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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阅读专业信息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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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和提高护理本科学生的专业信息素质$ 方法 采用问卷的方式对 +89 名接触专业课后的护理本科生

就阅读专业信息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其中 !""" 级 78 人!!""+ 级 98 人$ 结果 护理本科生阅读专业信息情况!即文献阅

读量较少!!""" 级学生阅读文献的情况优于 !""+ 级!其中阅读专业专著与网上阅读两项有显著性差异$制约护理本科学生阅读专

业信息的因素主要有%文献种类多!不易选择&阅读文献不能提高成绩&学习负担重$ 结论 护理本科生专业信息素质有待进一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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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78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9<==7=’!""#("!<"">7<"!

#$ %$&’()%*+)%,$ ,- .’+/%$* 0.,-’((%,$+1 %$-,.2+)%,$ ,- $3.(%$* 3$/’.*.+/3+)’
:?@ A1-/B4)C DEF A1-/

!"#$%&’( )*+,,- . /#01& /,%2&30- ,4 )&*+#0’ 5’&67$%&38. 9+7’(:# ;<==><. 9+&’0?
#4().+5)6 748’5)%&’ G1 3H(I* )-I 4JK’1L% HM% K’1.%3341-)2 4-.1’J)H41- 24H%’)N* 1. -(’34-/ (-I%’/’)I()H%6 9’):,/ +89 -(’34-/
(-I%’/’)I()H% OM1 M)I N1-H)NH%I J)P1’ N1(’3% O%’% 3(’L%*%I &* Q(%3H41--)4’%C 78 (-I%’/’)I()H% .’1J :’)I% !""" )-I 98 .’1J
:’)I% !""+6 ;’(31) R’1.%3341-)2 4-.1’J)H41- )NQ(4’%J%-H )&424H* S-)J%2*C 24H%’)H(’% ’%L4%OT 1. -(’34-/ (-I%’/’)I()H% O)3 4-3(..4N4%-H6
GM% 3H)H(3 1. K’1.%3341-)2 4-.1’J)H41- 24H%’)N* 1. (-I%’/’)I()H%3 !""" O)3 &%HH%’ HM)- HM)H 1. !""+6 GM%’% O)3 34/-4.4N)-H I4..%’N%-H
&%HO%%- HM%J 4- HM% 4H%J3 1. J1-1/’)KM )-I 1-24-% ’%)I4-/6 GM% )..%NH4-/ .)NH1’3 4-N2(I%I J(2H4<N)H%/1’* 1. 24H%’)H(’%C I4..4N(2H H1
NM113%C -1H M%2K4-/ H1 4-N’%)3% 3N1’%3 )-I M%)L* &(’I%- 1. 3H(I*6 <,$513(%,$ R’1.%3341-)2 4-.1’J)H41- 24H%’)N* 1. (-I%’/’)I()H%3 4-
(-4L%’34H* -%%I H1 &% 4JK’1L%I .(’HM%’6
=’> ?,./(6 -(’34-/ (-I%’/’)I()H%U K’1.%3341-)2 4-.1’J)H41- 24H%’)N*U )NQ(4’%J%-H 1. K’1.%3341-)2 4-.1’J)H41-

! ! 信息素质作为人整体素质的一部分! 决定一个

人的竞争力)生存力和发展潜力!信息素质主要包括

V 个方面% 一是信息获取的能力! 二是信息整理能

力!三是信息利用的能力W +X* 阅读文献是最基本的信

息获取能力! 为了解和提高我院护理专业本科学生

的专业信息素质! 笔者对我院 +89 名接触专业课后

的本科生进行了调查*

@ 对象

四川大学华西护理学院护理专业本科学生 +89
人!其 中 !""" 级 78 人!年 龄"!+6V#!"679(岁!!""+
级 98 人!年龄"!+6+!!"6>V(岁*

A 方法

! " # $!"#$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针对护理本

科学生的专业信息素质!参考了陈文勇等所著的+高

等院校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标准,W ! X及相关文献!经

专家反复论证后设计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阅读专业

信息的量-获取专业信息的途径)制约专业信息获取

的因素 V 个方面$ 于 !""8 年 8 月!对我院接触专业

课后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学生以不记名的方式填写$
共发出问卷 +89 份!收回 +8V 份!回收率 =767!!其

中有效问卷 +8" 份!有效回收率 =867!$
! " ! $%&’( 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 以 YRYY ++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B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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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示!!""" 级本科生阅读专业信息的情况优

于 !""+ 级!其中阅读专业专著与网上阅读两项有显

著性差异"@Z"6"#($
% ’ ! $78)(9+,-./012:;<5= !

