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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类专业%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课程教学问题及对策探索

周定港!刘小兰!张大为!孙远东!严明理!王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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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生物类专业,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是培养生物学本科人才的重要工具课# 该课程存在课时有限"教

学内容与时俱进不够!实践课占比偏少"实践强化训练不足!考核方式单一"实践能力考查不足!学生对科技论文的结构

和评价模式理解不深等教学问题# 以湖南科技大学生物学本科专业该课程教学为例!从转变观念"强化实践导向"优化

教学内容",线上线下-,课内课外-一体化立体教学探究"基于任务驱动的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和实施多元综合评价体系

等方面探索改革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学生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有助于促进综

合性应用型生命科学本科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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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生物类专业(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是

提高生物学本科生的信息意识&信息素养&文献获

取和论文写作能力的重要基础课.!/

' 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学生能检索文献获取有用信息&并通过

(课内)"理论课堂&机房实践课堂%和(课外)"课

程论文&毕业论文&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参加挑战

杯竞赛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等课外科学研究项

目%的实践训练#具备把握生物学学科发展动态&

基于科学问题进行文献调研和方案设计的能力'

但通过调研学生的毕业论文&课程论文及学科竞

赛申报书等#发现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学生能力

培养的达成度并不高#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还存

在诸多问题#具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本文拟从该课程教学体系设置&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时间优化组合&多尺度

的课程考核体系和质量评价方法&线上线下教学

模式探索&(课内课外一体化)实践等方面进行探

究#以促进学生掌握生物学文献检索能力和科技

论文写作能力#提高其学习主动性和培养其科研

创新能力#以期在培养适应新时期生命科学发展&

培养(基础实&能力强&具有创新和创业意识&具

备国际视野)的生命科学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4生物类专业%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

作&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4检索方式极其单一'信息获取能力不足

学生对国内常用的重要文献检索工具不熟

悉#文献检索方式单一' 2"(""\的学生将百度和

谷歌等综合搜索引擎作为其解决学术专业问题的

首选 解 决 方 案$ 大 部 分 学 生 以 百 度 学 术

""#(**\%&知网""2(1"\%等中文数据库进行学

术检索#仅会使用百度学术或知网或万方等单一

数据库"表 !%$学生通 jAD &HE.'A/.A,S@DIA%,

EVN'/Q='/0,E.'i'NA.J等外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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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极低"均u!($$\%$少有学生熟悉检索工具

和搜索引擎的高级功能' 总体反映出学生基础知

识匮乏&检索方式单一&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的

态势."/

'

表 !4%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教学改革前'学生进行信息检索或者文献检索的主要途径

检索途径 百分比"\% 检索途径 百分比"\%

百度,5&&QGA等搜索引擎 2"("" 维普 $(*1

百度学术 "#(** jAD &HE.'A/.A $(*7

知网 "2(1" S@D<A% $(!$

万方 "($# EVN'/Q='/0,E.'i'NA.J $()*

5&&QGA学术 !(+) E.'

3

F@D !($)

!("4标书论文质量差强人意'论文写作水平低

科研竞赛项目申报书撰写不规范且几乎没有

参考外文最新文献"+"(#7\%$课程论文或毕业论

文的图表不规范或没有图表"#!(7#\%&参考文献

陈旧或乱引"*+(*2\%&不同科技论文写作类型格

式不熟悉等"#2(#7\%#如图 ! 所示' 另外#还存

在课程论文或毕业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精练#题目

范围和文章内容不符#计量单位使用混乱$论文摘

要写作不简练#学位论文致谢缺失等现象'

!()4学术道德素养教育和科研诚信教育相对

缺失

2+(*"\的学生认为关于学术道德素养教育

和科研诚信教育在该课程教学中强调过少#且课

程教学中没有厘清参考引用和抄袭的概念界定$

#)())\的学生其课程论文不用心&复制粘贴#甚

至极个别学生的课程论文存在复制和抄袭现象

"图 !%'

图 !4$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教学改革前!学生科技论文写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注!针对科技论文写作时存在多方面问题的实际#百分比"\%

w选择该题的有效人数,回收的总有效问卷数'

