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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提供高质量健康信息服务，促进医教协同发展，助力健康中国服务体系建设。方法／
过程 运用网络调研、文献调研、电话访谈等方法，调查３０所医学高校图书馆教学支持服务现状，从教学资
源服务、信息素养服务、学科服务、服务保障４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 医学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并
完善教学支持服务体系，提升学科教学支持服务力度、提供精准健康信息服务、加强区域或部门间协作、

创新智慧化服务模式，成为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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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不断推进，医学事业发展

和医学人才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医学

高校图书馆作为医学文献信息资源、人才汇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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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仅要提供医学教学所需的基础性知识资源，

还要提供学科前沿分析等知识服务，以促进医教协

同发展。教学支持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核心服务之

一，以师生用户需求为导向，为教学工作的运行提

供保障与动力，主要包含教学资源服务、信息素养

服务、学科服务等［１］。国内关于高校图书馆教学支

持服务的研究多以综合类大学图书馆为研究对象，

有关医学高校图书馆教学支持服务的研究较少［２］。

２０２２年 《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加大力度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重点布局建设公共卫生与医药、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社会需求强、人才缺口大的应用学科［３］。为提

供高质量健康信息服务、助力医药卫生类应用学科

一线教研人员提高教学质量，本文调研３０所有代
表性的医学高校图书馆开展教学支持服务的情况，

提出教学支持服务发展建议，促进医教协同发展，

助力健康中国服务体系建设。

２　调查对象及方法

以上海软科发布的 “２０２３中国医药类大学排
名”中前 ３０所医学高校的图书馆作为调研对象。
其中包括１１所入选 “第二轮 ‘双一流’建设高校

及建设学科名单”的独立设置医学高校和１９所非
“双一流”医学高校。通过访问高校图书馆主页、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高校官方网站以及电话访谈等

方式，从教学资源服务、信息素养服务、学科服

务、服务保障４方面调查上述３０所医学高校图书馆
教学支持服务开展情况。

３　调查结果分析

３１　医学高校图书馆教学支持服务开展情况

３０所医学高校图书馆均开展教学支持服务，但
服务深度和开展方向不同，传统教学支持服务中信息

素养教育、教学资源基础配置仍是目前的重点。仅

３０％的医学高校图书馆 （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网站设教学支持服务一级栏

目，１０％的医学高校图书馆 （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主页设教学支持服务二级栏目，见图１。

图１　医学高校图书馆网站教学支持服务栏目设置情况

３２　教学资源服务

３２１　电子资源服务单一，与优势学科融合不深
入　电子资源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基础服务之
一［４］。３０所医学高校图书馆均提供电子资源导航和
检索途径，师生可通过题名、作者、主题词等多种

方式查找所需电子资源。在电子资源配置方面，大

部分医学高校图书馆都曾进行调研，但仅４６６７％
医学高校图书馆对馆藏资源进行了优化整合。如北

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将电子资源分为 １２个大类，
方便师生按照学科方向检索；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将所有电子资源分为１７个学科方向，每个学科方
向设有读者指南以及学科电子资源导航；天津中医

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中医类高校图书馆设有

古籍数据库，将馆藏中医资源数字化处理，加强对

优势学科的教学支持服务。但整体上，医学高校图

书馆仍以提供传统的电子资源服务为主，并未根据

优势学科进行细致的资源整合，见图２。

图２　医学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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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电子教参服务普及程度低　仅５０％的医学
高校图书馆配置了电子教参资源，见图３。１３３３％
的医学高校图书馆搭建了馆藏数字化服务平台，其

中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馆藏数字化服务平台包含部

分电子教材、教参资源，并将电子教参资源按照学

科分类供师生使用；２０％的医学高校图书馆 （如南

方医科大学图书馆、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自建教

学参考服务平台，大连医科大学图书馆自建教学参

考数据库，为师生提供英文教学参考服务；其余大

部分医学高校图书馆未独立搭建电子教参服务平

台，主要通过电子教参资源数据库或联合共建平台

方式提供服务。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上海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购买了电子教参资源数据库，如 “人

卫临床知识库”“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ｏｏｋｓ”；成都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借助 “超星发现”平台提供电

子教参服务。未建立电子教参服务平台或电子教参

服务缺失的医学高校图书馆不能提供高质量医学教

学支持服务，限制了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

图３　医学高校图书馆电子教参配置情况

３２３　网络教学资源普及程度高　为更好地支持

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图书馆提供专业学科慕

课、信息素养培训、工具使用方法、案例库、在线

诊疗系统等在线资源，开展网络教学资源服务，

７６６７％的医学高校图书馆搜集各类网络教学资源，

见图４。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整合１９项免费

网络资源，包含开源期刊数据库、古籍数字资源库

等；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根据自身特色设 “医史

学习之窗”栏目，收集学科相关网络教学资源；广

州中医药大学建设信息化服务网络平台，面向广东

省从业人员开展健康信息服务［５］。网络教学资源的

多样化以及专门针对教学需求的网络教学平台建

设，能够弥补现有资源的不足，有效支持教学和科

研服务的开展。

图４　医学高校图书馆网络学习资源配置情况

３３　信息素养服务

３３１　不够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制约教学支持服
务发展　文献检索类课程旨在培养学生信息意
识［６］。调查发现所有医学高校图书馆均针对文献检

