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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护理专业学生健康信息素养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分析 

——以镇江某高校为例 

王多多  吴雨茜  陈  晨  张  伟（通讯作者）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215100） 

【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护理专业本科生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并探讨提升护理专业本科生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方法。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护理专业学生健康信息素养问卷对镇江市某高校263名护理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发现大

二年级护理专业学生的健康信息素养总分与大三、大四年级有统计学差异（P<0.05，P<0.05）。结论：本研究表明该高

校护理专业学生的整体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仅达及格水平，需要加强健康信息素养的教育，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整体健康

信息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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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nursing students —— Take a university in 

Zhenjiang as an example 

Wang Duoduo  Wu Yuqian  Chen Chen  Zhang Wei (corresponding author) 

(Jingjiang College, Jiangsu University 215100)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nd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Methods： 263 nursing students in Zhenjiang.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total score of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among nursing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ir junior and fourth 

years (P <0.05, P <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is university only reaches the passing level,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of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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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通往健康的必经之路[1]。健康信息素养（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HIL）是指个人识别健康信息需求、确定可

能的信息源并使用它们检索相关信息、评估信息质量并将其应

用于特定情境，分析、理解和使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健康决策

所需的一系列能力[2]。护理专业学生是国家未来卫生事业的发

展主力军，其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不仅与自身健康息息相关，也

在提高患者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3]。

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健康信息素养调查问卷，对镇江某高校

263 名护理专业本科生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及现状进行了调

查，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对象均为本高校护理专业本科生，由于大一年

级学生尚未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因此未收集大一年级学生的

数据。 

1.2 研究工具 
护理专业学生健康信息素养调查问卷：本项研究通过对

某三甲医院的临床护理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运用

Nvivo12 进行三级编码，形成了指标框架。在将指标框架与

临床实践结合后，研究者得到了初始问卷，并经过专家函询

获得了最终问卷。问卷包括 4 个维度、17 个条目，分别为

健康信息意识（6 个条目）、健康信息获取能力（4 个条目）、

健康信息评价能力（4 个条目）和健康信息应用能力（3 个

条目）。采用 Likert 1~5 级计分法，每道题回答“不是”、“很

少是”、“是”、“经常是”、“总是”依次计 1 分、2 分、3 分、

4 分、5 分，总分为 85 分。分数越高表明受访者的健康信息

素养水平越高。本问卷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47，结构效

度为 0.922，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3 方法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对镇江市某高校在校护

理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问卷星平台通过线上平台发

放护理专业学生健康信息素养调查问卷，并同时采集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年级、地域、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

家庭年收入（万元）、父母教育程度。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7.0 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对于分类变量

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对于连续变量采用均值、标准

差进行描述。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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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信息 
共发放问卷 400 份，收回问卷 305 份，回收率为 76.25%。

排除其中填写不完整、质量不高、对研究意义不大的问卷，

共收回有效问卷 263 份，有效率为 86.23%。基本信息具体

情况详见表 2。 

表 2  护理专业本科生基本信息（n=141） 

项目 人数（n） 百分比（%）

性别   

男 17 12.06 

女 124 87.94 

年级   

大二 20 14.18 

大三 26 18.44 

大四 95 67.38 

地域   

城市 69 48.94 

农村 72 51.06 

独生子女   

是 62 43.97 

否 79 56.03 

单亲家庭   

是 10 7.09 

否 131 92.91 

家庭年收入（万元）   

<5 36 25.53 

5~10 50 35.46 

10~15 23 16.31 

>15 32 22.70 

父母的教育程度   

小学 13 9.22 

初中 53 37.59 

高中 48 34.04 

大学及以上 26 18.44 

其他 1 0.71 

2.2 不同特征护理专业本科生健康信息素养得分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本高校除大一年级以外，年级越高的护

理专业学生平均得分越高，其中大二年级学生显著低于大三

及大四年级学生（P<0.05，P<0.05），大三与大四年级学生

健康信息素养得分无显著差异（P>0.05）。此外，地域、是

否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家庭年收入（万元）、父母教

育程度的健康信息素养平均得分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得分情况详见表 4。 

表 4  不同特征护理专业本科生健康信息素养得分比较

（n=141） 

项目 得分（分， sx  ） t/F 值 P 值

年级    

大二 48.50±9.42 5.012 0.008

大三 53.92±7.60   

大四 55.31±8.64   

地域    

城市 53.74±8.61 0.160 0.690

农村 53.90±8.49   

独生子女    

是 53.71±8.30 0.004 0.949

否 53.91±8.74   

单亲家庭    

是 52.80±9.23 0.005 0.945

否 53.90±8.49   

家庭年收入（万元）    

<5 53.58±9.30 0.987 0.401

5~10 53.58±8.19   

10~15 51.70±4.96   

>15 56.00±9.70   

父母的教育程度    

小学 57.31±10.48 1.284 0.282

初中 52.72±7.86   

高中 54.88±8.01   

大学及以上 52.54±9.17   

其他 50.00±0.00   

2.3 不同年级之间健康信息素养得分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大二年级护理专业学生的健康信息素养

