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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医学信息素养教师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态度和认知，以期为其专业发展、人
工智能应用推广以及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方法／过程 选取教授医学信息素养课程的９名任课教
师，基于 “科技－组织－环境”框架，通过专家访谈和解释现象学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其对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的态度和认知。结果／结论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为医学信息素养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也带
来了新挑战，提出增强技术接受度和易用性、加强组织支持和资源投入、充分发挥政策和社会因素作用等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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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 （ｃｈ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ＣｈａｔＧＰＴ）问世，

引起学术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ＩＧＣ）技术的广泛关注和

热议［１－５］。ＡＩＧＣ是指使用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

理等技术，生成新的、有创造性的内容［６］。因

ＡＩＧＣ拥有强大搜索信息和解答问题的能力，不禁

使人发问：“有了 ＡＩＧＣ等 ＡＩ技术产品，还需要医

学信息素养教师吗？”对此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占绝

大多数，认为教师不会被 ＡＩ完全取代，但不会应

用ＡＩ的教师可能会被淘汰［７－８］。医学信息素养教师

如何适应ＡＩＧＣ等技术应用带来的改变，用技术赋

能自身专业化发展，以满足 ＡＩ时代教师专业发展

的诉求，将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中亟待探讨

的问题。

赋予教师技术力量对其职业进步和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至关重要。２０１８年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发布，强调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虚拟现实、ＡＩ等新兴技术，发起 “互联网＋教

师教育”创新活动［９］。教育部在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

分别启动两轮试点项目，旨在推动 ＡＩ等新技术与

教师队伍建设的融合［１０－１１］。这表明，在教育数字

化转型背景下，我国政策和实践均积极鼓励利用ＡＩ

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本文分析 ＡＩＧＣ为医学信息素

养教师专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就以 ＡＩＧＣ

为动力推进医学信息素养教师专业发展提出建议。

２　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 ＡＩ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入探讨揭

示了其带来的机会、挑战和威胁。一是 ＡＩ给教育

带来的机遇。ＡｄｅｓｈｏｌａＩ等［１２］和ＳｃｈｏｌａｒＭＥＤ［１３］指

出，ＡＩ为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是在学

习材料的传递、评估、管理系统和教育政策制定等

方面。Ｓａｌａｓ－ＰｉｌｃｏＳＺ等［１４］进一步探讨如何整合

ＡＩ技术和教师教育，以响应 “人工智能 ＋教师教

育”策略。王少［１５］认为ＡＩＧＣ技术基础中内蕴的文

图对比预训、可扩散化模型和反馈强化学习机制，

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内容表里交融、内境与

外境多元交互、主体与对象深度交流。二是 ＡＩ对

教师领导力和教学方法的影响。Ｉ·ｐｅｋＺＨ等［１６］关

注ＡＩ对教师领导力的影响，而 ＳｉｍｈａｄｒｉＮ等［１７］则

强调技术革新为教育者提供促进教学新途径。周晶

等［１８］认为大数据技术可以赋能教师，为外语专业教

育评价提供客观的形成性学习记录。三是 ＡＩ在教

育中的威胁与伦理问题。ＳｃｈｏｌａｒＭＥＤ［１３］指出，ＡＩ

应用于教育存在个人数据安全、品格建设和教育伦

理相关威胁。贾积有等［１９］认为 ＡＩ技术迅猛发展给

教育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教学评价方式、学生学

习方式、毕业生市场等方面。四是 ＡＩ引入教育的

障碍与挑战。ＰｏｐｅｎｉｃｉＳ［２０］关注 ＡＩ技术为教育带来

的机会以及利用 ＡＩ技术的阻碍，包括成本高昂、

教师有限、专业培训计划以及教育结构和结构层次

的变化缓慢等。Ｂａｉｄｏｏ－ＡｎｕＤ等［２１］从在线专业发

展角度探讨 ＡＩ如何影响大学科学实验室教师的教

学信仰。毕文轩［２２］认为 ＡＩ嵌入教育系统的过程容

易产生人际互动缺乏、理解能力受限、训练数据导

致的偏倚、创造性减弱、产生数据依赖性、缺乏对

背景的理解、个人化教学能力有限以及学生丧失独

立思考能力等风险。随着 Ａ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
泛应用，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