索教学展开研究并提供文献检索课程，但仅５所高
校开设相关课程３门及以上，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
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各３门，广州医科大学４门，
南京中医药大学５门，北京协和医学院１２门；大部
分医学高校图书馆面向本科、研究生开设文献检索

选修课程，仅南京中医药大学面向部分学科开设专

业基础课，北京协和医学院仅面向八年制和研究生

开设专业课程，成都中医药大学面向专科学生开设

“文献检索与应用”课程。在传统文献检索教学方

式基础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

用”采用项目式教学思路，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

合。总体来说，医学高校图书馆虽然普遍开展文献

检索教学，但一般将其设定为选修课程，且教学方

法单一，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未能激发学生

兴趣。

３３２　讲座培训丰富多样，针对需求提升信息素
养　参加讲座培训是高校师生提高自身信息素养最
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７］，与文献检索教学相比，

教学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培训方式更多样化，时间

灵活，容易被师生接受。所有医学高校图书馆均以

不同方式开展信息素养讲座培训，除数据库使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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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论文写作、期刊投稿培训等常规讲座培训外，

部分医学高校图书馆根据不同学科方向开展专题培

训讲座，且形式多样。例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作为主办方设立 “问津课堂”，每年举办 “南京中

医药大学信息检索大赛”，理论实践相结合，助力

师生教学和科研。大部分医学高校图书馆的主页和

微信公众平台都提供讲座预约服务。

３３３　普及新生入馆教育，助力师生了解图书馆
资源　入馆教育旨在帮助新生快速熟悉图书馆环
境、了解并掌握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使用方法，是

提升师生信息素养能力的重要环节［８］。调查结果显

示，６６６７％的医学高校图书馆开展了新生入馆教
育，其中南京医科大学等高校在主页设置新生入馆

教育以及考试系统，新生须进行入馆教育考核，合

格后开放图书借阅权限；广州医科大学等医学高校

图书馆通过主页发布新生指南；南京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等借助手机Ａｐｐ或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新生入馆
教育。

３４　学科服务

３４１　学科服务开展普遍，但缺乏明确分工　本
次调查发现，各医学高校图书馆均不同程度地开展

了参考咨询等常规学科服务工作。大部分通过图书

馆在线平台、微信公众平台、邮箱等方式提供人工

参考咨询等信息服务。仅３６６７％的医学高校图书
馆明确设置不同学科、院系的学科馆员，深入开展

情报分析服务，完成一系列多维度分析报告，如广

州医科大学图书馆的 《银屑病研究前沿与热点分析

报告》《登革热治疗研究态势分析》等。北京协和

医学院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强大的技术支持建立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公众健康网等平

台，面向学校、医院、公众提供教学科研服务。大

部分医学高校图书馆仅设置学科馆员，但未明确其

岗位职责及分工，很难在提供常规学科服务工作的

基础上提供面向公众的精准健康信息服务。

３４２　嵌入式学科服务发展不足，服务方式亟待
丰富　５３３３％的医学高校图书馆开展嵌入式学科
服务。大部分以定题培训或讲座方式开展，如北京

协和医学院根据各学院、单位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

展医学信息素养教育、学科信息获取与综合利用技

能等专题培训；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科服务团队为学

校助教班、眼科、妇科等专业举办专题文献检索讲

座，并分别编写多种专业文献检索教材；天津医科

大学学科馆员深入附属医院，嵌入临床医疗小组和

临床带教实习过程，根据患者病情及临床疾病诊治

中出现的问题，查找相关文献资料，为临床医护工

作者提供参考［９］；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按照学科和

院系设置１６个学院分馆，面向不同院系师生提供
学科化、个性化教学支持服务。

３４３　知识产权服务覆盖率低，深层次专利信息
服务不足　随着高校知识产权成果的日益增加，各
高校图书馆逐步开展知识产权服务［１０］。３６６７％的
医学高校图书馆率先开展了知识产权服务，主要提

供专利信息服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根据科研机构

需求，提供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学科论文

与专利态势分析，并采用专题简报、信息动态等方

式开展核心技术专利分析，帮助教研人员了解领域

内最新动态，见图５。大部分医学高校图书馆仅提
供专利检索、查新、分析及预警、培训、咨询中的

一方面或几方面服务。各医学高校图书馆尚未提供

技术成果转化、专利权保护等深层次专利信息服

务；也未能将专利信息充分利用，进一步提供健康

信息服务。

图５　医学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开展情况

３５　服务保障

３５１　空间服务类型多样，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本次调研中，２３所医学高校图书馆提供了不同形式

