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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微信公众号将 “医学文献检索”知识点细化成阅读时长５分钟以内的小课进行每日推送。
采用后台的用户、菜单、图文、问卷分析等功能进行用户行为与需求分析，收集用户反馈对小课框架与内

容进行完善。旨在帮助学生提高信息素养，获取信息利用的知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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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重点课题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 《医学

文献检索》小课设计”

１　引言

医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医学文献检索课程课时

数有限，基于目前 “泛在化”学习环境进行 “知识

碎片化”学习平台建设势在必行。微信作为新兴的

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以其操作的便捷性、人际交流

的高时效性、内容推送的丰富性和消息传递的精准

性成为目前国内公众主要交流工具［１］。２０１８年微信
用户总数已超过１０亿。微信公众平台的富媒体性、
便利分享性、平台开放性等为知识碎片化学习平台

建设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２－４］。国内已有基于微信

公众号开展的 “解剖学”、 “医学遗传学”及 “计

算机应用基础”等高校专业课与通识课课程建设与

研究设计［５－７］。由于外国人不用微信，所以检索到

的国外发表的关于微信用于教学的英文文献作者大

部分是中国人，如清华教育在线及同济大学等高校

采用微信公众号进行课程建设。以上研究均显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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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作为即时互动平台显著提高学生互动参与

比例及学习满意度［８－９］。尽管国外没有微信用于医

学教育的研究，但很多医学教育研究者尝试将 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交工具广泛应用于

医学教育领域且成果显著［１０－１２］。

通过广泛调研文献，未见国内外高校有基于微

信公众号的 “医学文献检索”微课设计与实现。目

前国内相关微课设计主要方式是录制视频后发布于图

书馆网站、课程网页、嵌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或在中

国大学慕课、学堂在线或网易公开课等商业性网络课

程平台上发布［１３－１６］。这些以较大视频形式呈现的微

课，在手机上容易耗费流量，增加付费负担，学习

成本及门槛相对于微信公众号而言略高。本研究基

于微信公众号将 “医学文献检索”知识点细化成阅

读时长５分钟以内的小课后每日进行推送。同时在

小课用户学习交流微信群进行推送。通过后台统计

的用户分析、菜单分析、图文分析、问卷分析等功

能进行用户行为与需求分析［１７］，收集用户反馈信息

对小课框架与内容进行完善。

２　检索微课设计、推广与需求分析

２１　概述

微信公众号有３种类型：服务号、企业号及订

阅号。其中服务号旨在为用户提供服务；订阅号旨在

为用户提供信息；企业号旨在帮助企业、政府机关、

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与员工、上

下游合作伙伴及内部ＩＴ系统间的连接。个人只能申

请订阅号。本研究申请的是微信公众订阅号。每天

（２４小时内）可以发送１条群发消息。基本功能包

括自动回复、自定义菜单、留言管理、投票管理、

页面模板、赞赏功能、原创管理等，也可在此基础

上添加更多功能插件。其中自动回复是用户根据指

定关键字，主动向公号获取常规消息；留言管理是

公众号针对用户的特殊疑问，为用户提供１对１的

对话解答服务。

２２　形式设计

２２１　菜单设计　一级菜单包括 “全部小课”、

“免费资源”及 “文献求助”。“全部小课”的子菜

单 （二级菜单）包括 “全部小课”、 “近期小课”、

“核心期刊”、“加群学习”、“小课搜索”；“免费资

源”的子菜单包括 “免费教程”、免费软件”、“今

日福利”、 “本周总结”； “文献求助”的子菜单包

括 “需求调查”、 “查同义词”。其中 “小课搜索”

是利用微信公众号自带的检索与浏览功能为小课用

户提供检索服务。

２２２　自动回复　关键词回复包括 “关键词 Ｓｉ
ｎｏＭｅｄ”、“ＰｕｂＭｅｄ”、“影响因子过滤器”等。用户
在公众号主页输入关键词，即可获得百度网盘链接

网址。百度网盘预先存储相应音频、视频及其他文

本文件资源，通过分享链接功能将链接地址复制

后，在关键词回复中回复形式选择 “文字”后粘贴

后保存即可。收到消息回复：当收到用户信息时，

回复文字 “您好！我会尽快回复的！”。被关注回复

内容是 “谢谢您关注本公众号，每日医学文献检索

小课更新，回复 “大礼包”可获取文献及知识管理

工具大礼包，回复 “文献求助”可下载中文文献全

文，每日３篇。在公众号主页———文献求助———需
求调查中填写５道题的小问卷告诉小编您的学习需
求，谢谢！”通过被关注回复的设置，可将用户引

入调查问卷填写及免费下载软件环节。

２２３　留言管理　每日制作小课，设置定时推
送，同时在电脑端在线处理用户留言。

２２４　投票管理　发布调查问卷，调研用户需
求。目前进行的一项调研为新的一年对 “医学文献

检索”小课有哪些期待？设计６道多选题。
２２５　页面模板　订阅号每日只能群发１条消息，
用户没有及时查看，可能就此错过。通过制作页面

模板可生成网址，以便在自定义菜单时以网页的形

式展现给读者。如 “全部小课”可将所有已经发布

的小课通过页面模板结集制作后以微网页形式发

布。而 “近期小课”即每周课程也通过页面模板去

集中展示。

２３　内容设计

每日制作５分钟阅读量的医学文献检索小课，

加入与每日课程相对应的音频及视频，供学生在有

无线网和需要耗费流量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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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日对本周小课内容择其要点进行简单总结回

