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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分析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为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材的发展提出优化建
议。方法／过程 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读秀、超星汇雅电子书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为检索平台，统计
１９８４—２０２２年公开出版的医学文献检索教材，深度剖析教材内容、编写队伍、出版和使用情况。结果／结论 目
前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存在医学信息素养认知停滞不前、教学案例陈旧、课程思政元素匮乏等问题。未来应注重

数智化背景下医学信息素养概念的延伸和拓展、教学案例更新、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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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１９８４年 《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

利用课的意见》印发以来，文献检索相关课程在全

国范围内陆续设立，此后，医学文献检索相关教材

编写和课程建设逐步规范化和体系化。尽管医学文

献检索相关教材不断更新完善，但是时代发展也为

医学文献检索课程赋予了新的内容与任务。一方面

数字化和智能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全

球经济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关键时期。随着文献资源

加速数字化和检索平台日趋智能化，传统手工检索

和网络检索的知识和技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强调数字社会背景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要

义，标志着数字素养正逐步取代信息素养成为数字

时代的核心能力之一。另一方面， “课程思政”成

为新时代背景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

２０２０年５月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

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对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建设

而言，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并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

成为时代的新要求。

基于此，本文系统整理１９８４—２０２２年出版的医

学文献检索相关教材，深度剖析教材内容、编写队

伍、出版和使用情况，明确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建设

的现状与问题。在精准把握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材

建设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为医学文献检索课程的发

展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

２　数据来源

与一般文献检索课程不同，医学文献检索课程

是医学院为医学生设立的基础性课程。因此，本文

关注的医学文献检索教材是为医学和药学等专业教

学编写的文献检索及信息检索类教材。尽管部分医

学院校可能存在自编教材的情况，但是考虑到相关

教材的可获性，仅统计分析公开出版发行的教材。

为全面掌握医学文献检索教材的建设情况，选择读

秀、超星汇雅电子书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３个主
要图书检索平台，采用检索式 （Ｔ＝医学 ｜Ｔ＝医药
｜Ｔ＝药学｜Ｔ＝中医 ｜Ｔ＝中药 ｜Ｔ＝卫生）Ｔ＝
检索 （Ｔ＝文献 ｜Ｔ＝信息 ｜Ｔ＝情报） （１９８４

≤Ｙ≤２０２２）检索［１］。２０２３年１月９日实施检索，３
个平台共检索出７９３条不同记录。经过去重和手工
筛查不相关记录后，共获得３５５条记录。因教材可
能存在不同版本，统计时仅汇总不同版本教材的最

新版本；有配套习题集的教材视为同一条记录。最

后，筛选出医学文献检索相关教材１７５本。

３　１９８４—２０２２年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建设情况

３１　教材内容体系

３１１　教材类别　根据教材名称与内容编写侧重
点，将教材划分为综合类，中医、中医药类，药学

类，生物医学类，卫生类 ５种类型，既有通用教
材，也有专业教材。具体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８４—２０２２年各类别教材出版数量 （本）

时间 （年） 综合类 中医、中医药类 药学类 生物医学类 卫生类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４ ２ ０ ０ 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４ ７ ０ ０ 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４４ ３ ９ ５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４４ ８ １３ １ 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６ ０ ２ ０ ０

合计 １２２ ２０ ２４ ６ ３

从类别看，医学文献检索教材的类别呈阶梯式

增长，学科特色更加鲜明。近 １０年虽仍以综合类
教材为主，但相比以前，出版了更多具有医学特色

的教材，这种多样化表明医学文献检索教材趋向系

统化与专业化，体现学科特色。

从名称看，医学文献检索教材的教学目标有所

变化。早期大多为医学文献检索、医学文献检索与

利用，编写教材的出发点是获取文献检索基础知识

和利用手工检索工具。近１０年注重培养学生综合
能力，包括资料收集、使用以及论文撰写能力，旨

在培养 “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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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医学人才。

３１２　教材主题　在内容上，医学文献检索教材
的章节设置不断完善更新，力图贴合时代发展要

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教材主要以手工检索为主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增加计算机检索和文献信息利用
相关内容。２１世纪以来将循证医学证据检索作为课
程的重要内容编入教材［２］。李彭元等主编的 《医学

文献检索》增加 “学术评价系统、文献管理工具”