点。目前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针对性，针

对医学信息素养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较少；二是缺

乏深入的实证研究，目前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

面，缺乏实证研究探讨 ＡＩ技术在信息素养教育中

的实际应用和效果。因此，本文采用解释现象学研

究方法探究ＡＩＧＣ给医学信息素养课程教师专业发

展带来的机遇、挑战，并提出相关改革路径。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方法

用户对新生事物的认知具有主观性、模糊性及

进化性，因此研究人员普遍采用质性研究方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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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现象学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ＩＰＡ）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
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心理学、健康研究、教育

学和社会科学领域［２４］。其主要用于探索和理解个人

如何从主观视角体验特定现象，并注重于个人体验

的深度解释［２５］。鉴于 ＡＩＧＣ是新兴技术，其概念内
涵不清晰，为描述、理解并解释医学信息素养教师

（特定群体）对 ＡＩＧＣ的理解和认知 （生活经验），

采用解释现象学方法探讨医学信息素养教师对

ＡＩＧＣ的态度和使用意愿。科技 －组织 －环境框架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ＯＥ）模型
可提供全面分析视角，涵盖技术特性、组织资源以

及外部环境因素。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收集数

据，特别关注教师对 ＡＩＧＣ的感知优势和操作复杂
性等技术维度，组织内部的支持和资源配置，以及

教育政策和行业标准等环境维度影响。通过结合

ＴＯＥ，设计访谈内容不仅包括对教师个体技术感知
的探讨，还扩展到组织和环境层面的多方位分析。

３２　研究实施过程

该研究已经通过南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伦

理审查 ［南医大伦审 （２０２４）７３７号］，符合研究
规范。访谈内容包含技术特性、技术复杂性与易用

性、组织支持与资源、组织文化与领导支持、政策

与法规、社会文化因素与市场压力等。在招募和挑

选研究对象时严格遵循以下３个标准：就职于双一
流高校；长期从事一线医学信息素养教育；年龄段

为３０～４５周岁，其创新能力和新事物接受能力达
到高峰。这些标准确保样本的同质性以及通过样本

可获取内容翔实的资料。

本研究通过同行推荐和电话沟通的形式选取符合

上述标准的１２名信息素养教师。在与受访对象进行
深入沟通后，将一些难以准确表达自己想法、对

ＡＩＧＣ没有明确态度和深刻认知的受访对象剔除，最
后确定９名医学信息素养教师作为正式受访对象。

正式访谈采用电话访谈形式，每次访谈时间约

为３０～５０分钟，在得到用户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
访谈结束后通过软件转录并进行人工校对与修正获

得访谈文稿。最后，将访谈文稿以电子形式发送给

受访对象确认，以保证访谈数据的真实性。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ＡＩＧＣ为医学信息素养教师专业情意深化提供
新机遇

　　专业情意包括教师的专业理想、专业情操、专业
性向和专业自我［２３］。ＡＩＧＣ技术通过满足医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提升教学质量、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和增

强自我价值感，深化了医学信息素养教师的专业情

意。访谈者对于上述４个范畴的认知，见表１。

表１　访谈者对于专业情意的认知

结构主体 结构描述 纹理描述

专业情意 专业理想 ＡＩＧＣ和大数据技术帮助医学信息素养教师满足医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升教学质量和满意度
专业情操 ＡＩＧＣ技术优化教学资源和课程结构，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增强对教育的热爱和承诺
专业性向 ＡＩＧＣ技术拓宽教师职业发展道路，提高职业满意度和成就感
专业自我 ＡＩＧＣ使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加强学生互动，增强自我价值感和专业认同

