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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国内两所中医药大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开展中医药高等院校以图书馆为主体的信息素养
教育实践探索调查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为中医药高校构建高信息素养人才的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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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３３８０３６）；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 “中医医院住培医师信息素养培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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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素质也称信息素养，该理念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引入我国后相关研究逐步开展［１－４］。２００３年皮
介郑［５］提出高校应重视信息素质教育并将其充分融

入学科教育中。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

校图书馆规程》明确指出： “图书馆应重视开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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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信息素质课

程体系建设，完善和创新新生培训、专题讲座形式

和内容”［６］。严丹和徐亚苹［７］强调高校图书馆应开

展信息素养教育和学科研究支持等相关工作，有利

于打造 “服务、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新型图书

馆架构，推动高校图书馆向教学科研机构转型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展大量探索

性工作和实践研究［８－１４］，如张晓艳［１５］以广州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为例，通过用户满意度调研结果分

析，提出加强师生文献信息素养培养、助力科研创

新能力提升是现代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的重要内容

之一。本文以国内两所中医药大学为例，开展问卷

调查，对中医药高等院校以图书馆为主体实施信息

素养教育的实践进行探索，对比不同院校优势与特

色。

２　国内两所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实践与调查研究

２１　资料与方法

２１１　问卷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以参加

信息素养教育 （培训）的教职工、博硕士研究生

以及本、专科生为调研对象。２０１８年在北京中医

药大学范围内进行试测，结合专家反馈对不同院

校问卷内容进行修改。２０１９年７月通过问卷星电

子平台开展正式问卷调查。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回

收有效调查问卷 ７１１份，其中北京中医药大学

（以下简称北中医）５０５份、浙江中医药大学 （以

下简称浙中医）２０６份，组成本次调查的样本

数据。

２１２　问卷设计　在前期专家咨询和文献研究

基础上，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３个方面：调研

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年龄、计算机

水平、外语水平、是否具备文献检索基础知识

等；调研对象对大学已购数字资源的了解与使用

情况，共５道题目，其中 ３道单选题、２道多选

题；调研对象对以图书馆为主体开展信息素养教

育 （培训）的预期，共 ５道题目，２道单选题、

３道多选题。

２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调研对象基本信息　两所高校调研对象

中，教职工人数均明显少于在读学生，如北中医

仅有６名教职工参与调查，在总数 ５０５人中占比

仅１１９％；浙中医教职工参与比例较高，共 ２１

人，占总数２０６人的１０１９％。两所高校参与学生

中，博士研究生占比均为最低，北中医、浙中医

分别为７８２％、４８６％；北中医硕士研究生参与

率最高 （７８７６％）、本专科学生参与人数偏少

（１３４２％）；而浙中医的本专科学生参与情况良好

（５１３５％），甚至略高于硕士研究生 （４３７８％）。

年龄分布中，２１～３０岁范围内的人数在两所高校

中占比均高于 ７５％，北中医占比高达 ９１０９％。

而在计算机水平和外语水平中，大多数调研对象

在 “生疏、一般、较熟练、非常熟练”４个选项

中选择 “一般”。针对 “是否具备文献检索基础知

识”的问题，北中医超过 ７０％的调研对象选择

“有一些了解”，仅有６５３％认为 “具备文献检索

的基础知识”；浙中医有近 ３３％的人员选择 “具

备文献检索的基础知识”。

２２２　调研对象对高校已购数字资源了解与使

用情况　结果显示在对所在高校已购数字资源的

了解情况与自身使用频率、满意度方面，两所高

校基本一致；但在常用数据库选择上存在较大差

异。首先，两所高校调研对象对已购数字资源

“有一些了解”占比均在 ６０％以上 （北中医

６７１３％、浙中医６１６５％）；“偶尔、经常”使用

数字资源的调研对象占７５％左右，而 “几乎每天

使用”数字资源的人数最少，北中医和浙中医分

别为５７４％和１２４％。在 “现有数字资源是否满

足需求”一题中，大多数调研对象都认为可以满

足，选择 “不满足”者较少 （北中医９３１％、浙

中医１１６５％）。其次，在最常使用的中文全文数

据库选择中，两所高校研究对象选择占比最高的

均为 ＣＮＫＩ。在最常使用的外文全文数据库选择

中，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异，北中医选择排名前３

位 的 分 别 是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３３０７％）、 其 他

（２７５２％）、读秀百链 （２０７９％），还有 １９６％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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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研对象平时不使用外文数字资源；而浙中医

平时不使用外文数字资源的仅占４３７％，使用最
多的为 ＰｕｂＭｅｄ（６１１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使用者占比
明显少于北中医，见表１。

表１　两所院校调查对象选择中、外文数据库的人数比例

项目

北中医 浙中医

数据库名称 百分比 （％） 数据库名称 百分比 （％）

中文 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９５８４ 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６７９６

万方 １８４２ 万方 ５５３４

维普 ６９３ 超星汇雅电子书服务平台 １６０２

其他 ３３７ 浙江中医药古籍数据库 ８２５

未使用 ０５９ 中医药古籍善本数据库 ５８３

－ － 京东阅读校园版 ５８３

－ － 其他 ４８５

－ － 未使用 １４６

外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３３０７ ＰｕｂＭｅｄ ６１１７

其他 ２７５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３２５２

读秀百链 ２０７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０

未使用 １９６０ 其他 ９７１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６１４ 未使用 ４３７

２２３　调研对象对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培训）的参与情况　针对 “通过何种途径获取图

