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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信息素养内涵及外延，通过可视化软件，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国内外医学信息素养研究
现状，阐述思维导图在提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方面的应用情况和设计方案，为建设智慧图书馆、提高信

息服务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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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广泛应用，医院图书

馆如何引导医务工作者精准获取高质量信息，提升

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能力，已成为首要任务。思维

导图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办公软件，应用于各行各

业。医院图书馆可通过思维导图构建数字化时代下

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提升的工作流程及体系，以期

有针对性地提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能力，从而为

公立医院高质量人才培养提供思路。

２　信息素养内涵及外延

信息素养即 “个体能够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

以及对信息进行检索和评估的能力”［１］。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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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意识、信息情感和

信息伦理道德。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健康卫生领域

广泛应用，对医务工作者获取信息的能力要求与时

俱进。

３　国内外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研究进展

３１　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
日期为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日期选择发表至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中文主题为 “信息素养”和 “医学”，相关

论文共有 ９１０篇，以检索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检索到７９５篇文献。使用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软件比较国内
外研究内容的差异，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贡献程度

进行分析，可知国外研究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医

学生培训与教学、图书馆建设、健康知识传播以及

信息获取等方面。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对

于信息服务的教育教学、健康信息知识获取以及信

息技术应用有了更广泛的研究，见图１、图２。

图１　国内外信息素养发表文章篇数

图２　国内外信息素养关键词贡献比较

３２　研究情况

国外以高校学生信息素养作为研究重点。Ｃａｒｒ

Ｓ等［２］依据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标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ａｎｄ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ＺＩＩＬ）”定义的医学生信息素养技能需

求，通过对一年级医学新生信息素养进行调查，评

估医学生信息素养增强计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ＩＬＰ）的有效性。Ｃｏｎｗａｙ

Ｋ［３］通过发布调查问卷，对新入学本科生和研究生

信息素养能力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学生类别、年龄

和前期受教育水平、学习经验与学生信息素养能力

之间存在关联。因此了解学生的水平对于开展信息

素养能力的教育至关重要。ＨａｎＪ［４］对澳大利亚高校

中来自中国的研究型硕士信息素养状况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显著的信

息素养技能问题，说明我国信息素养教育仍然存在

不足。ＣａｒｌｙｌｅＲ等［５］针对医生将自身获得信息和健

康知识转化为患者教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不

论是提升个人科研能力还是患者教育，都要求医务

工作者具有较高信息素养水平。

国内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信息素养的理论研

究，如评价体系以及设置信息素养评价指标［６］。实

践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信息素养的掌握水平等方面，

且调查研究目标群体主要为在校大学生［７］，针对医

务工作者的实践研究较少。目前影响其提升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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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素养的原因主要有此前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工作

年限、个人学习能力等［８］。随着网络信息环境以及

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图书馆应从检索资源选

择、检索策略制定以及文献管理工具应用３方面探
讨医生信息素养提升［９］。

４　基于思维导图提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

４１　思维导图概念

思维导图 （ｍｉ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
由英国托尼·巴赞在脑神经生理科学研究的基础

上，类比自然万物放射性性状，逐渐形成的关于放

射性思维及其图形表达的研究成果。该理论核心是

以图的方式来表现发散性思维［１４］。针对发散性思

维，采取头脑风暴的方式将发散的思考过程记录下

来绘制成图［１５］。随着思维导图软件的汉化普及，该

技术已运用到医疗、教育、图书情报等各行各业。

而信息素养作为读者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不仅涉

及教育对象的定位、服务平台的选择，还涉及培训

内容设计、教育团队打造等，因此选用思维导图可

以直观呈现信息素养架构的各方面元素。

４２　思维导图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

思维导图目前已应用于图书情报领域。该方

法可视化程度高，可针对头脑风暴后产生的观点

建立不同层级，随时添加跳跃性元素构建一个信

息的关联网络。通过关联网络还可以链接文本、

网页、图片等多种类型的实体资源，从而构建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展示主题、资源实体和关联的语

义知识网络图片，应用于学科服务以及学科知识

检索、通过和文献管理软件相结合完善资源管

理［１６］、用户学习以及教学等方面［１７］。思维导图还

可在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中应用，从而提升

中国
"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
ｂｒ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ＬＩＳ）的馆际互借与
文献传递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１８］。此外，思维导

图联合其他知识图谱可细化图书馆指南和资源的

视觉路径，从而提升到馆体验［１９］。利用思维导图

培养高校馆员职业能力，有助于其制定职业生涯

规划、提升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并提供个人知

识管理方法等［２０］。

４３　思维导图法提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

４３１　概述　本文运用思维导图的方法，以提
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为中心，构建相应的思维

导图模型，依据此模型从 ４方面创新设计方案，
见图３。

图３　图书馆提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服务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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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教育对象精准定位　医务工作者的信息获

