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引导护生建立循证护理理念，

激发其探索实证的精神，初步具备应用循证护理

知识和方法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课程总体目标

是基于广西中医药大学护理专业本科“循证护理”

课程建设的实践，结合本科护理人才培养经验，

对课程建设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综合剖析，

根据当前护理职业需求和专业要求、护理临床科

学研究特点制定课程建设方案，对教学内容进行

整体优化，创建符合中医药院校特色的课程建设

方案和教学方法，完成课程教学质量标准、形成

评价方案、教学设计。

3.2  课程建设内容与路径
3.2.1  教学队伍建设

课程教学团队由护理教学经验丰富的护理专

业骨干教师及有临床循证经验的带教老师组成，

团队成员均参加了循证护理相关学习，初步掌

握较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育资源。教学团队负

责人参加了北京大学护理学院“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Training Program”培训班进修学

习并获得 Joanna Brigge Institute 颁发的结业证书；

教学团队多次参加由复旦大学护理学院及北京大

学护理学院举办的相关培训班；广西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于 2021 年加入由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 JBI 循证护理合作中心发起的循证护理实

践联盟，获得循证护理实践联盟单位授牌。

3.2.2  教学内容改革
通过全面分析学生的需求和知识、能力结构

特点，结合常见护理热点、难点，选择与护理临

床密切相关的章节知识点作为授课的主要内容，

最大限度将循证护理理念和方法融入护理实践

中。教学团队基于护理领域和相关护士职业资格

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根据护理专业

服务的职业领域，参照临床护理专业要求，设计

适应护理临床实践的模块化课程，开展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为突出“循证护理”课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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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实践性，充分利用临床的循证护理实例，通

过系列循证护理实操项目的训练，实现对护理本

科生循证思维的初步建立和基础临床循证护理能

力的培养。

3.2.3  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设
课程团队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编写了符合中

医药院校实际和特色的课程建设标准。教学目标

包括：①素养目标：提高学生的科研素养，培养

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探索钻研的精神，结

合临床护理工作实际，树立以研究指导实践、以

研究带动实践的观念；唤起学生开展最新临床护

理实践的学习动机，使学生转变观念，运用批判

性思维对临床护理工作现存的实践模式寻求实

证，在护理实践中不断提升护理质量。②知识目

标：理解循证护理的基本原则和步骤、获取证据

的方法和对证据进行严谨评价的方法，检索循证

医学常用数据库，初步识别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

解读临床实践指南的步骤与制定方法，运用护理

循证证据分析临床实践管理方法和步骤。③能力

目标：使学生对开展“以实证为基础的护理”具

备初步概念，能对公开报道的护理研究结果进行

组织、整理、评价、整合、分类、遴选及有效利用，

形成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解决临床实践问题的意

识，建立起以循证证据指导实践的观念，将循证

护理理念及方法融入、应用到护理临床实践和护

理研究中。

课程共计3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24学时（部

分理论课为课下自学，锻炼学生对循证证据分析、

筛选的能力）、实践教学 6 学时、考评 2 学时。

课程共分为 8 个专题，专题一为循证护理学的概

述（理论教学）：描述循证护理的基本概念、基

本要素和步骤，比较循证护理实践的相关模式，

让学生理解循证护理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从患

者角度考虑问题的临床思维，用“以患者为本”

的思想指导临床实践；专题二为循证护理证据分

级体系（理论教学）：界定循证证据和证据体的

概念、证据分类及分级体系，阐述常用临床研究

方案的概念及设计原理，使学生在护理临床工作

中具有严谨的学习态度，识别证据分级，养成运

用证据的习惯；专题三为循证临床实践（理论教

学）：界定循证临床实践的概念，阐述循证临床

实践的方法与步骤，强调构建临床实践循证问题

的注意事项，使学生在面对证据评价时能够结合

循证护理问题的构成要素，将在护理实践中所遇

到的问题转化为循证护理问题；专题四为护理临

床研究证据的检索（理论教学）：列举医学文献

数据库的特点及其使用方法，阐述基于临床问题

的证据检索要点，培养学生科学整理文献的兴趣，

使其能够制定符合护理学科特点的检索策略、按

照循证医学证据检索方法和步骤准确地进行证据

检索；专题五为护理临床研究证据的严格评价（理

论教学）：阐述文献质量评价的基本要素，陈述

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的评价方法及其他常见研究证

据评价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循证科研思维，养

成运用证据的习惯，根据循证证据评价的基本原

则进行护理实例分析；专题六为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陈述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的基本概念、步骤方法以及在护理临床

