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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

国家之一，其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已从最初的培养

护理师资发展至培养护理实践各个领域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美国社会护理服务需

求的变化以及护理学科的发展，美国护理博士研究

生教育越来越偏向于实践领域护理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美国 护 理 学 院 协 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ＡＣＮ）也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正

式 批 准 实 践 型 护 理 博 士 （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ＮＰ）学位的授予，并且提出在２０１５年之

前，高 级 实 践 护 士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ｕｒｓｅｓ，

ＡＰＮ）的 准 入 水 平 要 从 目 前 的 硕 士 层 次 提 升 至 博

士［１］。这一要求极大的推动了美国实践型护理博士

研究生教育项目的发展。本文将对美国这一新兴的

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进行介绍与分析，期望能

够对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

些借鉴和思考。

一、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兴起背景

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的兴起与美国

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成熟密不可分。纵观美

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５个

阶段［２］：①１９００～１９４０年：护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主要由大学的教育学院承担，其主要任务为培养护

理师资，毕业后主要授予教育学博士学位（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Ｄ）。②１９４０～１９６０年：主要培养基础

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的护理博士，其教育缺乏护理

学科 内 容，毕 业 后 授 予 哲 学 博 士 学 位（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ｈＤ）。③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基 础 科 学 开

始与护理学科联合培养护理博士，其教育内容中出

现少部分 护 理 学 科 内 容，毕 业 后 主 要 授 予ＰｈＤ学

位。④１９７０年至今：具有护理学科特色的博士研究

生教育项目迅速兴起，主要 以 培 养 哲 学 博 士（ＰｈＤ）
和护理理学博士（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ＮＳ）
为主。⑤２０００年以后：更加具有护理学科特色的护

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的兴起，护理博士后教育项

目正式形成。由此可见，美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

发展历史较为悠久，不同发展时期其培养的护理博

士各有侧重，相应的学位授予类型也较多。而随着

美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在师资等教育资源方面的

成熟，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特色也日趋明显，



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美国护理学界对护理博士研究

生教育项目的学科特色的关注日益增长，作为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护理学科应培养更多实践领域

护理博士研究生的观点日益得到共识。
美国实践领域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的迅速

发展也与如下因素有关：首先，美国健康照护环境以

及健康服务需求的日趋复杂，使得实践领域对护理

人员的知识和综合素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为此，
美国 一 些 专 业 团 体，如 美 国 医 疗 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ＯＭ）、罗伯 特·伍 德·约 翰 逊 基 金 会 等

机构，极力敦促健康保健教育机构应提高学生科学

知识以及实践才能，以确保高质量的医疗护理服务

水平，满足日益复杂的卫生服务需求［３］。ＩＯＭ 更是

提出，所有健康专业人士都应该能够作为跨学科团

队成员，提供以病人为中心照护，并强调循证实践、
持续 的 质 量 改 进 以 及 信 息 学 技 术 的 运 用。此 外，

ＩＯＭ在２００３年的 一 份 报 告 中 也 提 出，所 有 层 次 的

护理人员均需要护理管理方面的知识及技能，并且

护理人员应参加行政决策，因此护理教育也应注重

培养不同层次的护理管理者，对其进行护理管理方

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升其领导才能［４］。
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５］，面对日益复杂的卫生

服务需求和急速发展的卫生知识以及日益先进的医

疗技术，高级实践护士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内容，以
确保照护质量，尤其是在实践管理、卫生政策、信息

技术使用、风险管理等领域的知识。为此，美国现有

的培养高级 实 践 护 士（ＡＰＮ）的 护 理 硕 士 研 究 生 教

育项目需要增加理论和实践课的学时数，而这也造

成其学分相 对 于 其 他 专 业 的 硕 士 学 位 而 言 显 得 过

多，许多 ＡＰＮ硕 士 项 目 学 分 甚 至 超 过 了６０学 分，
学生少于３年根本不能完成学业。因此，为保证教

育的公平性，现有的培养高级实践护士的护理硕士

教育项目需要提升至博士层次。
此外，其他健康服务专业，如药剂学、物理疗法、

内科学等，为确保服务质量，均要求其从业人员应为

博士学位［６］。而护理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 专 业，也

应与其他健康服务专业一样，提升对高级实践领域

从业人员的准入要求，护理教育也应提供护理实践

领域的博士学位。
在此基础 上，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５日，一 些 会 员 学