等章节，有利于提高学生利用信息、评价信息的综

合能力。黄燕主编的 《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内容贴

近于实践，增设 “医院信息系统”章节，使学生对

医院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有更全面的认识。教材

章节统计，见表２。

表２　教材主要章节统计

时间 （年）
文献检索

基础知识
手工检索工具 计算机联机检索 各种数据库检索 循证医学 文献管理软件 医学文献写作

信息道德、

信息意识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 √ － － － － √ －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 √ √ － － － √ －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 √ √ √ √ － √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 √ √ √ √ √ √ √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 √ √ √ √ √ √ √

　　从整体看，医学文献检索教材的内容不断丰
富，但当前教材目录章节设置仍以学习信息知识为

主，有关信息意识、信息道德的内容较少，提及创

新精神的内容则更少。事实上，近年来医学领域是

科研诚信和学术不端问题的重灾区。因此，为杜绝

剽窃、伪造、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应将培养医学

生信息伦理和信息道德意识作为当前课程教学的重要

任务，及时为学生敲响警钟，规范学术道德行为。

３１３　配套指导用书　本次检索仅发现１５本教材
配有相应的习题指导书，大部分教材没有指导用

书，这是目前同类教材存在的共性问题。由于教材

内容审核和更新周期较长，通常所涉案例与习题容

易过时。目前，教学案例相对简单，相关习题包括

“检索糖尿病治疗的相关文献”“检索 《中华外科杂

志》的相关文献”等，这些习题不需要学生展开深

入思考，不足以满足学生未来实践应用中解决实际

复杂问题的需求。通过及时出版和更新配套案例指

导用书，结合具体数据库资源和检索途径，突出不

同检索资源的特色功能［３］，可有效解决此类问题。

但目前只有少部分教材编写配套案例教材，见表３。

表３　教材配套实习与指导用书统计

序号 书名 著者 出版时间 （年）

１ 《医学文献检索工具实习与指导》 李占兵、王一煦 １９８７

２ 《中药文献检索与利用实习指导书》 黄坚 １９９４

３ 《医学文献检索实习指导用书》 王芝兰、邓昶 １９９６

４ 《医学文献检索实习指南》 张长生、赵丰丰 ２０００

５ 《医学文献检索习题汇编》 崔竹金 ２０００

６ 《医学文献检索实习指导》 姚果原 ２００５

７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第２版） ＞学习指导与实习题集》 曹洪欣 ２０１０

８ 《医学文献检索案例版》 黄晓鹂 ２０１１

９ 《医学信息检索实习指导》 李彭元、何晓阳、耿鹏 ２０１３

１０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案例版》 黄晓鹂 ２０１３

１１ 《医学信息检索实践指导》 程鸿 ２０１６

１２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案例版》 李红梅、胡笳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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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序号 书名 著者 出版时间 （年）

１３ 《医药文献信息检索学习指导及习题集》 周晓政 ２０１６

１４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学习指导及习题集八年制配教》 周晓政 ２０１６

１５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学习指导》 王欣、胡清照 ２０２２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 “孤岛”困境，思政元素主要体现在案例

教学过程，但目前大部分的案例指导书以操作习

题为主，可供挖掘的课程思政元素相对有限。如

何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成协同效

应，值得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人员关注和

完善［４］。

３２　教材著者情况

３２１　编著情况　教材编著情况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教材质量。以 “著”和 “编著”方式编

写的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分别为 ５本和 ６本，二者
仅占６３％，九成以上教材是 “编”的方式，见

表４。反映了绝大部分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只是对现
有知识点的重新组织，教材同质化现象较严重［５］，

原因主要在于编者对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的目标

不够清晰，编写内容还停留在对文献检索知识的

知晓、检索工具的熟练操作等基础部分，教材创

新性不足。

表４　著作方式统计

著作类型 教材数量 （本） 占比 （％）

著　 ５ ２９

编著 ６ ３４

编　 １６４ ９３７

合计 １７５ １００

３２２　规划教材著者　规划教材著者是医学文
献检索教材的核心著者群体，是高质量医学文

献检索教材的主要来源。共有 ２９位著者的 ３４
本教材入选规划教材建设，这些著者大多来自

医科类院校，见表 ５。教材著者之间交流有限，
尚未形成核心著者群，规划教材建设有待进一

步加强。

表５　规划教材第一著者统计

序号 第一著者 规划教材数量（本）

１ 陈燕 ２

２ 郭继军 ２

３ 林丹红 ２

４ 杨克虎 ２

５ 章新友 ２

６ 曹洪欣、常傲冰、邓罛、邓向伟、方

平、葛虹、顾萍、桂晓苗、何华、蒋

海萍、靳小青、李红梅、李彭元、罗

爱静、孙思琴、王小惠、徐一新、徐

云、于占洋、张兰珍、张倩、赵文龙、

周金元、周晓政

１

３３　教材出版发行情况

３３１　教材出版数量　１９８４—２０２２年相关教材出
版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见图１。２１世纪以来，为
切实提高教材质量，教育部决定制订教材规划，提