的实体共享空间［１１－１２］，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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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图工作坊、论文写作室等创意共享空间；天津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多功能报告厅、研讨室、多媒

体体验区、休闲讨论区和放映厅，满足读者的不同

需求；但目前可以在空间和资源的基础上提供进一

步服务的医学高校图书馆较少，仅中国医科大学图

书馆设置信息共享空间，为师生提供一站式服务，

可以进行学习、研讨和教学等活动。各医学高校图

书馆共享空间均提供网站预约服务，部分提供微信

预约使用服务。

３５２　自助服务逐步开展，创新技术应用能力有

待提高　自助服务是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的

重要体现，高校图书馆应用手机智能化管理系统、

微信、微博等移动平台为一线教学、科研提供一系

列自助服务［１３］。调查结果显示，９６６７％的医学高

校图书馆提供自助文印等服务；南京医科大学等２２

所医学高校图书馆提供研修室预约、座位预约等服

务；５２６３％的医学高校图书馆提供自助论文提交

等服务；７８９４％的医学高校图书馆提供自助借还

服务。这些自助服务在优化用户体验的同时也满足

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有效支持了学校的教学服

务［１４］。但是由于经费及观念限制，医学高校图书馆

尚未大范围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拟现实等创

新技术。目前仅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徐州医科大

学图书馆提供３Ｄ导航或虚拟图书馆服务，首都医

科大学图书馆利用智能机器人回答开放时间、图书

借还等相关问题。

４　医学高校图书馆教学支持服务发展建议

４１　建立、完善教学支持服务体系

完善的教学支持服务体系有助于提高教学水

平，医学高校图书馆应加强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结合需求与学科特色进一步建立、完善教学支

持服务体系。医学高校图书馆可以借鉴学科馆员的

服务机制，设立教学支持服务部门，配置教学培训

馆员、课程资源馆员等教学支持服务岗位；也可仅

参考学科馆员的岗位设定、考核评估办法，将跨信

息服务部门的人员整合重组，共同提供全面的支持

服务［１５］，并在此基础上满足公众多层次、多元化的

健康需求。

４２　加强学科教学支持服务力度

加强学科教学支持服务力度，主要体现在优化

电子资源配置、提高嵌入式教学服务能力、深化知

识产权服务３方面。电子资源配置方面，医学高校

图书馆电子资源配备较完善，应以优势学科为导

向，设置学科资源导航，突出学科特色，加大教学

服务支持力度，开展多方协作，建设学科信息平

台，面向社会提供健康信息服务。在嵌入式教学服

务方面，应在重视文献检索课程的基础上，深入院

系了解用户需求，开展相应的教学支持服务；还应

与优势学科相关院系、各附属医院临床科室开展长

期合作，构建信息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是近年

的热点，应予以重视，提供全方位知识产权服务，

利用专利相关信息、案例为教学提供支持。此外还

可以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健康信息服务。

４３　应用人工智能优化服务模式

目前医学高校图书馆的智慧化教学支持服务还

停留在自助文印、学位论文提交等自助服务层面，

一些创新技术尚未深入应用。例如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

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可应用于智能问答、文

献检索、内容生成等基础教学支持服务；也可基于

神经网络模型分析文本信息，帮助个人或机构用户

进行信息的结构化整理，形成知识图谱、机构知识

库，实现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转变［１６］。当然，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技术仍有局限，产业规范、制度建设尚

未完善，存在技术与政策、法规不匹配等问题［１７］，

因此，医学高校图书馆要立足于本馆实际，从用户

需求出发，不断完善和优化资源基础保障，根据自

身资源、技术情况，选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提供智

慧化教学支持服务，为教学科研提供技术支撑。

４４　构建协作机制

医学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职能不应仅局限于提供

基础资源、信息服务，而应充分利用跨部门、跨业

务、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通过职能部门协作、

学科馆员协作、医院学校协作、志愿者协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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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时了解师生需求变化，主动提供更加全面、

个性化的知识服务，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促进医教

协同发展。例如，开启云服务教育模式，整合线上

线下教学资源，为师生提供丰富、便捷的教育资源

服务，同时开展面向公众的专业健康信息服务。医

学高校图书馆还可以基于区块链等计算机技术搭建

医学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为医学科研人员提供数据

资源服务，为临床提供疾病诊疗信息参考。

５　结语

本文从提供高质量健康信息服务、促进医教协

同发展角度出发，通过对３０所医学高校图书馆教
学支持服务现况的调研，统计分析我国医学高校图

书馆教学支持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教学支持

服务发展的合理建议，赋能健康中国服务体系建

设。在新时代背景下，医学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完

善教学支持服务体系，整合重组信息服务人员，充

分应用创新智能技术，加强协作机制，满足不断提

升的教学服务需求。同时，要发挥医学高校图书馆

信息服务优势，加强教学支持服务力度，突出优势

学科特色。在医教协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优化医学高校图书馆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模式与路

径，以期为社会公众提供多元化、深层次的健康信

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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