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检索课堂抛锚式教学探索

郝　倩　虞颖映　朱瑞英　奚莱蕾

（杭州医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３）

〔摘要〕　介绍抛锚式教学发展情况及特点，以文献检索教学为例，阐述基于思维导图的抛锚式教学模式课
堂设计，包括教学目标、内容、实施环节和教学评价，提出相关建议，包括灵活合理选择 “锚”点、转变

传统教学模式中师生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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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校大学生

信息行为发生显著变化，传统文献检索教学局限性

日益显露，教学效果不显著。将抛锚式教学模式引

入文献检索教学，以思维导图绘制为任务驱动，尝

试进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激发学生兴趣，

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

境［１］，以提高文献检索教学效果。

２　抛锚式教学

２１　概念

抛锚式教学是由美国约翰·布兰斯福德及其项

目组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发的一种学习和教学策
略，何克抗２１世纪初最早将其引入我国教学应用。
抛锚式教学是一种在构建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技术学

为基础的教学范式，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

即师生协作式构建的过程。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

客观世界源于主体自身构建，个人经验及对经验解

读不同，对世界的理解也不同，为个性化抛锚式教

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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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特点

抛锚式教学中 “锚”是指事先创设的真实事件

或问题情景，支撑课程与教学实施。 “抛锚”即确

定这类真实事件或问题的过程，是教学进程的前提

与核心条件。抛锚式教学具有教学情境真实性、教

学过程互助性和教学目标开放性等特点，认为解决

问题的过程就相当于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价［２］，教学

评价由学习过程评价、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组成，

目的在于激发学生自主性、创造性和合作性学习。

３　课堂设计及案例分析

３１　概述

思维导图是一种可视化表达发散性思维的图解

工具，将其作为 “锚”引进文献检索抛锚式教学课

堂，围绕思维导图绘制过程即 “抛锚”主导教学内

容和进程，探讨优化文献检索课堂教学的新路径和

新模式。

３２　教学目标

转变文献检索教学定位，加强自身学科建设，探

索 “推动合作探究式学习，倡导任务驱动学习”教

学新模式。在教学方式上探索以 “学生为中心”的

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教学内容上

根据不同教育阶段确定核心内容并做适当拓展思维

训练；教学技术上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自主

学习，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３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为思维导图和文献检索相关知识，主

要是文献检索理论知识，包括元概念、文献类型及

特点、文献检索原理、检索方法和途径及检索效果

评价等。

３４　教学实施

３４１　概述　以２０学时的 “医学文献检索”选修

课为例，授课对象为３０人临床专业本科１年级新生。

８学时为医学文献检索的理论知识简介，１２学时为具

体应用和实践。参考书目选取人民卫生出版社本科临

床 “十三五”规划教材 《医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第５版）》。实施过程分为课前准备、创设情境、

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评价总结５个阶段。

３４２　课前准备　课前环节实施主体主要是教师。

首先，了解学生上课人数、专业情况以及总体信息素

养和知识水平，划分若干个５～６人小组，由小组成

员推选一名组长协助教师监督评价教学过程。其次，

根据具体课程内容选择适宜的 “锚”。基于思维导

图特点要求，以上选定的案例锚点选择绘制概论部

分为宜，主要涉及选定参考书目的前３章。

３４３　创设情境　这一阶段是 “抛锚”。结合选

定的 “锚”绘制医学文献检索概论思维导图，明确

课程教学具体目标、要求和内容，设计学生参与教

学的实施计划和步骤。教师帮助学生构建教学任务

的真实情境，简要介绍课堂考评方式，以通过具体

评价指标提升教学实施效果。

３４４　自主学习　通过前期准备和 “抛锚”，教

师引导学生建立自主学习内容框架，为学生提供

自主学习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法，学生明确具体

教学任务及其过程中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对此主

动展开学习活动。基于思维导图的文献检索抛锚

式教学课程，学生在掌握文献检索基本知识和理

论的同时还可扩展思维导图和抛锚式教学模式相

关内容。

３４５　协作学习　构建主义理论认为新知识的获

取和学习是通过自身现有认知决定的，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个体自主学习存在局限性，协作式学习显得

尤为重要。协作式学习可保证学习内容尽可能系统

和全面，鼓励学生与教师、同学讨论交流发现的知

识盲点或问题，有助提升学生合作能力和团队精

神。该环节主要针对自主学习阶段存在问题进行头

脑风暴，由学生分组设计实施。

３４６　评价总结　教学实施的最后一个环节，主

要进行教学成果展示和效果评价。从小组和成员两

个维度定性、定量评价课堂效果，通过分组进行学

习汇报、组长对组员打分、小组之间评价打分和授

课教师对小组及组员打分等方式形成设计小组成果

汇报评价表和小组协作评价量表，通过不同权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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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得出总成绩。小组成果汇报评价表针对汇报人所

在小组的成果进行评价，对汇报人的评价还需在小

组内分配；每个小组有多张评价表，最后取平均值

为最终得分。定性指标主要是开放式思考和问答，

内容包括评价者在听取他组汇报后所想问题以及被

评小组优点和需改进之处；定量指标包括１级指标

４个，对应若干２级指标，见表１。小组协作评价量

表是小组成员间互评量表，包括 “对小组活动问题

解决的贡献”“个人分工完成情况”“讨论与聆听”

