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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论述文献检索课与专业课程结合的意义$ 分析制约两者结合的几个主要因素$ 并从文检教师专业

素质% 教学组织与实施以及提高专业课教师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探讨促进文献检索课与专业课程结合的措

施与方法#

#关键词$ 1文献检索' 专业课程' 结合' 制约因素'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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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Z3 余篇%

112444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明确指出 +要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 重视培养学生收集& 处

理信息的能力!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这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信息素质教

育的重要意义"2#

% 信息素质不是脱离学科而单独培

养的! 专业学习与培养信息素质应是相辅相成

的"I#

% 文献检索课 '以下简称文检课( 只有深入到

专业中! 并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 才能真正显现文

检课的课程地位与教学效果! 才能满足各项能力培

养的要求%

=:文检课与专业课程结合的意义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信息需求是从事检索活动的驱动力% 文检课教

学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学生的信息需求不足! 从而导

致学生抱怨文检课枯燥乏味! 学习动力严重不足%

在对高校在读生进行的一项 +关心信息方向, 的调

查显示! 学生对获得专业相关信息有较高的期望值

与兴趣点"J#

% 学生对文献的需求与兴趣以及对文献

检索的广度和深度! 都与专业背景密切相关% 这就

要求从专业角度出发把文检课纳入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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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信息需求与学习欲望! 调动其主动学习

和应用的积极性%

=>?:突出体现文检课的实用性

文检课作为一门工具课!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实

用% 在高年级开设文检课! 学生的专业课学习已经

基本完成! 具备了相当的专业知识! 对所学专业有

了相当的了解! 有的已经确定了毕业设计的研究方

向! 此阶段开展基于学科专业的信息检索! 不仅能

够体现课程实用性的特点! 而且对于当前教育体制

改革! 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 力求培养实用型人

才! 提高学生适应能力尤其有重要意义%

=>B:有利于学生把握文检课的重点

文检课的课程重点在于检索策略的制订! 如何

分析提炼检索词是课程的灵魂所在% 在检索教学

中! 由于没有好的专业检索实例! 检索策略的制定

与调整只能泛泛讲解% 与专业课程结合! 从中精选

专业实例来带动学生理解与掌握教学重点! 有利于

教师将教学重点与难点讲深& 讲透% 同时! 通过专

业实例将检索策略的调整与检索结果分析& 文献相

关性判读有机结合起来! 更能突出检索策略在文检

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此外! 不结合专业课程的

文检课! 一般只能停留于讲授各检索系统及其使用

方法! 而对如何阅读& 分析& 综合和利用一次文献

不够重视! 偏离了文献检索的目的! 与专业课程结

合! 可以克服文检课教学中只重视二次文献的教学

而轻视对一次文献的获取及利用的不足%

=>D:顺应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

信息素质教育与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成为信息

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美国大学图书馆协

会通过的 +最佳信息素质教育项目特征, 之一就是

+与课程的融合,% 与课程融合已普遍开展并获得广

泛认同$ 利用学校管理机制保证在学校范围内将信

息素质课程融入到学术与职业性课程之中$ 阐明学

科以及课程水平所要求的信息素质能力范围"Z#

% 强

调图书馆与院系之间的合作! 开发基于学科或课程

的信息素质教育课程! 以区别于综合性课程% 现在

已有 +信息素质学校, 在专业课教学& 实践等学校

教育的各环节内融入信息素质的培养! 取得了理想

的教学效果% 美国大学图书馆以学科或专题为基础

的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也深受学生欢迎! 如哈佛

大学图书馆的文学导航& 欧伯林大学图书馆的艺术

导航和迪金森大学图书馆的文献引用导航等"^#

%

?:文检课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制约因素

?>=:课程安排不尽合理

有些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文检课重视不够! 经常

将其作为 +替补, 课程! 开课安排有随意性! 有将

其安排在大学低年级开课的现象% 低年级学生对专

业课程涉入较浅! 专业知识还非常薄弱! 给专业文

献判读与综合利用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师资力量的局限性

高校文检课的师资主要由图书情报专业和其他

学科专业的人员组成% 前者具有丰富的图书情报专

业知识而缺乏足够的其他专业知识! 课堂教学容易

偏重图书情报知识的讲授和检索知识的灌输! 而难

以针对具体专业特点开展案例教学$ 而后者则由于

未受过图书情报知识的系统教育! 对文献检索理论

中较抽象的概念很难讲深讲透% 教师专业知识结构

单一束缚了与专业课程结合的实施%

?>B:专业教师的合作热情不足

由于高校专业教师肩负科研& 教学双重工作!