顾。以传统教学内容为基础，添加互动反馈意见并

加以汇总后灵活增加授课内容，而不是仅仅填鸭式

教学。传统教学内容以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本专

科生主要授课内容为主线及脉络，在小课建设之初

即发布给学生。包括文献检索基础知识、主要中外

文文摘型、全文型及引文数据库检索方法、文献及

知识管理工具简介及综合案例分析。

２４　推广及信息推送

２４１　 丁 香 园 论 坛 发 帖 推 广 　 丁 香 园

（ｗｗｗｄｘｙｃｎ／）是中国最大的面向医生、医疗机

构、医药从业者以及生命科学领域人士的专业性社

会化网络，提供医学、医疗、药学、生命科学等相

关领域的交流平台。在 “论坛科研与学习交流区”、

“检索知识与求助区”这两个版块发布主题帖推送，

宣传微信公众号以便吸引医学学科用户关注。

２４２　课堂及讲座推广　在实际授课课堂尤其是

研究生教学课堂，将公众号简介及二维码嵌入授课

讲义，引导学生关注微信公众号，加入小课微信群

进行交流。

２４３　微信群信息推送　用户可在二级菜单通过

扫描二维码加入微信小课群。每日小课内容除定时

群发推送给所有用户外，还会推送至微信小课群用

户。一方面可增加小课阅读量，另一方面可加强教

师与学生的及时互动及反馈。

２５　后台统计数据挖掘与分析

定期收集微信公众号后台投票管理统计数据及

微信公众平台每日推送给管理员的用户分析及图文

分析数据，进行用户行为与需求分析，及时调整完

善内容。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概述

微信公众号医学文献检索小课 （ｙｘｗｘｊｓｘｋ）于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正式上线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４日，已

有用户２０００余人，发布小课１９周共计１００余份，

公众号后台小课素材累计２００余份，微信群用户累
计６００人。为获取用户反馈信息，于 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２４日进行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上线至今的阶段性用
户分析、图文分析、菜单分析及投票管理分析。

３２　用户分析

通过对用户关注数据分析发现，新增用户数量

每日５０人以上时采用的推广方式有： （１）授课教
师３次课堂推荐，分别新增用户２７３位、７１位、５１
位。（２）朋友圈３次发布，分别新增用户１６６位、
１０８位、９４位。（３）两次讲座推荐，分别新增用户
８５位、６３位。

３３　图文分析

３３１　图文阅读次数　共计２６０３８次，其中公众
号会话８４３７次，占比３１２％；好友会话４７３３次，
占比１７５％；朋友圈阅读９１５次，占比３４％；其
他１１４３０次，占比４２３％；微信 “看一看”阅读

９６次，占比 ０４％；微信 “搜一搜”阅读 ４２７次，
占比１６％。
３３２　图文阅读人数　共计１１７７５人，其中公众
号会话５１７２人次，占比４３９％；好友会话３３０２
人次，占比 ２８％；朋友圈阅读 ８５５人次，占比
７３％；其他方式阅读１８０５人次，占比１５３％；阅
读历史消息２００人次，占比１７％；微信 “看一看”

阅读８７人次，占比 ０７％；微信 “搜一搜”阅读

３５４人次，占比３０％。用图文阅读总次数除以图文
阅读人数可知每篇小课平均被阅读２２次，以公众
号会话及好友会话方式为主。

３３３　热门小课　为了解哪些小课或知识点更受
用户关注，筛选出图文阅读人次数在３００次以上的热
门小课９个，按阅读人次数进行降序排列，见表１。

表１　图文阅读人次数３００次以上的热门小课概况

排序 发布时间 标题 阅读人次

１ ２０１８－１０－０６ 百度学术———保持学习

的态度

８８０

２ ２０１８－１０－０７ 你知道吗？在百度学术

上能进行开题分析

５６３

３ 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如何在ＰｕｂＭｅｄ中获取免
费全文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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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４ ２０１９－０３－０３ 第十六周小课总结 （关

于ＰｕｂＭｅｄ）
４３８

５ ２０１８－１０－０９ 你用过百度的翻译吗？ ４２６
６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你知道吗？在百度学术

上能进行论文查重

４２２

７ ２０１９－０１－１１ 从零开始学习医学文献

检索：检索步骤

３６９

８ ２０１８－１０－１５ 百度学术高级检索案例 ３５３
９ ２０１９－０３－０４ ＰｕｂＭｅｄ基本检索状态下

的检索技术４：字段检索
３３０

３４　菜单分析

从公众号管理后台下载最近３０天即２０１９年２
月２３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４日菜单分析数据，见表２。
菜单点击次数及菜单点击人数最多的 ３项分别是
“全部小课”、 “免费教程”及 “核心期刊”；而人

