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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程教育改革探索 ①

金　燕
（郑州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讨论研究生信息检索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研究生信息检索教育存在许多问
题，必须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研究生信息检索教育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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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
＜文献检索与利用 ＞课的意见》的文件，指出各高等学校
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并对课程要

求等作了明确规定。１９８８年以后，向信息检索课过渡，逐
渐成为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也经历了从手

工板书、到多媒体教学、再到网络教学的过程。２０多年的
研究生信息检索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升了研究生的

信息素质和信息获取、信息利用能力，成为研究生信息素

养教育的重要一环。但不能否认，当前的研究生信息检索

课程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思考和改革，以使研究生

信息检索教学适应时代的发展。

研究生教育位于我国学历教育的上层，是我国学历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阶段尤

其重视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信息获取与利用能力，是

科研创新能力的关键，是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

因此，开展信息检索课程，提高研究生的信息获取意识、信

息获取能力和信息素养，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高层

次人才的需要。

一　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程教育存在的问题
１．缺乏科学统一的教学大纲
我国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程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大纲，

多数教学承担单位对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程的教学目标定

位不清晰，不重视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程教学，导致教学内

容随意化倾向严重。

２．教学内容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针对性弱
（１）内容单一，没有突出专业特点和学科特点
研究生的专业性强，其学术性信息需求与其专业密切

关联。信息检索课程内容的设置应该因专业、因学生不同

而有差异。但当前的现状却是，大部分高校研究生的信息

检索课内容单一，文理工管一个样，大都是对搜索引擎、图

书馆数据库进行普遍性介绍，没有突出专业特点和学科特

点。专业文献检索、学科文献检索应当是研究生信息检索

课程内容的一个重心。例如，化学专业的学生，就应当在

介绍通用的信息检索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以化学专业文

献检索为主，多介绍化学文献检索源及其使用方法。

（２）内容陈旧，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新时代、新环境对研究生信息检索课提出了新的要

求。当前多数高校的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内容陈旧，不能

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大数据时代，研究生面临的信息环

境更为复杂，对其信息甄别、信息获取、信息利用能力的要

求更高。信息检索课程内容应当反映时代的变化，反映技

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现有的课程内容陈旧，大量的

手工检索内容依然存在，对网络信息检索的介绍还停留在

９０年代，且多以理论介绍为主，比较抽象。而对研究生科
研需要的大量专业性信息检索工具、互联网上大量的免费

学术性信息检索工具介绍较少。而且，多介绍工具本身，

对检索策略的制定、检索效果的改进方法介绍较。

（３）缺乏合适的教材
就全国范围来看，研究生信息检索课存在的一个普遍

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教材。已有教材要么太陈旧，不能适

应时代要求；要么过于强调理论性，忽略了研究生信息检

索课的实践特点；还有些教材内容安排不合理，如专业数

据库介绍占据大量篇幅，但对学生所关注的检索策略与技

巧几乎没有涉及。绝大多数教材是任课老师组织自编而

成，或以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为主要实例向学生介绍信息

检索技巧，缺乏科学系统、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教材。

３．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兴趣不大
我国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的教学，多数是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面对面的授课，仍采用八、九十年代的教学方法，以理

１９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１１
作者简介：金　燕（１９７７－），女，河南周口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检索研究。



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在教学手段上，大部分已经

摒弃了手工板书，以多媒体课件为主。非图情档专业研究

生的信息检索课应该以实践教学为主，以提高学生的信息

获取与利用能力为目标。然而，由于现实中多数教学的理

论部分过多，实践部分过少，且选取的实践内容不合适；理

论教学虽然采用多媒体教学，但部分老师照课件宣读，与

学生的交互差，导致课程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学生不爱学，

老师不爱教。

４．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效果不理想
我国高校研究生的信息检索课程教育大都是由高校

图书馆工作人员承担的。一般的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不

过百十人，而随着高校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需要接受

信息检索教育的研究生人数却在大幅增加，给图书馆带来

了较大的工作负担。据测算，对于一个有１００人的图书馆
而言，如果要对３０００名研究生开展３０人为小班的信息检
索课程教学，需要２０名工作人员每人５个班次的工作量方
可完成［１］。教师教学任务太重，无疑会影响教学效果。有