校与美国护理学院协会（ＡＡＣＮ）投票通过了“护理

实践博士立场声明书”。这项决定呼吁在２０１５年之

前，目前高级实践护士的准入水平要从目前的硕士

提升到博士层级［１］。国家科学协会在２００５年的一

份报告，也呼吁护理界应推动不同于以研究为重心

的护理实践博士学位课程，以培育护理实践领域专

业人士以及临床带教老师［７］，ＡＡＣＮ对此观点表示

完全 赞 同。此 后，经 过 近 两 年 的 意 见 沟 通，ＡＡＣＮ
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投票同意“高级护理实践博士

教育要点”，规范了护理实践博士研究生教育课程中

必须具备的要素和应养成的能力［８］。由此，美 国 实

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开始进入规范化发展

阶段。
在此背景下，美国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

项目迅速发展。据ＡＡＣＮ统计［９］，截至２００９年底，
美国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已发展至１２０
个，此外，还有１６１个项目正在计划当中。而同期研

究型护理博士 生 教 育 的 项 目 也 是１２０个，此 外 有８
个项目在发展中［９］。由此可见，目前美国实 践 型 护

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的发展规模已接近传统的研

究型护理博士生教育项目，并且其发展速度远远高

于后者。

二、发展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

教育项目的益处

　　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的发展，具备

如下益 处［１０－１５］：①帮 助 护 理 人 员 发 展 高 级 实 践 能

力，适应日益复杂的临床、教育及领导角色需要。②
增强护理人员相关知识，满足改善护理实践及患者

结局的需要。③增强护理人员领导技能，为完善护

理实践及卫生保健奠定基础。④可以将授予的护理

实践博士学位证书与项目要求、学分、时长更好的结

合起来。⑤可以满足部分需要高级实践知识，但不

需要很强的学术研究知识的护理人员的需求，如临

床教师等，为其提供高级教育证书。⑥确保护理人

员与其他健康专业人员的平等待遇，使其接受博士

研究生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⑦增强护理学科对其

他专业背景个体的吸引力，争取吸引更多的人从事

护理工作。⑧增加临床护理指导教师数量，缓解临

床护理教 师 缺 乏 的 压 力。⑨提 升 与 改 善 护 理 专 业

形象。

三、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的

培养目标定位

　　作为一种新兴的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实

·２９· 刘秀娜等·美国实践型护理博士教育项目的兴起与启迪



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主要培养高级实践护

士（ＡＰＮ）［１６］，包括：护士开业者（ｎｕｒ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ＮＰ），注册的护理麻 醉 师（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ｎｕｒｓ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ｓｔ，ＣＲＮＡ），注 册 的 护 士 助 产 士（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ｎｕｒｓｅ　ｍｉｄｗｉｆｅ，ＣＮＭ），临 床 护 理 专 家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ＮＳ）。

从培 养 人 员 的 类 别 来 看，主 要 培 养 两 类 人

才［１７］：一类是培 养 直 接 服 务 于 病 人 的 护 理 博 士，另

一类是培养担任护理管理、临床研究及教学、公共政

策分析等角色的护理博士。所培养出来的护理人员

不单纯等同于护理研究者或开业护士，而是具有高

度专业化的、直接或间接从事临床护理活动的专业

执业者。与其他护士相比［１８］，他们应能够评判现有

的护理标准、策略、照护系统以及公共卫生政策，能

够运用研究成果提供一流的护理服务，并引领护理

实践的发展方向。她们的实践既有微观层面也有宏

观层面，即要求他们既具有能够对个体提供一对一

护理服务的高级实践技能，同时也应具备改进照护

系统和（或）提 出 健 康 政 策，完 善 现 有 照 护 体 系 的

能力。
目前，美国护理学界已达成共识，实践型护理博

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１９］：①发展高

级能力，以适应日益复杂的临床、教育及领导者角色

需要；②增长知识，以改善护理实践及患者结局；③
增强领导技能，提高其护理实践及卫生保健服务水

平；④发展临床护理教学能力，满足临床护理指导教

师角色需要。总而言之，美国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

生教育项目 侧 重 于 培 养 护 理 人 员 改 进 护 理 实 践 服

务、推动卫生政策变革以及应用护理科研成果于护

理实践的能力，使其成为能够提供最高水平服务的

护士［１，１８］。

四、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

引发的相关争议

　　与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美国实践型护理博士

研究生教育项目从一开始出现就引起了许多争议，
很多争议是基于对该教育项目会削弱护理学科博士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学 术 水 平 的 担 忧 基 础 之 上［２０］。