得分显著低于大三和大四年级（P<0.05，P<0.05），大三与

大四年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得分无显著差异（P>0.05）。具

体得分情况详见表 5。 

表 5  不同年级之间健康信息素养得分比较（n=141） 

健康信息素养 大二（n=20） 大三（n=26） 大四（n=95） F P 值 

健康信息意识 17.75±3.66 20.23±4.17 20.23±3.78 3.510 0.033

健康信息获取能力 11.30±2.55 15.15±1.97 16.52±2.10 2.646 0.075

健康信息评价能力 11.05±2.62 15.19±1.94 16.51±2.04 3.848 0.024

健康信息应用能力 8.40±1.53 12.35±1.98 12.66±1.57 4.774 0.010

总分 48.50±9.42 61.92±7.60 65.92±8.17 5.012 0.008

3 讨论 

3.1 由于大二年级护理专业学生接触护理专业知识不如

大三大四年级学生，在健康信息意识维度中条目 3-5 得分均

未达到及格分（3 分）。此外，大二年级护理专业学生的健

康信息获取能力、健康信息评价能力和健康信息应用能力平

均分也略低于大三和大四年级（P>0.05,P<0.05,P<0.05）。该

结果可能与大二年级护理专业学生接触见习、实习课程相对

较少有关。高校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引入真实的临床案例，分

享相关的临床视频，以帮助大二年级护理专业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3.2 大三年级和大四年级护理专业学生四个维度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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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大四年级护理专业学

生即使具备应用现代信息工具的能力，但是其实习经历没有

很大程度上帮助提高自身的健康信息素养，学校需要在大三

年级进入实习生涯之前开设相关课程，以期引导护理专业学

生关注健康信息素养问题。 

3.3 大三年级学生由于课程学习情况不佳，存在健康信

息获取能力低的问题，调查结果还显示，结合大三年级护理

专业学生的健康信息获取能力维度中条目 8 平均分为 2.88

分、条目 10 平均分为 2.92 分，健康信息评价能力维度中条

目 12 平均分为 2.88 分，说明大三年级护理专业学生在健康

信息获取能力和评价能力方面得分较低，并且不能很好地从

见习课程中汲取相关知识。其次，大四年级学生健康信息获

取方面缺少学习指导，结合大四年级护理专业学生的健康信

息获取能力维度中条目 7 平均分为 3.04 分，健康信息评价

能力维度中条目 13 平均分为 3.00 分，说明大四年级护理专

业学生实习过程中较少接触这方面的学习指导，建议学校与

合作医院沟通协商，为实习学生安排临床一线的毕业论文指

导老师，同时教授基本的科研论文撰写方面的经验和统计学

方法，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论文写作水平。 

3.4 调查结果显示，在健康信息评价能力中，大二年级

学生明显低于大三大四年级学生，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目前大学生健康信息评价能力偏低，大三年级学生

认为自己在健康信息评价能力方面存在问题；具体来看，在

健康信息评价能力方面，不同年级之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健康信息评价条目 11-14 中，大三年级学生

的评分都较低，针对此种情况，学校应当进一步加强专业基

础知识指导，通过开展专家课程以及专家讲座等形式，来提

高大三年级学生的健康信息评价能力，进而更加准确地识别

健康信息的发布来源。除此之外，大四年级学生的健康信息

评价方面缺乏专家指导，因此可以通过开展专家健康信息评

价指导学术探讨活动，更好地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制定合理

的保健方案，并及时有效地对治疗方案进行反馈和改进的能

力。 

3.5 调查结果显示，大三和大四年级学生的健康信息应

用能力较低，尤其是在条目 15-17 中，大三年级学生的得分

较低，主要是由于大三学生缺乏应用实践能力，无法将健康

信息应用到自身以及家人和朋友的健康指导。针对此类问

题，学校需要开设健康信息素养课程，主要包括文献检索、

信息分析、数据库建设和网站使用等内容，指导大三年级学

生的健康信息应用。对于健康信息的利用，缺乏必要的实践

环节，导致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和信息。大四年级学生

在健康信息应用能力的发展上，缺乏科学的课堂实践应用指

导，教师也应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例如，可

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根据所学理论和所做案例

分析健康信息。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或案例，然

后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和思考。通过这种方式来加深学生对健

康信息的理解，并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 

作为未来临床一线的主力军，护理专业学生应完善自身

健康信息素养，才能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自我价值。因此

有必要引起学校的关注和重视，针对性采取相关措施以期提

高护理专业学生的整体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也有利于更好地

响应“健康中国”战略。 

4 建议 

基于本次调查研究，提出几点建议：（1）学校需要重视

护理专业学生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其整体水平。可以

和合作医院沟通协商，为实习学生安排临床一线的毕业论文

指导老师，教授基本的科研论文撰写方面的经验与统计学方

法，使其从校内到校外均得到高层次人才的教育与指导。（2）

加强护理专业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培养，可以开展专

业课相关的梳理辅导课程，提高护理学素养水平。（3）加强

护理专业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可以在相关课程如《文献检

索》中提供相关权威护理学学术网站与专家共识或指南的查

找方法，提高护理专业学生健康信息获取与评价能力。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护理专业学生的健康信息素

养水平的影响因素过多，如高校之间教学水平的高低可能对

其产生影响等，本次调查结果只能反映本高校护理专业学生

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国护理专业学生的整体水平。在今后的

研究中需要扩大样本含量，深入分析其他相关影响因素，以

更全面地了解护理专业学生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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