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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

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相关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尤婷 米元元 吴小杰 武婷

护士批判性思维是指护士在面对复杂的病种、

急危重症患者时，能运用所学知识，对问题的解决

方式进行分析、推理及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

理的决策[1]。该思维的养成有利于护士从单纯执行

医嘱向护理、科研、管理、教育角色的转变[2]。批判

性思维被认为是影响护士临床决策的关键要素，

提高临床护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被认为是护理教

育的核心[3]。国内一项针对 269名 ICU护士批判性

思维能力的调查显示 ICU护士评判性思维各个维

度发展不平衡，需进一步强化提高[4]。另一项针对

急诊科护士批判性思维的调查也表明急诊科护士

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体呈中等偏下水平[5]。本研究

旨在了解国内外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热点

和研究方向，为提高国内临床护士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提供参考，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临床

决策能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采用主题词检索方式，使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系统文

献检索。其中，英文检索词为“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ought”“judgment thinking”“clinical nurse”
“nursing”“registered nurse”“nursing staff”“nurse
staff”；中文检索词为“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能

力”“评判性思维”“临床护士”“护理”。检索时间为

2014年 1 月 1日至 2024年 4 月 4日。纳入标准为：

①研究对象为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卫

生技术人员；②可完整提取文献的题录；③研究类

型为所有文献类别；④文献题录数据为学术期刊的

数据。排除标准为：①重复发表的文献；②学位论

文、会议、报纸、年鉴、图书、专利、科技成果、标准

等；③研究对象为在读护理专业学生。

1.2 方法 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检索和筛

查，若出现分歧，则由两人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将

检索的文献导入Noteexpress文献管理软件，去重后

根据文章题目、摘要等逐一筛选，手动剔除与主题

不相关文献。纳入的有效分析基础数据库通过纯

文本的格式导出。导出的文献记录中包括作者、研

究机构、题目、发表年份、摘要、期刊、卷次和起止页

码等信息。

1.3 CiteSpace 参数设置 时间分区（time slicing）：

时间为2014~2024年，时间切片选择1年；节点类型

（node types）：分别选择国家、机构、关键词；选择标

准（selection criteria）：TopN选择50；剪切方式（prun⁃
ing）：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2 结果

2.1 国内外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相关研究的

发文量及趋势 共检索出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的

相关文献共788篇，其中国内文献427篇、国外文献

361篇。将检索到文献按年度进行统计分析后，采

用Excel软件绘制国内外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相关

文献的发文量折线图，见封三图4。
由封三图 4可知，国内外发文量不均衡，国外

发文量呈上升趋势，而国内发文量呈下降趋势。

2014~2020 年国内发文量高于国外发文量，国内

发文量 2020 年达到顶峰为 52 篇。2021 年至今，

国外发文量高于国内发文量，最高发文量在2022年

为53篇。

2.2 关键词共现分析 运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

行分析，依据关键词频数和中心性两项指标选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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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十的关键词按照降序进行排列。中文关键词

为“评判性思维”“护士”“护理”“影响因素”“手术

室”“培训”“满意度”“规范化培训”“并发症”“思维

导图”。英文关键词有“critical thinking”“care”
“nurses”“education”“perceptions”“impact”“patient
safety”“experiences”“model”“knowledge”。
2.3 关键词聚类分析 高频关键词聚类是关键词之

间共线网络密度较大，结构紧密，中心度集中的联

系在一起，研究此领域的热点与前沿。通过对中、

英文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构图，见封三图5、6。
由封三图 5可见，中文关键词聚类网络节点共

399 个，连线数量 540条，网络连线密度为 0.0068。
CNKI 中关键词聚类分析共形成 11 个聚类分别为

#0 护理、#1护士、#2批判性思维护理模式、#3影响

因素、#4糖尿病、#5 SBAR模式、#6教学方法、#7相

关性、#8在职培训、#9儿科、#10医护沟通。

由封三图 6可见，英文关键词聚类网络节点共

321 个，连线数量共510条，网络连线密度为0.0099。
WOS 中关键词共形成 10 个聚类分别为#0 breast
cancer、#1 nursing staff、#2 clinical deterioration、

#3 psychiatry、#4 qualitative study、#5 artifical intelli⁃
gence、#6 health policy、#7 critical thinking、#8 ad⁃
vanced practice nursing、#9 resilience。
2.4 关键词聚类对数似然比分析 本研究针对关键

词网络通过对数似然比算法（log-likelihood ratio，
LLR）进行聚类分析，在CNKI和WOS中，关键词聚

类网络模块Q值分别为 0.8361和 0.7854，加权平均

轮廓值S值分别为0.9874和0.9324。本研究中，Q值

均大于0.3，说明聚类有效，S指均大于0.7，说明聚类

同质性较高，共同反应聚类结构显著，结果可信，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CNKI的聚类进行进一步分