倡各高等学校重视教材选用工作，激励高水平教师

积极参加教材建设，这也是近２０年来教材数量大
幅提高的原因之一。

图１　１９８４—２０２２年教材出版数量统计

３３２　出版社分布情况　出版社是教材发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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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共有６７家出版社参与医学文献检索教材

的出版工作，其中高校出版社 ３３个，非高校出版

社３４个。高校出版社具有分散性，非高校出版社

则更集中。高校出版社共出版 ６２本，出版数量最

多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数量前３位的出

版社共出版 １５本，占高校出版社出版总数的

２４１％。非高校出版社共出版１１３本，前３位共出

版４７本，占非高校出版社出版总数的４１５％。人

民卫生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出

版单位出版相关教材较多，可能成为医学文献检索

教材的核心出版单位，引领医学文献检索领域的发

展趋势与方向。人民卫生出版社作为实力最强的中

央级医学专业出版社，以服务健康为宗旨，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为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３３３　教材版次情况　教材版次反映教材的使用

情况以及社会认可度。一般而言，再版数量越多，

表明该教材使用次数较多，用户基础好，教材完善

度更高，教材质量也更高。

版本数量大于等于３的教材，见表６。结果显

示，再版次数较多的大多为综合类教材，与中医药

类、药学类、卫生类等教材相比，综合类教材的适

用范围更广，社会认可度可能更高。版本数量最多

的是郭继军主编的 《医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最新版本为第５版，著者在医学文献检索领域造诣

深厚，为该领域的权威学者，教材认可度更高，使

用人群更广。目前医学文献检索相关课程的教学方

法和模式较单一，在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下无法满

足实际需要，应从教学方法和模式入手，积极推进

教学改革，充分利用问题导向教学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成果导向教育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ａｓ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ＢＥ）等新型教学方

法，将课堂知识与网络资源有机结合。

表６　教材版本数量大于等于３版统计

序号 书名 著者 版本数量（版）

１ 《医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郭继军 ５

２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黄晓鹂 ４

３ 《药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毕玉侠 ４

４ 《医药信息检索与利用》 周晓政 ４

续表６

序号 书名 著者 版本数量（版）

５ 《医学文献检索》 赵文龙 ３

６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陈界 ３

７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李晓玲 ３

８ 《医学文献检索》 谢志耘 ３

９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陈燕 ３

１０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 李红梅、王振亚 ３

１１ 《中医药文献检索》 邓罛 ３

１２ 《医学信息检索》 张倩、徐云 ３

１３ 《医学文献检索》 高巧林 ３

１４ 《医学文献检索》 顾萍 ３

１５ 《中医药文献信息检索》 刘军凤 ３

３３４　规划教材和精品教材立项情况　２１世纪以

来，为建立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的教材建设

长效机制，教育部决定制订教材规划，规定教材要

适应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并要求跟随学科发展及

时修订更新，推动教材数量精简以及教材质量

提升。

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先后获得４１项规划教材和

精品教材立项，其中非高校出版社占比８０５％，是

规划教材、精品教材的主要来源。其中，全国高等

院校医学规划教材５项、普通高等教育 “十三五”

规划教材４项，见表７。

表７　规划教材、精品教材数量统计 （本）

项目

出版社分布

高校

出版社

非高校

出版社

合计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规划教材 ０ ５ ５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三五”

规划教材

１ ３ ４

普通高等教育 “十二五”

规划教材

０ ３ ３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十三五”规划教材

０ ３ ３

２１世纪普通高等学校信息

素质教育系列规划教材

３ ０ ３

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

委员会规划教材

０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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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项目

出版社分布

高校

出版社

非高校

出版社

合计

原卫生部 “十一五”规划

教材

０ ２ ２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三五”规划教材

０ ２ ２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十

三五”规划教材

０ ２ ２

原卫生部 “十二五”规划

教材

０ １ １

原卫生部规划教材 ０ １ １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四五”规划教材

０ １ １

全国中等医药卫生教育

“十二五”规划教材

０ １ １

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规划

教材

１ ０ １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

教材

０ １ １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规划教材

０ １ １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十二五”规划教材

０ １ １

高等院校通识教育 “十二

五”规划教材

０ １ １

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１ ０ １

２１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教育

规划教材

１ ０ １

“十三五”高等医学院本科

规划教材

１ ０ １

高职高专 “十二五”规划

教材

０ １ １

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

究会 “十二五”规划教材

０ １ １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三五”

