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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传统医学文献检索教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川北医学院为例，从丰富教学内容、构建文
献检索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在线实习和考试平台、严格控制教学质量等方面探讨 “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

学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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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文献检索”是一门重要的信息素养教育

公共基础课，是以网络信息资源与文献信息检索系

统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课程，旨在培养医学生的信息

意识和信息素养，掌握信息检索与利用的技能，提

高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能力，以增强自学能力、独

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大部分医学院

校的医学文献检索课程都是作为一门选修课来开

设，教学内容以图书馆资源、信息检索技能为主，

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和学生自主实习为主，以传统

考试为主要考察方式［１］。但随着对学生信息素养要

求日益提高，急需进行教学改革。

川北医学院文献检索教研室一直致力于建立以

培养医学生信息素质为中心的层级式课程体系，经

过多年的教学探索及教学改革［２－４］，形成了以图书

馆利用为基础、以文献信息检索为主体、以医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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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专业教育为龙头的层次分明、必修选修兼

顾、梯度明确的体系化教学模式：一年级开设 “大

学图书馆利用”；三年级开设 “医学文献检索”必

修课，四年级开设 “医院信息系统”选修课；信息

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开设 “医学信息学”、“医学信息

分析”、“网络基础与应用”、“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等专业课；研究生开设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基础

课；专科、成教开设 “医学文献检索”。

“医学文献检索”面向学校所有医学专业的研

究生、本科、专科、成教学生开设，共 １８～３６学
时，以培养学生文献检索基本技能、提高学生自学

能力为主，采用 “多媒体教学、网络在线教学与课外

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本文以医学本科文献检索

（３６学时）为例，就教学实践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２　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医学文献检索”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方

法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中注意讲解基本理

论的同时，重在对检索系统操作方法、操作步骤进

行介绍，学生从检索实例中掌握对检索系统的使

用，进行模拟练习。学生既要了解信息与信息检索

的基本知识，熟悉医学信息源的分布以及信息媒体

的特点、类型与用途，又要掌握常用医学信息检索

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川北医学院 “医学文献检索”

课程采用课堂讲解、上机实习、在线操作考试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课堂讲解与上机实习学时基本达到

１∶１。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见表１。

表１　 “医学文献检索”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主要教学内容
学时

总学时 课堂讲解 教学实习

总论 （基本概念、检索原理、检索语言、检索方法与途径、检索技术与策略） ４ ４ ０

中文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万方） ８ ４ ４

外文数据库 （ＰｕｂＭｅｄ、ＥＢＳＣＯ等） ８ ４ ４

循证医学及其证据检索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ＲＩＰ等） ８ ４ ４

文献管理软件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等） ４ ２ ２

网络资源开放获取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２ １ １

综合复习 ２ ２ ０

合计 ３６ ２１ １５

注：表示教学重点和难点。

３　教学改革实践

３１　全面丰富教学内容

３１１　概述　教学内容是课程的核心，也是学生
认识课程、重视课程的重要原因。教学内容简单、

单调、重复率高，极易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改

革课程教学，丰富教学内容，避免简单重复，是课

程改革的首要环节。川北医学院在文献信息检索原

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扩大学

生的知识面，丰富课程内涵。

３１２　增加循证医学及其证据检索内容　包括循
证医学基本概念、传统医学与循证医学的区别、循

证医学证据的分类和分级、循证医学实践的基本步

骤、常用的循证医学证据资源等，引入循证医学思

维，配合循证医学案例进行讲解，根据案例学生自

己动手检索证据，从而提高医学生对医学文献的检

索和分析技能［５］。

３１３　增加有关ＰｕｂＭｅｄ个性化定制内容　不仅
限于ＰｕｂＭｅｄ检索功能、检索结果筛选及利用，还
增加了ＰｕｂＭｅｄ个性化服务教学内容，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检索相关医学课题，一方面，检索结

果可根据自定义分类条目进行筛选，将重要文献结

果加入收藏夹并将其以参考文献的格式进行保存，

另一方面，可通过ＲＳＳ自动获取不断更新的医学文
献信息，从而满足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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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增加开放获取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ＯＡ）内

容　通过对多个开放数据库的讲解，如 Ｍｅｄｓｃａｐｅ、

ＨＯＮ、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等，有效弥补高校图书馆尤其非综合性大学

数据库资源量匮乏的现状，不仅能开拓学生眼界，

让学生了解更多获取文献的途径，而且还能引导学

生充分挖掘并利用网络资源，获取更多免费文献信

息，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更好地利用网络资源

搜寻自己所需的信息。

３１５　注意学科侧重点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确定

教学重点。如临床医学专业侧重介绍中华普通外科

网、中华消化网、中国神经内科网等，药学专业则

侧重介绍药典数据库、Ｐｈａｒｍｗｅｂ、美国药学会等药

学文献数据库［６］，医学检验专业侧重检验医学专题

网等。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学科侧重实现信息检索

的实用性和检索资源的多元化，与学生专业学习相

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３１６　引入热门电视剧或电影视频片段　帮助理

解分析枯燥且抽象的概念。如 “总论”引入 “琅琊

榜”中故事情节，讲解分析 “信息”、 “知识”、

“情报”、“文献”的概念，使学生从生动的视频信

息中理解区分４个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体会到课堂

学习的知识内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人们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学习的能力。