析概括为研究人群、影响因素以及教学方法。研究

的人群主要为新入职护士和低年资护士，且研究人

群集中在手术室、儿科、重症监护室以及急诊科；临

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与护士的年龄、职称、学历、

工作年限、自主学习能力、性格特征、自我效能以及

护士长领导力水平有关；临床教学方法多采用情景

模拟教学、案例分析法、反思性教学、思维导图、团

队项目训练法、理论-实践-互动式教学方法、PBL教

学方法等。WOS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新护士；主要的

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通过模拟教学、虚拟现实技

术、反思教学法、沟通技巧、人工智能等手段提高护

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提升护士的专业技术水

平，能够积极主动应对患者的病情恶化，而不是被

动反应，改善护患关系。

2.5 文献的突现词分析 近三年国内出现的突现

词主要为“SBAR沟通模式”“相关性”“并发症”“冠

心病”“不良事件”“团队合作”；国外出现的突现词

主要为“stress（压力）”“graduate nurses（新毕业护

士）”“simulation（情景模拟）”“scale（级别）”“behav⁃
iors（行为）”。

3 讨论

3.1 国内外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现状

分析 学术研究水平通常通过相关领域的期刊数

量体现。从国家发文量来看，美国在临床护士批判

性思维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与多个国家和机构建

立了合作关系，发文量持续增长。这可能与其护理

教育体系的成熟和规模化密切相关。我国的发文

量虽然排名第四，但与美国相比，差距仍较为明显，

后者的发文量几乎是我国的五倍，且我国各机构之

间的联系较为分散，表明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

究尚显不足。

3.2 国内外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热点

分析 国内的研究主要针对新入职护士和低年资

护士，且集中在手术室、儿科、重症监护室以及急诊

科。新护士及低年资护士由于临床经验不足，难以

将所学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其综合素质直接影响

护理质量和安全[6]，因此对其进行系统化培训，提高

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尤为重要。而手术室、儿科、急

诊科以及重症监护室作为特殊科室，需要护士能够

迅速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7]，对护士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研究表明，临床护士

批判性思维能力与护士的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

限、自主学习能力、性格特征、自我效能以及护士长

领导力水平有关[8，9]。由此，提高护士的批评性思维

能力需要从管理者层面、教育者层面以及护士自身

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护士长领导力的提

升，教育方式的创新以及临床护士自驱力的加强均

对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促进作用。

国外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教学方法的探索和创

新。国际护理临床模拟教育学会的研究结果显示

临床护士在证据获取和临床技能获得方面最强，批

判性思维/临床判断和信息/自我效能方面最弱，认

为基于模拟的培训能有效提高护士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10]。Dacanay等[11]的研究认为将成人学习与游

戏化的教育结合起来对护理教育和患者护理结局

·· 1142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4年 12月 第 22卷第 12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Dec.2024，Vol.22，No.12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在提高临

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上有更多的创

新和突破，国内学者可借鉴和参考，探索本土化的

教学方式提高临床护士性思维能力。

3.3 未来研究前沿及趋势 根据突现词表可知，

“SBAR沟通模式”“相关性”“并发症”“冠心病”“不

良事件”“团队合作”是国内研究的趋势，国外的研

究趋势围绕“stress”“graduate nurses”“simulation”
“scale”“behaviors”。临床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

升有助于培养护士团队协助能力，降低患者并发症

及不良事件发生率[12]。魏丽等[13]和王琳等[14]的研究

都认为新入职护士运用SBAR沟通模式保证了信息

完整、准确、清楚地传递，减少了交接班时的信息遗

漏和不良事件的发生。护士的临床思维能力受多

种因素影响，包括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性

格、自主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护士长领导力的影响

等。与国内的教学方法相比，国外教学方式更多样

化。Harper 等[15]的研究认为模拟教学对新护士技

能、能力、时间和信心的自我感知有积极影响。模

拟教学作为医疗培训的有效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

各类学科，包括使用标准化病人、高仿真模拟人以

及动画进行模拟。Morrow等[16]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

技术不仅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影响医务

人员的工作和学习方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患

者数据来识别潜在风险并提供决策支持工具，为护

理提供循证建议，使护士更专注于批判性思维和复

杂问题的解决。未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护士长领

导力的提升以及临床护士自主学习能力、求知欲、

情绪稳定性的提升，结合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

限等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临床护士批判性思

维能力，此外批判性思维与信息化技术的结合是未

来护理教育的重点。

随着医疗环境越来越复杂，医疗技术越来越先

进，护士的专业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批判性思维

被认为是决定护士临床决策的关键因素，提高护士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护理教育的核心要求。然而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教学方式相对局限，未来应加

强跨领域、跨机构的合作和交流可能会进一步推动

这一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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