规划百门精品教材

０ １ １

合计 ８ ３３ ４１

４　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建设的策略

４１　加强内容建设，突显数字素养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

高，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数字素养是信息

素养概念的延伸，强调对数字信息的获取、评价和

再组织能力，更加注重对数字信息能力和技术的培

养，更能刻画出数字时代的人才需求。

在医学文献检索方面，培养数字素养能够使医

学生了解医学前沿信息与理论，提高信息处理能力

与学科启发能力，在面对庞杂信息时，保持对信息

的敏锐度和洞察力，为后续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打

下良好基础。因此，须加强教材内容建设，突显数

字素养的重要性，坚持 “三基、五性、三特定”的

医学教材建设原则，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保障教材

的实用性和先进性［６］，使教材内容符合数字化时代

人才培养的目标。

４２　促进著者交流，补充教学内容

在教材编写中，著者间的相互交流是保持领域

内活力、激发创新思维的重要源泉。在界定相关概

念时，应该与领域内的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尽量保

持统一，避免出现不同版本差异较大的情况。

由于教材著者大多为该领域的课程教学人员，

其交流有利于拓展教学内容，为课程教学提供新思

路。例如，教材中的循证医学章节大多是对循证医

学基础知识的介绍，可以基于临床问题补充案例，

设计临床证据检索实践题，通过案例理解循证医

学，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７］。数据库章节可补充介

绍中华医学会专门建立的中华医学期刊数据库。

４３　配备案例用书，融入思政元素

案例的选取直接决定学生从检索技能拓宽到阅

读、分析以及利用文献的一系列学习体验［８］。教材

案例是书本知识的具象化，及时更新案例能够提高

指导教材的实用性，可将教学案例与习题集中起

来，编写出对应的指导教材，如黄晓鹂主编的 《医

学信息检索与利用案例版》。

在案例选取时挖掘并融入思政元素，能够促进

思政元素和专业教学的融合，发挥课程的育人作

用。在课程教学中，教学人员可以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处理等特色鲜明的思政元素融入医学文献检索

教材中，有利于培养学生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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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中医药文献检索相关内容时，可以将中医的

独特优势作为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例如， “中医”

和 “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过程中疗效显著，有利

于维护人民健康，促进健康中国建设［９］。

４４　发挥出版社优势，提升教材品质

一方面，要加强高校出版社建设。相比之下，

高校出版社在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出版领域力量较薄

弱。高校出版社作为高校、学生、出版社３方主体
交流的桥梁，教材出版后适用性更强，可能更贴合

实际教学需要。另一方面，要推进核心出版社建

设。核心出版社是指在相关学科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的出版社，教材出版质量相对更高，有利于把握医

学文献检索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高校选择

教材时应首选核心出版社的优质教材，充分利用核

心出版社的资源优势［１０］。

电子型教材作为立体化教材的表现形式之一，

具有教学资源丰富、更新速度快等纸质教材不具备

的优势。拓展教学载体是加强教材建设的一个发展

方向，应该推进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的融合，鼓励

和支持出版社参与立体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医学文

献检索课程资源建设，建立兼顾开放性与交互性的

学习平台，实现信息知识的交流共享。

５　结语

医学文献检索课程发展很快，医疗卫生行业数

字化转型也赋予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新的内涵与使

命。在此背景下，医学文献检索教材内容的重点从

传统手工检索为主转变为以数据库和网络检索为

主。随着文献检索工具日趋智能化和人性化，医学

文献检索正在从知识技能型课程转变为临床检索思

维和数字素养培养课程。加之越来越多高校图书馆

开始面向医学生开设针对医药卫生数据库和网络检

索的短期培训课程，医学文献检索课程应该教什么

和怎么教应该成为相关授课教师反复思考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都离不开新时代医学文献

检索相关教材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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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２０１５，５９（８）：５４－５８．

９　方惠，肖凤玲《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中思政元

素案例的设计与实践 ［Ｊ］．科学咨询 （教育科研），

２０２２（９）：８５－８８．

１０　蒋志强，徐文贤 关于 “核心出版社”的理论探索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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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

殏殏

殏

６２－６５．

敬告作者
《医学信息学杂志》网站现已开通，投稿作者请登录期刊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ｘｘｘｘａｃｃｎ，在线

注册并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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