Ｍｅｌｅｉｓ等 学 者 提 出［２１］，目 前 护 理 学 科 的ＰｈＤ教 育

项目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和理解，新兴的实践型护

理博士 研 究 生 教 育 项 目 极 有 可 能 会 沦 为“二 等 公

民”，他们认为护理博士的主要作用在于发展和传播

知识，而将研究与实践分离的做法会阻碍知识的发

展，最终也会影响循证护理实践和安全执业。护理

学科经过长 期 不 懈 的 努 力 才 在 学 术 界 占 有 一 席 之

地，ＤＮＰ项目的开展极有可能会导致护理学科遭到

学术界的再次排斥。
此外，也 有 学 者 担 心ＤＮＰ教 育 项 目 培 养 出 来

的护理博士会取代内科医生的地位［２０］。其中，以美

国医学会最为突出，由于看到新兴的实践型护理博

士研究生教育项目正试图培养学生具有与初级卫生

保健医 生 等 同 的 技 能，该 学 会 于２００８年６月 通 过

２１４号议案，提出“实践型护理博士必须并且只能在

医生的监管下执业，并且只能作为执业医师监管下

对病人负 责 的 医 疗 团 队 的 一 员”［２２］。与 此 同 时，该

学会通过的２３２号议案进一步提出：医疗系统内的

“Ｄｏｃｔｏｒ”头衔，只能适用于执业医生，提议应通过立

法 保 护 “Ｄｏｃｔｏｒ”、“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称谓［２３］。

也有部分护理人员担心，虽然目前美国社会确

实需要大量的从事初级卫生保健的高级实践护士，
尤其是服务于老年人及慢性病群体的初级卫生保健

护士，但加强初级卫生保健高级实践护士的培养也

许会削弱护理人员的其他角色和在其他领域的独特

贡献［２４－２５］。

五、思考与启迪

随着我国经济及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

会对高等护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对护理人员的

素质、知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高等护

理教育，培养护理学科的骨干人才，已成为我国护理

教育的发 展 方 向。护 理 研 究 生 教 育 是 培 养 护 理 管

理、教学、科研以及临床高级人才的主要渠道。我国

自１９９２年正式启动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开始，至
今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护理硕士

研究生教育正趋于成熟。但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

育从２００４年才开始起步，至今为止不足１０年，目前

已开展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２０余所院校均处于

摸索阶段，对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定位、课程设置等问题尚缺乏统一定论，发展和完善

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必然趋势。其中，
如何根据我国社会的实际需求以及护理学科发展的

实际需要，在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初期

即明确定位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类型是

·３９·刘秀娜等·美国实践型护理博士教育项目的兴起与启迪



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与国外相似，目前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

培养类型也包括科学学位及专业学位两种，毕业后

可分别授予哲学博士（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ｈＤ）
和医学博士（Ｄｏｃｔｏ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Ｄ），但目前仍以

科学学位为主，绝大部分院校将护理博士生培养类

型定位于科研型，侧重于护理博士生科研能力的培

养。但护理学终究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学位培养应

该侧重于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的实际能力的应用型人

才，即专业型，并且随着护理服务理念及护理管理模

式的转变，现代护理管理及临床专科护理、社区护理

等领域均需要护理博士生参与，来引领护理学科的

发展，提高护理服务质量，促进全民健康，以及推动

相关卫生政 策 的 发 展［２６］。纵 观 美 国 护 理 博 士 研 究

生教育历史，在其发展之初也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

主，但近年来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以及研究生教育

体制的成熟，逐渐加大了对实践型护理博士的培养

力度。实践证明，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高级实践

护士 对 加 快 美 国 护 理 事 业 的 发 展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５］。可以预见，实践型护理博士的培养是 护 理 博

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近年来实践型

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也提示我们实践

型护理博士的培养将是我国未来护理博士研究生教

育的趋势和重点。因此，从与国际接轨及我国护理

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需要改革

我国护理博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目 前 单 一 的 培 养 目 标 定

位，坚持专业型和科研型人才培养并重将成为我国

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目前存在的对实践型护理博士

研究生教育 的 争 议 也 同 样 应 引 起 我 们 的 关 注 和 思

考。为此，如何根据我国社会对护理博士专业角色

的需求，以及我国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明确

我国实践型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
如何在护理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充分体现博

士生教育的学术性和护理学科的实践性特点，值得

深入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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