　　部分受访者提及 “ＡＩＧＣ技术通过个性化教学
数据分析，提高了教师教学质量和效果，满足医学

生信息获取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满

意度”“ＡＩＧＣ技术减轻了教师工作负担，增强了教
师的教育热情”“随着ＡＩＧＣ技术的发展，教师的职
业角色和发展道路正在转变，工作满足感和成就感

得到提升”“ＡＩＧＣ为教师提供了自我提升和职业定

位的新机遇，增强教师在专业领域内的影响力和认

同感”。

４２　ＡＩＧＣ为医学信息素养课程教师专业本领增进
提供新动力

　　访谈者对于专业本领的认知包括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和专业水平，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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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访谈者对于专业本领的认知

结构主体 结构描述 纹理描述

专业本领 专业知识 教师通过ＡＩＧＣ获取教育资源，如在线平台、课程、论文等。ＡＩＧＣ用于医学教育研究，预测学生成果，分析学生信息素养水平

专业技能 新教学工具和方法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效果。ＡＩＧＣ辅助课程设计，通过机器学习预测设计效果，帮助教师作出科学决策

专业水平 ＡＩＧＣ和大数据技术帮助教师进行大规模教育研究，提高效率和质量。医学信息素养教师通过使用ＡＩＧＣ提升技术能力

　　部分受访者提及 “ＡＩＧＣ的发展为医学信息素
养教师提供了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开放课程和专业

医学论文获取和更新专业知识的新机遇，拓宽了教

学方法，是专业知识提升的促进剂”“ＡＩＧＣ帮助教
师利用工具，如自动化文献检索系统和数据分析软

件，更高效地获取最新医学研究成果，提升教学内

容时效性和专业性，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学生

行为，提供个性化指导等，是专业技能提升的动力

源”“ＡＩＧＣ技术帮助医学信息素养教师整合和呈现

复杂医学数据，一方面提升教学质量，使教学方式

更科学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助力教育研究，提高研

究效率和深度，是专业水平发展的新引擎”。

４３　ＡＩＧＣ给医学信息素养教师带来风险挑战

受访者对于风险挑战的认知，包含职业心理和

情感适应、教学模式和技术兼容、数据管理和信息

安全３个方面，见表３。

表３　访谈者对于风险挑战的认知

结构主体 结构描述 纹理描述

风险挑战 职业心理和情感适应 ＡＩＧＣ变革引发职业焦虑和压力，负面影响教师情感适应和自我认同

教学模式和技术兼容 教师将从知识传授者变为学习引导者和促进者，需要掌握新教学策略。教师也需更新课堂管理策略，以

应对工具带来的管理问题，如学生依赖ＡＩＧＣ、ＡＩＧＣ误导等

数据管理和信息安全 使用ＡＩＧＣ等工具教学会生成并存储大量数据，包括学生个人信息、成绩、教学反馈和隐私等敏感信息

　　部分受访者提及 “医学信息素养教师在适应

ＡＩＧＣ技术时面临职业发展挑战，可能引发职业焦虑
和压力，并需要在角色转变中保持教学热情和专业发

展动力”“引入ＡＩＧＣ技术后，教师面临教学模式的
重大转变，需要发展新的课堂管理技能，掌握并更新

ＡＩＧＣ工具操作，以应对教学模式变革和技术更新”
“在医学信息素养课程中，教师应确保数据安全，管

理和保护敏感信息，同时处理学生个人隐私数据，以

提升教学效果和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

５　ＡＩＧＣ赋能医学信息素养教师专业发展的
路径

５１　增强技术接受度和易用性

为增强技术接受度和易用性，可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为有效应用 ＡＩＧＣ技术，应积极开展操作