书馆培训讲座信息”问题，两所高校占比最多的

回答均为 “班主任、班长、同学告知”，在其他途

径方面选择占比情况有较大差异。北中医选择排

名第 ２位 的 途 径 是 “图 书 馆 微 信 公 众 号”

（２５７４％），大约是 “班主任、班长、同学告知”

途径占比 （６６７３％）的 １／３；浙中医虽然选择
“班主任、班长、同学告知”的占比也排在首位，

但仅为４８５４％，紧随其后的有 “学校网站”“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馆主页”等选项，占比都

在３０％上下。在信息素养教育 （培训）频率、师

资、主题和预约培训方式等问题中，两所高校调

查结果表现出高度一致性。最希望的频率是 “根

据读者需求在固定时间内经常开展”，而选择 “１
周１次”的人数很少；希望的培训师资更偏向于
“专职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和科研工作者３者结
合的方式”，占比高达 ７５８４％ （北中医）和

６４５６％ （浙中医）；偏好的培训主题是 “根据不

同需求，如立项前的文献调研、科技查新、学术

论文撰写等，开展专题讲座”，两所院校选择人数

都在８０％以上，紧接着是 “针对每一个数据库资

源及使用技巧开展的专题讲座”；而关于预约培训

方式，两种备选方案占比基本持平，即 “读者个

人向图书馆提交预约申请，当预约达到一定人数

时，通知预约读者培训时间与地点”和 “读者所

在院系、科研团队、教研室向图书馆提交预约申

请，并协商培训时间与地点”。

３　讨论

３１　问卷设计与调查

发放、回收的调查问卷数量，两所院校差异

较大。建议在后续研究中尽量增加调查问卷样本

量。此外两所院校问卷发放时间也需要调整。例

如针对本专科学生，可以在选修课或者公共课开

展期间投放调查问卷；针对博硕士研究生，可以

在不同学术场景、研究阶段进行调查，包括 ９月
的新生入学教育、研究生开题报告、毕业论文主

题培训等阶段，真实反映调查对象信息素养教育

现状。本研究所发放的调查问卷内容是在与图书

馆员、部分在校师生交流、访谈的基础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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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两个院校调查问卷不

尽相同，尤其是 “常用中外文数据库”选项上，

二者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各院校

数字资源建设情况不同，另一方面是各院校师生

对数字资源选择和使用习惯有差异。这种差异可

能与学科偏好、地域特色等因素有关。例如浙中

医 “常用中文数字资源”中选择 “超星汇雅电子

书服务平台”“浙江中医药古籍数据库”“中医药

古籍善本数据库”“京东阅读校园版”４项的人数
占比达３５９３％，超过总数的１／３，这部分读者及
其使用习惯值得重视，尤其是在对中医古籍类数

据库的推广和使用方面。建议今后的调研可以将

数字资源分为几个模块，例如常规通用类、院校

特色类、古籍善本类等，以提高不同院校调查结

果之间的可比性，突出各中医药院校自身特色和

优势。

３２　两所院校调查结果差异分析

３２１　获取图书馆培训讲座信息途径差异分析　
虽然两所院校都是选择 “班主任、班长、同学告

知”这一途径的占比居首位，但北中医和浙中医的

具体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浙中医紧接其后的其他３
种途径占比仅略低于首位途径，包括 “学校网站”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图书馆主页”；而北中医的

这 ３种 途 径 占 比 均 不 高，分 别 为 １６４４％、
２５７４％、１２０８％。此外从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中
可见，浙中医读者获取途径还包括 “图书馆读者

ＱＱ群”“图书馆歌德电子借阅机”“‘文献检索’
选修课老师通知”等，累计占比超过２０％。建议各
院校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增强读者对各类宣传途径的

黏合度，尤其是网站、移动终端等。

３２２　调研对象身份差异分析　浙中医教职工
和本专科学生参与度明显更高，后者甚至略高于

本校硕士研究生参与度，根据与该校图书馆员的

访谈交流，发现该校图书馆开设针对本专科学生

的 “文献检索”“数据库应用技巧”等相关课程，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校本科教育中对信息素养的

重视。

３２３　常用外文数据库差异分析　在 “平时不使

用外文资源”的人数占比方面，北中医几乎是浙中

医的 ４倍，北中医调查对象大多数是博硕士研究
生，在日常学习、科研工作中对外文资源的需求理

应更高，然而调查结果与预测相悖，提示该校应进

一步分析原因，探讨开拓更系统、更高效的研究生

信息素养教育途径，设计专业、个性化的学术场景

应用培训模式，提升研究生应用外文数字资源的主

观能动性和客观技巧性。

４　结语

信息素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是形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

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中医药类院校，应充分

重视信息素养教育。国内各院校应积极搭建该领域

的学术交流与策略讨论平台，促进各学科领域学者

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促进中医药院校信息素养

教育可持续发展。同时充分挖掘中医药院校特色资

源，引入情报学前沿理论与技术，为推进中医药事

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培养优秀人才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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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手机获取个性化移动信息服务需求强烈，

图书馆可针对读者个人信息以及阅读行为等进行数

据挖掘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信息

服务［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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