实践中的应用，使学生能对 Meta 分析的统计分析

过程及结果进行初步解释，通过 Meta 分析实操

训练培养其钻研精神和严谨作风；专题七为护理

临床实践指南（理论教学）：阐述临床实践指南

的概念，列举临床实践指南的内容，陈述指南的

制定步骤和方法，通过实例分析认识在临床实践

指南制定过程中，如何对证据进行严格评价及如

何制定以证据为基础的推荐意见级别，能运用指

南的构建方法学对临床实践指南进行评价，锻炼

循证科学性和严谨性的科研意识；专题八为临床

护理循证实践案例分析（实践教学）：列举临床

护理循证案例的特点，陈述临床护理循证案例应

用的方法，在应用和分析临床护理循证案例的过

程中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能运用循证护理学应

用的模式与方法分析临床护理实践案例。针对使

用教材的章节设置与护理学科契合度不够高的问

题，课程团队调整了部分教材的内容：①在介绍

循证医学 / 护理学的概述后，重点强调如何构建

循证问题，即在提出临床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学

生如何将临床问题转化成可检索的 PICO 格式的

研究问题；②在循证问题检索部分，教材强调的

是检索与收集需求的证据以及证据的评价、分级，

缺乏统计学方法相关内容，因此这部分教学给学

生增加了上机实操演练；③循证性临床护理实践

指南（制定、评价、应用）结合大量丰富的临床

案例分析，增加“临床问题如何向循证问题转化，

怎样转化”的内容，重点强化未来临床工作中要

学会检索指南及应用指南来服务临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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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课程资源建设
教学团队通过集体备课明确各专题的教学目

标，立足教育需求和目标确定教学内容，根据教

学质量标准，编选专题讲义及配套材料。基于教

学设计，采用智慧树、慕课、对分易等现代教育

信息渠道为学生提供教学视频、多媒体课件、案

例资源库等学习资源，便于学生自主学习。系统

讲授理论知识体系，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评

估教学目标完成度，进而发布新的教学任务，持

续更新教学视频和多媒体资料，满足学生自主化

和个性化学习需求。

3.2.5  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教学注重理论和实操考核，以提高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教学全方位

采用基于大卫·库伯体验式学习模型的 BOPPPS

六步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任务驱动式教学方

法、案例分析教学法、自学辅导式教学法，以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其循证实践

技能，同时结合学校开展的各项大学生创新创业

活动、课外科技竞赛等组织模拟实操训练，提高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和科研能力。

3.2.6  课程考评与考试改革
本课程建设思考的是对本科生创新思维有区

分度的考评方式，立足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使

课程结构紧绕护理专业要求和职业需求，增加能

充分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形成性

评价体系。本课程评价由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组成，着重考察对学生基础循证护理能力的培

养。形成性评价占 50%，主要对教学任务布置、

课后作业、课后科研活动考核、课堂考勤进行综

合评价，终结性评价占 50%，主要评价学生论文

完成及分组主题汇报的情况。通过形成性评价考

核学生对循证护理实践知识，包括证据生成、证

据综合、证据传播、证据应用是否具有初步认识，

能否识别系统综述与 Meta 分析，对临床实践指南

的制定是否具备基本的思路；通过对论文及汇报

的终结性评价，考察学生对循证护理基础知识的

掌握程度。

4  课程建设实践效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以实证为基础的

护理”具备了初步概念，形成了运用科学的思维方

法解决临床实践问题的意识。2019—2020 学年上

学期，护理学院首次在护理学专业四年制本科开展

“循证护理”选修课，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每

学期参与选课者达 200 余人，在学生评教活动中获

得好评，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评高达 97.5 分。根

据临床带教老师的教学反馈，学生进入临床后，选

修了循证课程的护生能够识别出可以转化为循证护

理问题的临床问题，对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能够唤起寻求实证的科研意识，已建立起基本的循

证护理理念，教学效果初显。

5  结语

通过“循证护理”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我校探索了本科循证护理人才培养模式，设定课

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建设内容与路径，为护理

本科生树立了循证护理的思维理念，使其初步具

备了应用循证护理知识和方法解决护理临床实践

问题的基本能力，为中医药院校培养临床护理人

员的循证知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课程建

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引进的现代教育技

术不够，尚未实现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方

法的有机结合，下一步应着力建设并优化教学资

源库；此外，由于循证护理知识较为抽象复杂，

而目前使用的教材并不完全配套适用，因此，编

写适合护理专业本科生的循证护理教材是课程建

设今后需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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