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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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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研能力对护理本科生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对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护理本科

生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进行综述，为相关院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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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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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Starting from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
uat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strategy

护理本科教育是我国护理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核心层次，旨在培养具有独立从事临床实践工作、

有创新思维、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高级护

理人才［1-2］。在贯彻科教协同和产教融合的大背

景下，国内众多高等医学院校已将培养学生科研

创新能力作为护理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之一［3-4］。

2018 年 10 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提出“推动

学生早进课题…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

2019 年 9 月，《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又重申以上

内容。可见，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已迫在

眉睫。然而多项研究表明，我国护理本科生的科

研能力不尽如人意［5-7］。因此，本文将综述护理本

科生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培

养策略，为护理教育工作者及相关管理部门制定

教育教学文件或计划提供一定的指导价值。

1 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现代护理发展与人们对高质量护理服务的

需求，用人单位对护理本科毕业生的要求也随之越

来越高，更加注重对其科研能力的需求［8］。为促进

护理科研的发展，部分医院不仅要求护理人员提高

科研意识，且在招聘环节对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有研究表明，在应聘过程中，近

九成应聘者被问及科研能力情况；近七成应聘者被

要求提升科研能力；科研能力较强的应聘者更容易

进入三甲医院工作［9］。目前，从事护理科研工作的

大多为护理学专业研究生或护理教育工作者，但护

理本科生作为日后临床护理工作的主力军，其科研

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未来护理事业的发展。因此，

培养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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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 

2. 1　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个体具备发现问题、收集

信息、分析数据、正确推理、发现普遍规律的能

力［10］。有研究［11］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

力与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正相关的关系，护理本

科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越强，科研能力则越强，其

中批判性思维中的认知成熟度维度对科研能力有

显著的影响，认知成熟度的增加有助于科研能力

的提升。此外，因文化背景、教育方式方法等因

素，传统教育模式更偏重于权威性，对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不够重视，导致批判性思维知识内容涉及

较少，能力培养不足［1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2. 2　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是影响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重

要方面。彭玉娇等［12］研究显示学生所在的年级、

所学的课程等会影响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刘巧

艳等［13］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护理本科生科研能

力的因素主要有学生所在的年级、接受科研培训

的次数、查阅文献的数量、对自身科研能力的认知

程度、接受科研知识的频率、对科研感兴趣的程

度，且与科研能力的强弱呈正相关，分析原因可能

在于以上因素能够加深护理本科生对知识的理解

及对科研信息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其科研

能力的提升是有利的。

2. 3　培养模式　

随着护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护理本科教育

也逐步加大了护理科研相关课程的比重，大部分高

等学校为提高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开设了相关课

程如护理研究、医学统计学、文献检索、科研设计与

方法等，但部分高校教育教学规划不够完善系统，教

师教学设计不成体系，导致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

统性较差，内容存在部分重复现象，学生进行科研实

践不足成为我国目前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模式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此不仅导致学生学习中

理论与实践容易脱节，学生所学不能及时在实践中

得到检验，而且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学习特点，导致培养过程的系统性、整体性、连贯性

不强，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形成不利影响。

2. 4　护生科研意识　

护理科研是促进护理学科发展与提高临床护理

质量的重要基石。王冰飞等［6］研究显示护理本科生

开展科研研究的勇气和意识缺乏或不足，部分学生

认为科研比较乏味且压力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学生没有充分意识到护理科研能力对提高自身素养、

自我价值及推动护理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有研究

指出我国护理教育较为重视理论学习和临床操作实

践，使得本科生潜意识注重理论与技能学习、易忽略

科研意识的强化及科研能力的提升，加之实践技能

操作学时占比高且专业理论知识内容繁多，学生需

用较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与训练等，用于提升自身科

研能力的时间较少，精力不足，造成护理本科生科研

意识不强，参与科研的积极性较低，表现出较强的畏

难情绪与退缩行为［14］。

2. 5　教师科研能力　

高校兼具教学与科研功能于一身，这不仅要求

高校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能力，同时对科研能力也

提出了要求。但部分教师认知观念存在误区，重教

学轻科研，参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不足，甚至有部分

教师认为科研与自己无关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15］。

另外，对于传统高校的教育而言，师资力量主要集中

于基础课与专业课地教学工作中，相关的师资培养

也集中在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改革方面，忽略了教

师科研能力的培养与培训。以上均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教师科研能力不足，导致教师在教学中传输或启

发学生的科研知识较少，影响了学生的科研能力。

3 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策略探析 

3. 1　优化课程结构　

目前部分高校护理学专业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

课程结构重心偏移，对科研能力培养不足，相关科研

与创新等课程设置较少或学时不足。因此应科学合

理地安排课程结构，注重护理科研课程的设置与规

划，同时不断探索与优化课程中的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比例。王冰飞等［6］指出学校教育应重点从优化

课程结构、特别注重学生护理科研和循证实践能力

相关课程的学习，以提高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和

综合素质。

3. 2　调整带教模式　

导师制科研带教模式能够解决学生缺乏对科研

知识系统的学习和科研经验不足导致科研选题困难

等问题，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研兴趣，引领学生

从科研理论知识的学习到投身科研实践，从根本上

提高学生科研能力。有研究［16］指出相较于传统的导

师制分层管理模式，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

带教模式以“团队学习”为学习主题，以“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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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基础，以“科研者、学习者”为学习中心，有助

于提升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戴美芬等［17］调查显

示学生学习科研相关的理论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但

导师带教中注重学生的科研实践学习对学生科研知

识的理解是有利的，能够使学生将所学科研知识与

实践结合以真正具备科研能力。

3. 3　注重批判性思维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对其科研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肖惠敏等［18］研究提出在高等护理教育教学中应注重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可通过开设专门的思维训

练课程或将有助于提升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融入教学

过程中，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不断浸染批判性思维

的学习环境，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提高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其科研能力的提高。

3. 4　提升科研意识　

随着护理事业发展和人们对健康需求的进一步

增加，培养护理本科生树立较强的科研意识、形成浓

厚的科研兴趣是必要的。高校应引导学生意识到作

为护理本科生只掌握护理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

够的，尤其在当前信息化、智慧化等背景下，知识更

新迭代迅速，具备一定的科研意识与能力对于自身

进步及推动护理学科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学生

应改变认知，提升科研意识，从个人出发寻找自身感

兴趣或者学习生活中的难点所在等，逐步激发对科

研的兴趣，同时积极主动参与科研训练，充分发挥大

学生社团作用［19］，鼓励进行科技宣传与科研活动，在

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及查阅能力，从根本上

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

3. 5　加强师资建设　

师资水平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十分关键的，

因此高校须注重师资建设，提升教师水平［20］。作为

护理学专业教师，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是远远不够

的，一定的文献检索能力、统计学分析能力、论文写

作能力等科研技能也是必需的，同时为进一步拓宽

视野学习前沿，还应加强学术交流、参与科研培训等

以提高自身科研能力与水平。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

既有利于所教授内容不断推陈出新，还有利于启发

学生不断思考，达到教学相长。另外教师在科研工

作中应积极带动学生参与其中，引导学生通过不断

学习与实践，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从而促进其科研能

力的提升。

4 小结 

随着现代护理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高素质

医务人员的要求，培养护理本科生的科研意识与能

力显得越来越重要。护理本科生作为护理事业的主

力军，对于推动护理学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目前大部分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不强亟待提

高，主要与批判性思维、非智力因素、带教模式、教师

科研能力水平等因素有关，应重点从优化课程结构、

调整带教模式、培养；批判性思维、提升科研意识、加

强师资建设等方面提升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培

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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