均点击次数最高的３项分别是 “全部小课、 “本周

总结”及 “今日福利”。

表２　菜单分析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３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４日）

１级菜单 　２级菜单 菜单点击次数 菜单点击人数 人均点击次数

全部小课 　全部小课 ２３８ １４０ １７

续表２

　近期小课 ５４ ４９ １１

　核心期刊 ８０ ７６ １０５

　加群学习 ２６ ２４ １０８

　小课搜索 ３４ ２８ １２１

免费资源 　免费教程 １２１ １０８ １１２

　免费软件 ５４ ５３ １０２

　今日福利 ４１ ３１ １３２

　本周总结 １３ ９ １４４

文献求助 　需求调查 ４８ ４３ １１２

　查同义词 ２５ ２１ １１９

３５　投票管理

调查问卷主题：新的一年对 “医学文献检

索”小课有哪些期待？在线投票发布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０１月１１日 １５：４６－２０１９年 ０２月 １５日
００：００，共有 ５１位用户进行投票 （可多选）。

从第１题到第 ６题逐项分析及结果降序排列情
况，见表３。其他用户反馈情况，包括用户在微
信群及与教师个人提问及互动，均可在第一时间

获得小课教师的帮助。

表３　调查问卷结果

序号
您希望学到哪些内

容？

您希望小课的最佳形

式是怎样的？

您 希 望 第 １期
（年）小课结束后，

小课集结出版为以

下形式吗？

您希望一个完整内

容介绍完毕后，以

怎样的形式总结比

较好？

您在平常工作、学习及

科研过程中碰到的最大

检索难题 （或困惑）是

什么？

您在平常工作、学

习及科研过程中碰

到的最大检索难题

（或困惑）是什么？

１ 数据库检索技巧

（３７票，１８％）
图片＋文字＋录音＋
视频 （３９票，４６％）

若干短视频

（３２票，４４％）
每周小结

（２５票，３１％）
总是漏检：需要的总是

检 索 不 到 （４２ 票，
３３％）

群主在微信群推送

今日内容 （３３票，
４２％）

２ 系统评价及 ＭＥＴＡ
分析的检索方法

（３３票，１６％）

录播

（１８票，２１％）
小课数据库

（２３票，３２％）
ＰＰＴ讲义自学复习
（２２票，２７％）

总是误检到不需要的信息

（３２票，２５％）
被标题吸引

（２９票，３７％）

３ 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

（３３票，１６％）
直播

（１１票，１３％）
１本书
（１７票，２４％）

ＰＰＴ动画
（２１票，２６％）

不知该查哪些数据库

（３０票，２４％）
每天都主动查看

（１３票，１７％）

４ 获取全文的方法

（３３票，１６％）
图片＋文字
（９票，１１％）

其他形式请在公众

号 留 言 （０ 票，
０％）

直 播 （１３ 票，

１６％）
本机构总是没有数据库

访 问 权 限 （２３ 票，
１８％）

每天 ７点被订阅号
叫醒 （３票，４％）

５ 数据库检索方法

（２９票，１４％）
录音＋视频
（５票，６％）

－ － － －

６ 文献检索基础知识

（２２票，１１％）
图片＋文字＋录音
（２票，２％）

－ － － －

７ 综合案例分析

（２１票，１０％）
其他未列出形式，请

在公众号主页留言

（０票，０％）

－ － － －

８ 其他未列出内容，可

在公众号主页留言补

充 （１票，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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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完善建议

从分析数据所了解的用户反馈，可对公众号小

课设计与推广方式进行完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授课教师多在文献检索授课课堂、讲座等场合
进行宣传，除此以外也要在朋友圈及小课微信群及

时进行发布及推广。（２）对 “全部小课”菜单页面

内容进行完善，将每日小课及时添加到 “全部小课”

微页面中，供用户进行系统性学习与复习。（３）对
热门小课内容如百度学术、ＰｕｂＭｅｄ等资源利用进行
深入探讨、挖掘与扩展。（４）在介绍数据库时通过
图片、文本、音视频等多种形式着重突出数据库检索

技巧。结合案例介绍提高查全率、查准率等检索策略

调整的方法。（５）从时间角度 （每周、每月）和主

题角度 （某数据库），通过图片、文字、制作幻灯

片、短视频等进行阶段性小课总结。

４　结语

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为基于微信公

众号的小课开发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和应用环境。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小课设计，将知识切分成每天阅

读５分钟的完整知识点，更符合现代医 （学）生的

学习习惯、需求和特点。建立微信小课群增进了师

生互动。微信公众号后台统计功能及用户浏览查看

及回复等数据，为小课内容及形式的完善建设提供

了参考依据。小课的积累也可为制作大课讲义准备

充分的素材，大课需要素材时可随时随地从小课中

取用后围绕培训专题进行组合。小课课程建设不仅

有利于学生挤出每日零散时间获取信息素养教育，

而且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用户信息素养

教育是图书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８］，文献检索课

教师应做到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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