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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临床思维能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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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护理本科生临床思维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订针对性的本科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提供参

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5 年 1-3 月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临床思维能力量表，对潍坊市某所综

合类院校 391 名护理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护理本科生临床思维能力总分为(92.97±17.08)分，条目均分为(3.

87±0.71)分，其中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为(3.93±0.73)分，系统性思维能力得分为(3.90±0.73)分，循证性思

维能力得分为(3.77±0.76)分。性格、年级、在校学生成绩、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护理专业态度、毕业后从事

护理工作意愿、对老师教学综合能力的满意程度、阅读医学文献的频次、需要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的程度是护理本

科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护理本科生临床思维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循证思维能力水平

较低，其影响因素较多。因此，护理本科教育应注重加强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本科生临

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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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下，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和提升护理人才质量成为国家战略。《全国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求创

新服务模式和加强学科建设。临床思维能力是护理人员

核心素养，关系到患者安全和护理质量。但国内护理学

生临床思维能力普遍不足，传统教学忽视实践和思维训

练，导致知识转化能力弱。本研究旨在分析现状和影响

因素，为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和优化教学体系提供依据，

助力高质量人才培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法，自 2025 年 1月～3月对山

东省潍坊市某所综合类高校的不同年级本科护理学专

业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护理本科专业在

读学生，包括专升本本科生；②有良好的认知行为能力；

③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学、休学或转

专业者；②有精神疾病、心理疾患者。样本量的计算方

法采用 M.kendall
[6]
倡导的多因素分析中样本量估算方

法计算样本量，即观测数至少是变量数目的 5～10倍，

计算公式为：N=[Max(维度数)×（10～15）]×[1+（10%～

15%）]。根据此公式，算得本研究样本量为 285 人，本

研究实际样本量为 391 人。

1.2 方法

1.2.1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本人经专家咨询、文

献及书籍阅读编制而成，包括性别、性格、年级等 16

条一般资料 ② 临床思维能力量表：该量表是由宋俊岩
[7]
编制并检验的合格量表。其包含 3个维度：批判性思

维能力维度 (项目 1~6) 、系统性思维能力维度(项目 7

~17) 和循证性思维能力维度 (项目 18~24)，共 24项。

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从非常差~非常好为 1~5 分。

总分为 24~120 分，换算为百分制，80～100 表示临床思

维能力非常好、60～80 分表示较好、40～60 分表示一

般、20～40 分表示较差、0 ~ 20 分表示非常差。该量

表的信度为 0.91。

1.2.2资料收集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星调查法，调查前调查员要向调

查对象解释此研究的主要目的及意义，并承诺此次调查

仅用于个人研究并对其调查内容绝对保密，以获得调查

对象的理解信任，确保其知情同意。共发放问卷 400 份，

剔除无效问卷 9份，最终剩余的有效问卷 391 份，有效

回收率为 97.7%。

1.2.3统计学方法

对所有问卷数据进行核查并录入 Excel 中，采用 S

PSS26.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均数、标准差等描述护理本

科生临床思维能力现状。采用 t检验、ANOVA 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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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临床思维能力在一般资料上的差异。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本科护生 391 名，纳入的 391 名研究

对象中男生较少为 81名（20.7%），女性 310名（79.3%）；

性格内向的研究对象为108 名（27.6%），中性的有 22

6 名（57.8%），其余 57名为外向；户籍所在地为城镇

的有 96名（24.6%），农村占多数，为 295 名。其他特

征详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n=391，%）

项目 组别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81 20.7

女 310 79.3

性格

内向 108 27.6

中性 226 57.8

外向 57 14.6

户籍所在地
城镇 96 24.6

农村 295 75.4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56 14.3

否 335 85.7

年级

大一 89 22.8

大二 14 3.6

大三 6 1.5

大四 6 1.5

专升本一年级 227 58.1

专升本二年级 49 12.5

在校学生成绩

优秀 68 17.4

良好 194 49.6

一般 123 31.5

不理想 6 1.5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是 183 46.8

否 208 53.2

父母或直系亲属是否从

事临床相关专业

是 49 12.5

否 342 87.5

对护理专业的态度

喜欢 139 35.5

一般 228 58.3

不喜欢 24 6.1

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的
意愿

愿意 176 45.0

一般 188 48.1

不愿意 27 6.9

未来是否有继续深造的
打算

是 215 55.0

否 176 45.0

是否拥有临床实习经历
是 289 73.9

否 102 26.1

对老师教学综合能力的
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188 48.1

满意 157 40.2

一般 43 11.0

不满意 2 0.5

非常不满意 1 0.3

近一个月读医学文献的
频次

1周≤2 篇 317 81.1

1周 3-4篇 67 17.1

≥5篇 7 1.8

需要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的程度

非常需要 256 65.5

比较需要 80 20.5

需要 47 12.0

不需要 0 0

不知道 8 2.0

每天学习时间

≤2小时 89 22.8

3-4 小时 150 38.4

5-6 小时 108 27.6

7 小时及以上 44 11.3

2.2 研究对象临床思维能力现状分析

本研究中，护理本科生临床思维能力总分为(92.97

±17.08)分，条目均分为(3.87±0.71)分，根据该量表

的得分范围划分依据可知，本研究对象的临床思维能力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批判性思维能力、系统性思维能力