３２　构建文献检索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引

领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改革，实现以教为主向以学

为主转变、以课堂教学为主向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

相结合转变、以结果评价为主向结果评价与过程评

价相结合转变，川北医学院于 ２０１２年启动了文献

检索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通过不断积累和

丰富教学资源，以丰富和适合网络传播为基本要

求，坚持应用驱动、建以致用，现已将文献检索课

程建设成为 “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

教学方法和一流教学管理”为特点的示范性课程，

目前已建设成适合网络传播、教学内容质量高、教

学效果好的在线开放课程。一方面教师依托数字化

学习平台积极探索各类信息化教学应用，将其充分

运用于日常的教学中，引导学生利用平台开展多种

课堂延伸学习，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内容，而且

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随

时通过网络连接获取平台上提供的教学大纲、随堂

授课录像、教案、课件、参考书籍、课后习题等资

源，较好地满足学生自学及复习需求，从而提高课

程教学效率，保证教学效果。

３３　构建在线实习及考试平台

３３１　在线实习　实习是学生掌握检索技能、见
识不同检索系统的重要途径，也是巩固课堂教学知

识的重要方式，是课程的重要环节。川北医学院

“医学文献检索”课全部采用在线实习方式，将在

线实习情况纳入总评成绩，在线实习作业占总成绩

的４０％。实习的基本构成结构为 “理论题＋数据库
实践题”。通过实习可以有效促进基础知识的掌握，

增强学生动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实现文

献检索教育的目的。实习题型分布情况，见表２。

表２　实习题型分布情况

主要实习内容 （各１０分）　　 题型分布

１ＣＢＭ、ＣＮＫＩ、维普、万方 理论２０题＋实践２０题

２ＰｕｂＭｅｄ 理论２０题＋实践２０题

３循证医学数据库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ＲＩＰ等）

理论２０题＋实践２０题

４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理论２０题＋实践２０题

３３２　在线考试　考试是检验教学效果、考查学
生掌握程度的主要方式，由于该门课程的特性，传

统的纸制化考试不能测验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医学文献检索”在川北医学院是一门公共必修课

程，授课人数多，一届学生约３５００名，因此该院
采取分批次上机考试的方式，分３０余个批次进行
在线考试。考试题库包含２３００余题，其中单选题
１３００余个、多选题６００余个、判断题３００余个、填
空题１００余个，并且不断扩充题库内题目。分难、
中、易３种程度，客观题型支持自动随机组卷，相
邻的同学考卷试题均不相同，避免抄袭。试卷共５０
题，考试时间为 ６０分钟，自动计算成绩，不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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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成绩。图书馆主页下设有 “医学文献检索”教

学专栏，考试准备期间会在栏目中针对考试安排和

注意事项进行公示，提醒学生做好考前准备；针对

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预案，诸如计算机软硬

件故障排除、网络堵塞应急处置、考试平台负载分流

等，根据预案内容进行故障模拟演练，从演练中查找

不足来逐步完善预案内容，尽量消除各种问题出现的

可能性，保障考试顺利进行。在考试答题过程中，提

醒考生要对答卷进行定时保存，以减轻风险。

３４　严格把控教学质量

一方面，新学期开始前，所有任课教师会统一

进行课程内容设置的探讨，根据上学期的教学效果

和各个数据库的新功能特点，及时调整教学内容的

增改，努力做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开

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反馈评估，分发纸质学生评教表

获取教学反馈，通过网络问卷调查获取学生教学反

馈情况，通过邀请专家随堂听课、评课获取教学反

馈，根据教学反馈情况分享教学中的经验，分析教

学中的不足，努力逐步提高教学效果。课程结束

后，对学生的教学评教表进行了统计，共发放问卷

１５００份，回收问卷１４５３份，统计结果，见表３。
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 “医学文献检索”

这门课程的收获非常大，视野得到很大的扩展，多

方面的技能得到了培养和提高。

表３　课程教学效果调查统计 （％）

教学效果 非常认同 认同 一般 不认同 极不认同

课程吸引人，教学方式新颖 ３５ ４１ ２０ ３ １

善于启发学生思维和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４０ ３７ １５ ５ ３

课程教学是否重点突出，有条理，知识点清晰 ２３ ６２ １１ ３ １

喜欢 “在线实习＋在线考试＝总成绩”这种考试方式 ８ ５０ ２８ １０ ４

认为课程对今后科学研究帮助很大 ２５ ６０ ９ ４ ２

４　结语

从学生考试最终成绩和满意度调查结果看，以

培养实践能力为目标的医学文献检索教学改革成效

明显。通过教学实践改革，一方面，教学内容、手

段和模式变得复杂，难度增加，与学生专业学习相

结合，课堂教学更为生动，打破以往常规的填鸭式

教学方法的沉闷气氛，使教师的课堂设计、管理、

协调、总结概括能力等得到锻炼；另一方面，传统

纸质考试更多测试的是理论，采用在线实习和在线

考试海量试题随机出题，形式灵活多变，避免学生

抄袭，大量的实践题突出了课程的实践性，同时也

考查学生动手检索、自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

高学生信息素养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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