取需求随年龄、学历和职称水平不同而变化。如果

全面开展精准的信息素养教育，还需进一步针对教

育对象的基本信息、此前所受信息素养教育、获取

信息习惯和手段等情况进行更加详细的调研。针对

不同需求设计不同教学大纲，选取教学内容，以此

保证因材施教，节省学习时间成本，有针对性地提

升培训对象的信息素养。

４３３　服务内容精准设计　培训内容是提升医务

工作者信息素养的重点。针对医务工作者的培训，

在资源介绍上应以专业数据库为主，辅以开源获取

资源，针对不同需求推荐不同资源类型。在对培训

对象精准分类和信息需求精准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个

性化服务内容。针对医务人员对专业检索策略了解

不够的问题，开设专业的检索策略课程以提升医务

工作者信息检索能力。

４３４　教育团队精准打造　开展优质的信息素养

教育需要打造一支优秀的培训团队。针对参与率

低、参与培训人员时间不确定等情况，可配备不同

培训团队，开展课程之前进行问卷调查或通过其他

方式进行授课对象调研。依据老中青的年龄段分层

组建培训团队。收集医务工作者的个人情况，按照

参与时间以及可接受的培训方式进行分类，从而有

针对性地选择培训方式。例如，青年医务人员临床

任务重、时间分散、网络操作能力强，可选用青年

教师为其授课，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灵活多元地

为青年医务工作者提供资源介绍和检索技巧的授

课。对于具有更深层次需求的中青年科室核心骨

干，应针对其专业领域信息挖掘和学科建设等重点

进行培训，使培训内容嵌入到申报课题、课题和学

科定位等方面；此外，依照 “因材施教”原则，尽

量兼顾教师专业背景及其所教医务工作者的特点来

分配教师团队。

４３５　服务渠道精准对接　随着互联网的互联互

通，越来越多医务工作者选择线上会议模式。信息

素养教育可引入线上平台，对时间紧和任务重的医

务工作者，可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即时通信

工具的作用；利用医务工作者对视频网站、微信、

视频会议等社交媒体的关注，通过提供 “精准智慧

型”培训方式，打造灵活多样的学习模式和平台，

解决医务工作者集中学习难、定向学习难、成果反

馈难的问题，让学习更得其 “道”。此外，组织

“微型工作坊”，定期组织线下的头脑风暴和检索沙

龙，集中解答普适性问题或宣传图书馆新引进资

源；构建专属工作坊，增加培训团队与医务工作者

的线上线下互动。

５　结语

医务工作者的信息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本文利用思维导图提出医院图书馆应从教

育对象精准定位、服务内容精准设计、教育团队精

准打造以及服务渠道精准对接等要素入手，进行精

准化课程内容设计以提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通

过一系列有益的方案实施，提升医务工作者的信息

获取能力以及临床诊疗能力，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此外，进一步加强读者与图书馆员的沟通交

流，打造智慧图书馆，满足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

景下对医学图书馆信息技术服务水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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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１（４２）：１２１－１３５．

４　ＨＡＮ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２０１２，６（１）：３－１７．

５　ＣＡＲＬＹＬＥＲ，ＧＯＳＷＡＭＩＬ，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ｔａｆ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２０１４—２０１９［Ｊ］．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１，３９（１）：３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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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吴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Ｄ］．

太原：山西大学，２０１９．

７　罗艺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 ［Ｄ］．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２１．

８　尹娜，谢丽大数据背景下医护人员信息获取途径及影响

因素分析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９，１４（８）：３９－４１．

９　邵思蜜，文漪从专业检索的角度谈医生信息素养的提

升 ［Ｊ］．医药与保健，２０１４（１２）：１４１－１４２．

１０　崔月婷，柴培钰，时小莹，等大数据背景下医务工作

者医学信息素养与情报服务需求 ［Ｊ］．中国卫生产业，

２０２０，１７（３４）：１４－１８．

１１　梁瑞晨，刘延淑，胡敏，等四川省三级甲等医院手术

室护士信息素养水平调查 ［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２１，３６

（２２）：３５－３８．

１２　占艳，晏峻峰，刘青萍，等新医科背景下中医药类硕

士研究生对信息技能的需求调查与分析 ［Ｊ］．医学信

息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２（５）：８６－８９．

１３　郑微，李金伟，陈晶临床医生信息素养现状调查及影

响因素分析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２１，３０

（２）：４８－５２．

１４　曹莉，徐翠，曹向阳思维导图联合多媒体ＰＰＴ课件在

急诊科护士创伤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Ｊ］．

护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２１，１８（１７）：２６６０－２６６３．

１５　ＥＶＧＥＮＩＹＶＴ，ＮＡＴＡＬＩＡＮＭ，ＶＡＬＥＲＩ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ｄａｔ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６－１５］．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ｏｍ／ｆｉｌ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９／２２３４／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９＿２２３４＿ｐｄｆ＿１００ｐｄｆ．

１６　ＦＯＵＲＩＥ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ＩＭ），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ｉｎｄｍａｐｓ：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ｉｂｒａｒ

ｉａｎｓ［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ｉｔｅｃｈ，２０１１，２９（４）：７６４－７７１．

１７　韩永青高校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可视化研究———学科思

维导图绘制 ［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１，２９（８）：１２６２－１２６７．

１８　杨雪萍思维导图在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中的应用

———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ＣＡＳＨＬ服务为例 ［Ｊ］．大

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２）：６６－７１．

１９　ＬＩＵ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ａ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ｖｉｓｕａｌｐａｔｈｔｏ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２０，３８

（５）：９４３－９６２．

２０　彭迪，常红思维导图方法提升高校图书馆员职业能力

探析 ［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０（５）：１０１－１０５．

（上接第８８页）
由图书馆依据学校实际需求搭建的 “一站式服务”

专题库平台能够为医学专业人员提供全面、权威、

最新的生物医学文献信息，有助于科研人员节约时

间、提高科研效率。后续还将在专题知识库检索结

果的多维度可视化分析与揭示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和完善，并努力拓展本系统的服务范围，为医学从

业人员及时获得各种专业性更强、更加精准的信息

服务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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