的图书馆为了完成相应教学任务，随意选派人员，有时甚

至不得不选派没有教学经验、没有实际检索经验的工作人

员。实际上，对于专业信息检索而言，单纯图书馆的师资

似乎难以胜任。这是因为，研究生信息检索更侧重于专业

性的学术信息检索，对专业背景的要求较高。而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大多数学科背景单一，难以很好地完成专业信

息检索教学工作。图书馆虽然有具有专业学科背景、检索

实践丰富的咨询馆员，但如果大量占用这部分人员进行研

究生信息检索课程教育，又会影响到图书馆正常的咨询、

查新等工作。因此，师资力量不足已经成为影响信息检索

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　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程改革的建议
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认为，为了提高研究生信息检索课

程的教学效果，首先要从顶层制定合理科学的教学目标，

然后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推进教材建设、教学方法

改革、教学内容研究以及师资力量的培养。

１．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
我国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制定培养方案时都明

确要求把信息检索课作为研究生的公共必修课，但却没有

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大纲有助于各培养单

位组织教学，是教学的指导和依据，有助于改善教学内容

随意化的现象。可以由研究生教育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学

者、教育工作者召开联席会议，针对研究生信息检索教学，

制定一个合理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以推动研究生信息

检索课程的教学工作。

２．进行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是关键。内容设置，科学合理的教材是学生

学习的重要辅助资料。具有实践背景的教材更能让学生

提高实践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教材的建设。

（１）由统一的机构或部门组织进行统编教材建设。选
择有丰富检索经验的专家型学科馆员、数据库商、教学一

线的教师，取长补短，共同设计教材内容。教材内容一定

要结合研究生的需求，突出专业化、学科化特点。可以组

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学科馆员、教师，协同编写不同专业的

信息检索教材。如化学专业研究生信息检索教材、生物专

业研究生信息检索教材等。

（２）为实践教学编制配套的实验教材。实验教材的案
例、课题设计一定要结合实际，有详细的实验任务、实验目

标、实验内容、实验指导等，形成实践教材的课程资源，并

不断补充、更新。实践教材以理论教材为基础，对其按照

知识点进行分割、划分，使得理论知识点与实验课题相对

应，可以在学习完相关的知识点后，即时训练，提高其检索

技能。

３．推动教学方法改革
（１）充分利用网络环境，推动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开展

网上自助学习

充分利用ｗｅｂ２．０提供的协同环境，建设高质量的立体
化网络教学平台。各类教学资源包括电子课件、多媒体视

频教学录像、习题、教学参考资源等都可以放入网络教学

平台，教师可以在平台中添加、修改、编辑课件，监控学生

的学习情况，进行教学管理；学生可以在线学习课件、提交

作业，教师可以网上批改作业；同时，建立起功能强大的教

学互动论坛，教师可以在论坛为学生答疑，跟学生交流，学

生之间也可以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立体化的网络教

学平台可以为研究生信息检索课教育提供一站式服务，促

进网上自助学习。

（２）机房授课，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
信息检索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在机房授

课，尤其是涉及检索方法、检索策略、检索实例等内容时。

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学生能够跟随教师一步一步地进行检

索操作，有助于理解理论知识，增强应用技能，快速掌握相

关内容。

４．加大师资力量的培养，建立信息检索课程教师准入
制度

针对师资薄弱问题，应当加大研究生信息检索课程教

师的培养力度，同时为保证教学效果，建立信息检索课程

的教师准入制度。２０１２年，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信息检索课程建设与教学协作专家组第一次工作会

议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建议启动信息

检索师资培训工作，对信息检索课程老师进行继续教育，

提高师资水平；同时为保证教学质量，信息检索课程主讲

教师采取准入制，由教指委联合国家权威部门，将信息检

索课程教师培训与师资认证结合起来［２］。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思路，可供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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