培训。针对医学信息素养教师的多样化背景和技术

掌握程度，开发内容涵盖 ＡＩＧＣ基本操作、高级功
能及其教学应用，形式包括在线教学、面对面工作

坊及定期问答环节的培训课程，并提供持续的教学

支持和资源更新。二是为增强教师的技术接受度，

应优化ＡＩＧＣ用户界面和功能，简化操作流程，使
非技术背景的教师也能轻松掌握，支持系统界面个

性化调整，允许教师根据其教学需求配置工具参

数。三是Ｓａｌａｓ－ＰｉｌｃｏＳＺ［１４］研究表明，利用直观的
仪表板显示学生的学习进展和成果，可以有效辅助

教师进行高效的课程管理与调整。这种方式不仅优

化了教学流程，还增强了教师的教学创新能力。因

此，在ＡＩＧＣ技术的应用中，通过提供直观的数据
展示和便捷的管理工具，可以进一步提升教师对技

术的接受度和使用效率，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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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加强组织支持和资源投入

ＡＩＧＣ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成本高昂［２０］，应加

强组织支持和资源投入，制定明确的资源分配和支

持政策，确保教师获得必要的硬件、软件和高速互

联网连接。同时应建立由高级技术专家组成的技术

支持团队，提供即时援助和新功能培训，确保教师

充分利用ＡＩＧＣ工具优化教学。包括通过完善基础

设施，使教师能更专注于教学创新和学生互动。此

外，应加强组织文化建设。通过领导层的示范与倡

导，积极推动新技术应用；通过组织深入探讨和相

关培训，激发教师接受和认可 ＡＩＧＣ技术［２６］。定期

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促进校内外教师交流与合

作，共享ＡＩＧＣ最佳实践［２７］。

５３　充分发挥政策与社会因素作用

首先，制定明确的法律框架，确保 ＡＩＧＣ应用

中的法律责任和数据保护要求符合国家法律和相关

标准。教育机构应积极参与政策讨论，与政府和行

业标准制定者保持对话。通过研讨会、政策建议书

等渠道反馈需求，确保法规更新与技术发展同步，

为教师和学生创造安全、高效的学习环境。其次，

通过展示ＡＩＧＣ成功案例，提升公众和同行对新技

术的接受度，增强潜在用户信心。成功案例应强调

ＡＩＧＣ对教学质量和学生成果的积极影响。例如，

王少［１５］指出，ＡＩＧＣ技术基础中的文图对比预训、

可扩散模型和反馈强化学习机制，能够促进思想政

治教育形式与内容的深度融合、内在境界与外部环

境的多元交互，以及主体与对象的深度交流。这些

实践证明了 ＡＩＧＣ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有助于

增强公众对新技术的认可和信任。最后，教育机构

应收集并分析其他机构使用 ＡＩＧＣ的经验和挑战，

通过合作网络、学术会议和行业报告学习最佳实

践，避免潜在问题，优化ＡＩＧＣ实施策略。

６　结语

本文阐述了推进医学信息素养教师专业发展的

ＡＩＧＣ技术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还为其他教育领域提供了利用

ＡＩ技术的参考。然而，本研究尚存在局限：研究主

要侧重于教师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而较少涉及学生

学习成果和反馈，这可能影响对 ＡＩＧＣ应用效果评

估的全面性。未来研究将通过扩大样本量和涵盖更

多维度的数据，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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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ＢｌｕｅＲｏｓ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２０２３．

１４　ＳＡＬＡＳ－ＰＩＬＣＯＳＺ，ＸＩＡＯＫ，ＨＵＸ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２，１２（８）：５６９．

１５　王少 机遇与挑战：ＡＩＧＣ赋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Ｊ］．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３（５）：１０６－１１６

１６　Ｉ·ＰＥＫＺＨ，Ｇ?ＺＭＡＩ·Ｃ，ＰＡＰＡＤＡＫＩＳＳ，ｅ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ｔＧＰＴＡＩ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３，１２（３）：２６－５５．