和 “对团队协作贡献”４个指标，分为优、良、

中、差４个等级。

表１　小组成果汇报评价

１级指标 ２级指标

作品内容水平 观点明确，设计方案有一定创新性 （１５分）

（５５分） 逻辑合理，条理清晰 （１０分）

正确表达多个概念及其关系，无明显知识性错

误 （１０分）

内容完整，尽可能全面反映主题 （１０分）

突出所选择主题 （１０分）

作品制作水平

（１５分）

能恰当地使用信息技术，如制作软件、音频、

视频 （５分）

版面合理 （４分）

界面美观 （３分）

无链接、展示错误 （３分）

汇报者表现 表情自然，仪态得体 （２分）

（１０分） 表达清晰 （２分）

回答问题有针对性 （４分）

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２分）

协作学习表现 小组成员能共享资源、团结协作 （６分）

（２０分） 回答问题时组员间能发挥合作精神 （７分）

小组成员给予其他小组帮助 （７分）

３５　教学评价

抛锚式教学主张 “以学生为中心”，实际上是

以学生的情感体验驱动教学进程，学生对课堂的好

奇心和热忱决定了教学效果，是关键影响因素。教

学评价侧重学生体验并由其实施，采用定性和定量

结合的方式贯穿在学生课堂参与过程中。教师针对

学生自评和他评中呈现的数据进行分析，测评课堂

设计实践转化效果，间接了解学生参与学习的情况

和感受，审视课堂教学成败得失，从而改进教学策

略和方法。除情感体验外学科建设相关评估指标也

是抛锚式教学评价机制的重要部分。教学过程中加

大学科宣传力度以树立并加强学生文献检索学科意

识，更好地促进学科创新发展。

４　建议

４１　灵活合理选择 “锚”点

抛锚式教学模式中 “锚”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

授课教师要做好充足的课前准备，结合授课具体内容

和对象灵活选择，更好体现个性化、一对一教学设

计。思维导图应用情境选择及其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学

生兴趣点，同时也受教学内容及其知识点系统性、逻

辑性影响。文献检索课概论部分涉及检索原理等系统

性和逻辑性较强的知识点，利用思维导图工具将学生

对课堂内容吸收的隐形知识输出外显，构建知识图

谱，符合构建主义理论要求，同时也有助训练学生发

散性思维，为后续文献检索课程有效开展抛锚式教学

奠定基础。反之，在文献检索教学技能应用部分选

择绘制思维导图作为 “锚”点则事倍功半；围绕具

体应用从学生角度思考挖掘参与性、操作性和实用

性强的场景设置 “锚”点更行之有效。

４２　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中的师生定位

抛锚式教学中学生角色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参

与、自主探索，由独立学习变成协作分享，在教学

评价过程中进行自评和他评，激发学习动力和兴

趣，培养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抛锚式教学以学

生为中心，对教师要求更高。学习状态受学生情感

体验、态度和价值观影响，如何调控学生学习状态

是抛锚式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关键职责，是影响课堂

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教师是情境的设计者，不仅

传授文献检索知识和技能，更应为学生树立新的信

息观，是学生的引导者、协作者和鼓励者，应更多

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情感。

４３　以学科建设视角开展文献检索教学

随着信息获取和利用方式发生实质性变化，文

（下转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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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对此一方面可加强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与

交流，应用学校已有的创新实践基地或平台鼓励学

生进行科研实践；另一方面可组织并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企事业单位开展的数据分析类竞赛，以赛促

学，提高其实际运用知识能力、开拓视野，同时通

过比赛检验人才培养效果、拓宽学生就业面。此外

还可与医院临床信息化应用项目加强合作，提升学

生临床诊疗数据挖掘与利用能力。

５３　关注研究生信息技能需求变化［４－５］，重视师

资队伍信息素养提升

　　每名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习经历、个人基础
知识等方面不同，其在信息技能需求上有所差异且

动态变化。教师应及时了解学生信息技能需求变化

并不断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以适应教学需要。教师信

息素养水平直接影响信息科学教学质量，教师应加

强医药知识以及前沿信息技术学习，为知识传授奠

定坚实理论基础；积极投身到中医药领域科研实

践，明确医药工作者、研究人员对信息技术的需求

以及临床应用方向，为实践演示积累典型应用案

例；教学团队应定期开展教学研讨，分专业、分层

次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目标，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以满足学生信息技能学习需求，全

面提升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本专业领域科学研究

的能力。

６　结语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使

命，通过中医药类研究生对信息技能的需求调查与

分析，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生教学改革的方向与目

标：以需求为导向，加强研究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培养，着力为中医药领域输送学科交叉的高级复

合型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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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邮件出版社，２０１８．

４　郑南，夏凯雨，闫朝升中医药院校临床专业学生信息

素养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９，４０（５）：９０－９３．

５　卢小莉研究生科研信息需求与信息行为研究———以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为例 ［Ｄ］．合肥：安徽大学，２０１０．

（上接第９２页）
献检索教学理论知识和技术创新发展日益重要。在我

国现行学科分类目录中，文献检索课隶属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类目，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具有较强理论

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

本保障，文献检索教学队伍除了需要具备应用性专业

背景外还应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科研创新能力，

具有较好的学科思维和站位，能够从学生视角建立学

科意识，宣传和普及文献检索课程自身学科属性，提

高课程吸引力，从而培育更多专业人才，形成良性发

展机制。此外应转变教学理念，文献检索是一门培养

学生获取利用信息能力的必修课，是方法学教授而不

是培训班。应引进新的教学模式，结合当前学生需求

和兴趣，动态调整教学大纲内容体系，强化学生参与

性，以提升文献检索学科竞争力。

５　结语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能力成为评价人才的重要因

素，信息素养教学越来越引起重视。文献检索课作为

高校信息素养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

重视，教学效果不理想。传统教学模式和内容制约学

科建设和发展，文献检索教学应转变工具性课程定位，

创新教学模式，丰富学科属性，以促进自身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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