!收稿日期" !""8<+"<!>
!作者简介" 郭红霞"+=>"<(!女!陕西宝鸡人!+==# 年毕业于西安

医科大学护理系!本科学历!护理教育硕士在读C讲师$

表 @ 护理专业本科学生阅读专业信息基本情况#1!%$’C@DE%
文献类型 !""" 级 !""+ 级 3 @

阅读中文专业文献"M[月( !67"!+6+8 !6!V!+6"! +67# \"6"#
阅读外文专业文献"M[月( +69#!"69= +67V!"6>> +6V7 \"6"#
阅读专业专著"本[学年( !6""!"677 +67V!"6>7 !68V Z"6"#
网上浏览与阅读"M[月( !6V9!+6"> +69#!"6># !6=8 Z"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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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制约护理专业本科学生阅读专业信息的因素 !!"#$%"
项目 人数!!"

学习负担重 !"#!$#%""
不易选择 !&"!’#%$"
看不懂 ’!!#$%("
不会利用 ’(!)*%)"
无动力 (#!)$%("
不能提高成绩 !")!$#%$"
无作用 ’*!#(%*"
不需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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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示# 学生认为制约他们阅读专业信息的因

素主要是文献种类多#不易选择$阅读文献不能提高

成绩$学习负担重%

$ 讨论

医学信息是医学创新的支持系统# 贯穿于创新

的整个过程# 信息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护生创新

意识及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

要指征, * -% 护理本科生作为未来护理队伍的主力军#
只有具备较好的信息素质# 才能成为符合信息时代

要求的创新型人才% 然而#本次调查显示#本科生专

业信息获取量少#即文献阅读量较少#努力提高本科

生信息素质是当前护理教育的重要任务%
" # $ %!"#$%&’()*+,&’-./0 本

次调查与王益民等 , + -调查比较#学生通过网络阅读

信息的时间有所增加# 说明网络已经是目前大学生

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 一切的科学研究和知识

的创新都是从学习&研究现有的文献资料为起点, # -%
图书馆是高校的文献信息中心# 拥有学校各学科及

相关学科的各种载体文献#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图

书馆的服务已经由传统的借阅服务转向电子资源与

网络资源共享%目前#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文献检索与

利用课# 而且在传统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加大了电子

信息资源的利用#但是由图书馆开设的此课程#缺乏

对不同专业学生的针对性#因此#专业教师应引导学

生把学过的检索方法运用到专业课的学习当中#鼓

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 从而激发学生的信息

需求#让学生走进图书馆#尝试运用在文献检索与利

用课程中学习过的不同检索手段&不同检索方法&不

同检索途径查找所需信息% 如果检索到的信息无法

满足需要#则应重新调整检索策略#反复实践#直到

满意为止%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应向学生介

绍护理专业期刊及相关的数据库#通过查询护理专

业信息的实例将文献检索课学习的内容具体化#另

外还可让学生针对某个专题进行文献检索#然后再

进行讨论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好图书馆的

文献资料#培养学生独立查找相关信息的能力#在实

践中不断提高大学生对文献信息的利用%
" & ’ %123456789: ;<=>6? 从表 &
可见# 学生认为制约他们阅读专业信息的主要因素

是文献种类多 #不易选择$阅读文献不能提高成绩$
学习负担重%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现有的许多课程

内容过于传统和繁杂#记忆性的知识过多#而学校考

试内容多以记忆性的知识为主# 学习成绩仍然是评

价学生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教育背景下#学生学习多

以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为主#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与创

新性#这些因素也阻碍了学生主动查询信息的意识%
表 ! 示#进入临床实习阶段的 &""" 级学生阅读专业

文献的情况好于 &""! 级#分析原因是学生进入临床

实习阶段没有了课堂学习的负担# 同时在临床接触

到各种新知识& 新技能# 认识到自己所学知识的欠

缺#会带着问题去阅读相关的文献% 因此#早接触临

床作为教学改革的策略有助于培养本科生信息素

质% 目前有许多学院在教学中应用的 ./0 教学方法

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信息素质#因此#必须改变传统

的教育观念#整体优化课程体系#改变传统的’填鸭

式(教 学 方 法#减 少 课 内 学 时#构 建 科 学 的 评 价 体

系#拓展学生学习的空间#帮助学生学会通过不途径#
不断地&自觉地学习和提高选择&吸收和整理知识和

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专业信息获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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