１７　ＳＩＭＨＡＤＲＩＮ，ＳＷＡＭＹＴ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ｍｏ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ｎ

ＡＩａｎｄＭ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ｚｚｙ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ｏｒａｔ

ＵＳＡ［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５－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

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ｐｍ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ＭＣ１０１７６３０８／ｐｄｆ／５００＿２０２３＿

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３２９ｐｄｆ．

１８　周晶，张玉洁，刘康龙我国外语专业智慧教育研究现

状及ＡＩＧＣ时代的发展态势 ［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２３

（３）：７３－７８，１２３．

１９　贾积有，张誉月人工智能与教育：机遇、挑战与对策

［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２３，２１（１）：４９－６１，１８８－１８９．

２０　ＰＯＰＥＮＩＣＩ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ＡＩａｓ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ｊｕｄｉ

ｃｉｏｕｓｕｓｅ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２０２３，６（２）：３７８－３８４．

２１　ＢＡＩＤＯＯ－ＡＮＵＤ，ＡＮＳＡＨＬ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ＣｈａｔＧＰＴ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２０２３，７（１）：５２－６２．

２２　毕文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行业的挑战与回应———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为分析对象 ［Ｊ］．江苏高教，２０２３（８）：１３－２２．

２３　ＤＥＮＮＹＥ，ＷＥＣＫＥＳＳＥＲＡＨｏｗｔｏｄｏ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ＢＪＯＧ：ａ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１２９

（７）：１１６６－１１６７．

２４　Ｒ?ＣＺＪ，ＫＡＳＳＡＩＳ，ＰＩＮＴ?ＲＪ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ＰＡ）ａｓａｑｕａｌｉｔａ

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Ｍａｇｙａｒ

ｐｓｚｉｃｈｏｌóｇｉａｉｓｚｅｍｌｅ，２０１６，７１（２）：３１３－３３６．

２５　ＮＩＺＺＡ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ＬＩＰ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

１６（２）：１９９－２１７．

２６　ＫＹＮＤＴＥ，ＧＩＪＢＥＬＳＤ，ＧＲＯＳＥＭＡＮＳＩ，ｅｔａ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Ｒｅ

ｖｉｅｗ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８６（４）：１１１１－１１５０．

２７　ＺＡＷＡＣＫＩ－ＲＩＣＨＴＥＲＯ，ＭＡＲ?ＮＶＩ，ＢＯＮＤＭ，ｅ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１６（１）：１－２７．

（上接第８９页）
８　邱进友，夏旭数字化期刊质量评价方法学研究 ［Ｊ］．

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８，４０（８）：４３－４８．

９　林虹虹，徐丽群，吴汝明基于ＶＢＡ操作ＡＣＣＥＳＳ数据

库的局域网考试系统编制 ［Ｊ］．工程技术研究，２０２３，

８（１２）：１４５－１４６．

１０　张浩，刘辉，赵航，等Ｐｒｉｍ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３Ｄ解剖学数据

库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 ［Ｊ］．解剖学研究，

２０１７，３９（４）：２８４－２８５．

１１　宋青青，折改梅，刘葭，等实验视频期刊 （ＪｏＶＥ）在

专业药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Ｊ］．广东化工，２０２２，４９

（１１）：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６．

１２　夏旭从专利分析管窥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以南

方医科大学为例 ［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２０，４０（２）：８２－８９．

１３　夏旭，顾萍，韩玺，等探索科技查新工作的科学发展

［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０，３０（６）：２３８－２４３．

１４　顾萍，夏旭，伍雪莹，等高校科研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６１（９）：９４－１０１．

１５　柴娟伟ＲＰＡ（流程自动化机器人）入门：手把手教你应用

ＵｉＰａｔｈ自动化工作 ［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１．

１６　郑红月，胡春健，孙悦基于 “学科馆员—临床”的中

医药院校嵌入式学科服务现状分析与发展策略研究

［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６，（１６）：９６－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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