与循证性思维能力的条目均分分别为(3.93±0.73)分、

(3.90±0.73)分、(3.77±0.76)分，详见表2。

表 2 研究对象临床思维能力得分情况（n=391， sx  ）

项目（条目数） 得分范围 总分均值 条目均值 降序排列

临床思维能力(24) 24~120 92.97±17.08 3.87±0.71

批判性思维能力(6) 6~30 23.59±4.39 3.93±0.73 1

系统性思维能力(11) 11~55 42.93±8.05 3.90±0.73 2

循证性思维能力(7) 7~35 26.45±5.37 3.77±0.76 3

2.3 研究对象临床思维能力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上

的差异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临床思维

能力总分在性格、年级、在校学生成绩、是否担任学生

干部、对护理专业态度、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意愿、对

老师教学综合能力的满意程度、阅读医学文献的频次、

需要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的程度上有统计学差异（P＜0.0

5）。主要表现为性格外向、毕业年级、学习成绩好、

担任学生干部、喜欢并今后打算从事护理专业、对老师

综合能力评价高、阅读医学文献频次高、认为培养临床

思维能力重要的研究对象临床思维能力得分较高。详见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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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研究对象临床思维能力得分在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n=391， sx  ）

项目 分类 临床思维能力总分 t/F P

性别
男 95.44±20.42 1.278 0.204

女 92.32±16.06

性格

内向 90.95±18.86 3.455 0.030

中性 92.62±16.12

外向 98.14±16.45

户籍所在地
城镇 92.07±18.56 -0.557 0.578

农村 93.26±16.58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96.05±20.66 1.464 0.144

否 92.45±16.38

年级

大一 81.17±10.98 2.868 0.015

大二 89.79±18.34

大三 94.86±15.28

大四 107.33±14.39

专升本一年级 91.32±16.89

专升本二年级 96.45±17.81

在校学生成绩

优秀 99.62±18.71 10.764 0.000

良好 94.68±16.07

一般 87.28±15.77

不理想 78.83±16.20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是 95.56±17.24 2.839 0.005

否 90.68±16.63

父母或直系亲属是否从事
临床相关专业

是 93.76±17.61 0.336 0.738

否 92.85±17.02

对护理专业的态度

喜欢 99.90±17.26 20.641 0.000

一般 89.63±15.70

不喜欢 84.50±15.72

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的意
愿

愿意 97.97±17.65 14.802 0.000

一般 89.08±15.56

不愿意 87.44±14.98

未来是否有继续深造的打

算

是 93.46±17.07 0.625 0.532

否 92.37±17.11

是否拥有临床实习经历
是 93.30±17.15 0.644 0.520

否 92.03±16.91

对老师教学综合能力的满

意程度

非常满意 99.95±16.67 18.794 0.000

满意 87.56±14.66

一般 83.12±15.11

不满意 83.50±3.53

非常不满意 72.00±0.00

近一个月读医学文献的频
次

1周≤2 篇 91.92±17.33 3.308 0.038

1 周 3-4篇 94.57±19.99

≥5篇 97.76±14.82

需要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的

程度

非常需要 97.22±16.88 18.109 0.000

比较需要 86.24±13.91

需要 83.77±15.50

不知道 78.1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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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习时间

≤2 小时 93.37±19.55 1.681 0.171

3-4 小时 91.16±16.78

5-6 小时 93.25±15.12

7小时及以上 97.61±16.80

3 讨论

3.1 研究对象临床思维能力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391 名护理本科生总得分为(92.

97±17.08)分，说明本调查大部分研究对象的临床思维

能力处于较好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本研究结果与

宋清洁等
[8]
研究一致，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中处于实习

期且专升本的学生较多，在校理论基础较为扎实，又经

历过实习，扩展了临床思路，培养了一定的临床思维能

力。

在临床思维能力 3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的维度为批

判性思维能力，为(3.93±0.73)分；得分最低的为循证

性思维能力，为(3.77±0.76)分，与国内王志敏
[9]
研究

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现代护理教育普遍重视案例教学

法（CBL）和问题导向学习（PBL），这类教学模式通过

模拟临床情境，要求学生主动分析、质疑和推理，直接

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并且在护理实践中，经验丰富的

临床教师对培养本科生进行教学查房等综合训练，也提

高了批判性思维能力
[10]
。然而，护理本科生循证性思维

能力得分较低的原因可能是：传统教学以知识灌输为主，

较少设计“提出临床问题—检索证据—评价证据—应用

证据”的完整流程训练，学生更依赖教科书而非最新研

究证据，且统计学、文献检索等基础工具类课程与护理

实践脱节，学生难以将理论转化为循证能力
[11]
。循证性

思维能力得分低反映的不仅是单一教学环节的缺失，更

是护理教育从“经验传承”向“科学决策”转型过程中

的系统性挑战。因此，未来需构建“教育-实践-科研”

协同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注重培养学生循证思维能力。

3.2 研究对象临床思维能力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性格外向、大四及专升本二年级学生、

成绩优秀、担任学生干部、对护理专业有积极态度、对

教师评价高、经常阅读医学文献、重视临床思维能力的

护理本科生，其临床思维能力得分较高。高年级学生临

床思维能力高于低年级，可能与护理教育方案设计有关。

低年级学生主要学习基础理论，而高年级学生通过临床

实践整合知识，强化核心素养。性格外向、学业优秀、

学生干部经历、对临床思维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教师

的高评价，均有助于提升临床思维能力。频繁阅读文献

能增强科研和分析能力，而对护理专业的积极态度和对

教师的满意评价也与临床思维能力的提高正相关。

4 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健康中国背景下护理本科生临床思

维能力的培养，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分析护理本科生临床

思维能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性

格、年级、在校学生成绩、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护理

专业态度、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意愿、对老师教学综合

能力的满意程度、阅读医学文献的频次、对培养临床思

维认知清晰这些因素是护理本科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影

响因素。提示护理院校应建立临床思维培育生态圈，整

合床边教学、虚拟仿真及社区实践场景，加强与医院的

紧密合作，为智慧护理时代输送临床思维能力较强的复

合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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