晋升职称& 工作考核& 学术地位的确立更多地依赖

科研成果! 对教学工作本身重视不够! 满足于完成

教学任务% 与文检课结合! 让他们感到是 +添麻

烦,! 没有体会到合作的效益! 因此合作的热情不

高%

B:促进文检课与专业课程结合的措施

B>=:提升文检课教师的素质

'2( 专业知识的储备1作为文检课教师! 在知

识结构上除了要具备丰富的文献检索理论和实际经

)4S)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1*-').+3124!"#$#!5678%$!*68%



验! 还应具有本院校所设置的某一专业的学科知

识% 进行专业知识储备的途径有*

!

去相关专业院

系听取课程! 搜集专业教师的科研课题或布置给学

生的毕业论文题目! 作为检索教学实例%

"

多参加

专业学术交流会和研讨会! 了解最新的学术信息和

发展趋势! 拓展视野%

#

和专业教师组成科研小

组! 联合申报科研课题! 弥补& 充实文检教师的专

业知识%

$

主动参与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 为读

者开展定题& 定向跟踪服务和课题查新%

%

兼做专

业特色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咨询工作! 以利跟踪有

关专业的学科进展"V#

%

'I( 专业资源的准备1文检课实习! 信息资源

是基本保证! 教师必须对专业信息资源的分布& 特

点& 检索使用做到了如指掌! 才能在专业实例的讲

解中游刃有余% 实习所用的信息资源主要依赖本校

资源! 除了解一般性特点外! 从学科专业角度对资

源进行评价也是一项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工作% 另

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网络免费资源! 其特点是方便&

易获取! 应当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

B>?:合理组织与实施教学

'2( 课程安排1文检课安排在学生专业课程基

本结束的时候! 最好是在实习前或毕业设计前% 丰

富扎实的专业知识& 对专业实例的兴趣与理解& 相

关文献的判读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I( 教学实施1一是将与专业课程的结合贯穿

教学全程%

!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讲授不同学科

文献的编制特色和检索特点! 尤其是学科特点明显

的数据库要讲到& 讲透% 如对药学专业学生! 化学

化工学科相关数据库& 化学物质的命名& 分子式&

结构式& 规范名& 俗名的检索使用必须了解掌握%

"

选取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实例进行讲解和演

示% 结合具体学科课题实例! 可以激发学生的检索

欲望! 从课题分析& 隐含概念抽取& 检索词确定&

转换主题概念& 检索策略调整& 文献判读& 文献利

用! 都紧密结合具体实例进行训练! 帮助学生建立

综合思维和立体思维的能力%

B>B:调动专业教师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11采取各种措施使专业教师从参与合作中有所收

获% 不同专业& 不同学科的教学方法既有差别! 又

有共性! 专业课教师与文检课教师之间的交流! 可

以互相学习和吸取教学经验! 开阔思路% 专业教师

大都承担着科研课题! 有着丰富的科研经验! 文检

课教师主动为专业教师提供开题文献调研& 定题跟

踪服务& 课题查新服务等% 文检课教师主动配合专

业教师的教学工作! 指导学生完成专业教师布置的

小论文& 小设计等作业! 和专业课教师一起审查学

生的论文! 提高专业论文及评定的质量! 使论文评

定更加客观准确等等% 以使专业教师认同文献检索

的重要性! 并体会到开展合作对自身科研& 教学工

作的促进! 使其愿意参与到合作中来%

总之! 文检课和专业课的结合能够帮助学生解

决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有利于学生深入研

究专业问题! 同时! 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以致用的

成就感% 另外! 在客观上也促使文检课教师把课程

内容进行扩展和延伸! 使教学内容更加完整! 从而

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文检课向实

用性和专业化的发展也是加强该课程的建设& 提高

该课程地位和教学效果的重要举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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