"4生物类专业%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

作&课程教学问题的成因分析

"(!4课程类型为选修课和排课学期靠后'考核方

式单一'学生在思想上重视不足

笔者所在高校的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物

工程 ) 个专业均开设该课程#为 !(* 学分或 " 学

分#但课程类型均为专业选修课#且开课时间为大

三下学期#此时学生面临繁重的专业课学习任务#

且主要精力在准备研究生升学考试或找工作就业

上#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该课程重视不够' 部分学

生认为该课程门槛低#随时可以学习#原因是这部

分学生认为毕业后可能不会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

作#或认为文献检索课就是教大家如何查资料#有

问题找(度娘)即可#认为这门课程容易学#自己

72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用得着的时候再学#甚至部分学生认为学与不学

影响不大."#)/

' 该课程是一个以理论为主的考查

课#对实践环节的考核不单独计学分#这导致学生

不重视&不主动学习该课程#尤其是不去主动实践

和探索.2/

' 另外#课程类型为选修课和排课学期

靠后#考核方式单一#导致学生在思想上对该课程

重视不足#学习积极性低#上课只为应付考试取得

学分#而不认真对待该工具课以提升自己的信息

素养'

"("4课程课时有限'教学内容删繁就简$与时俱

进不够

笔者所在高校生物学相关专业的(文献检索

与科技论文写作)课都是作为专业选修开设的#

因为不是专业课#加上近年来大力实施通识教育#

在培养方案修订中#总是有课时减少的呼声和课

时减少的现实' 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 )个专业开设的该课程原来

"$!2版&"$!*版和 "$!#版培养方案中#该课程有

"学分#相应的课时为 )" 课时$而 "$!1 版培养方

案修订时已经调整为 !(* 学分#"2 课时' 课时减

少#但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和要求并没有改变'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本就包含文献检索&

科技论文写作两大板块#"2 学时还包括理论课与

实践课!理论教学内容包括信息概论&纸质和电子

资源&图书文献分类&文献信息检索基础&常用数

据库和工具书的检索等$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对学

生从事科学研究进行基本训练"如检索课题选择

与确定#检索需求分析#查新#检索策略制定&检索

工具的使用及技巧#参考文献管理工具的使用

等%和对不同类型的科技论文"综述&原创论文&

学位论文&科研竞赛标书撰写#以及论文投稿等%

写作训练.!/

' 课时严重不足#对教师教学的系统

性提出了挑战' 迫于课时有限&课程内容多的压

力#很多老师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的

讲解#采用传统 SSP演示的授课模式#填鸭式讲

解过程中#缺乏与学生的互动#学生参与度低.*/

#

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要在如此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这么繁重的教学任务#对学生来说接受

和消化的难度也比较大' 但也有老师因课时偏

少#对原本的授课内容删繁就简#如简要介绍数据

库中最有代表性的数据库&网站或综合性工具书

等' 而在实践教学时#老师也简单以(实用)为导

向#主要阐述最有代表性的常用检索工具及检索

技巧#而对于更加专业的检索词选择&检索词关系

的确定以及检索策略制定&检索工具的高级功能

等方面无法进行深度阐述和实践.#/

' 生命科学

的发展日新月异#文献检索的网络化&数据库的推

送&某一领域最新文献的 ZEE 推送,邮箱推送,微

信推送等&甚至于机器人辅助检索技术已经成熟#

但因课时不足不允许增加更多的新内容#导致教

学内容与时俱进不足'

"()4实践课占比偏少'课外实践考核体系不成

熟'学生的强化操作训练不足

实践能力和信息素养提升是一个渐进和长期

积累的过程' 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工具

课#需要长期的实践操作和严谨的科学研究的训

练#才能达成课程目标'

理论课&实践课比例不固定#不同高校对实践

环节的课时占比不同#大部分高校理论课占比大#

实践课占比小#整体而言该课的实践教学地位依

然不突出.)/

' 笔者所在高校#"$!2 版至 "$!# 版

的培养方案中实践课仅 + 学时#授课教师都认为

实践课时严重不足#学生也普遍反映(课内上机

实践课时太少)' 在教学改革和实践前#该课程

的实践课授课主要使用教师端软件#通过控制学

生计算机来进行数据库演示#教师讲解完后再由

学生自己进行实践操作' 因上课人数多#受限于

实践学时&教师和场地#实践教学更多的只作为理

论知识验证而依附于理论教学#脱离了大学生课

外科学研究的实际需求#以教为主#忽视了学生学

习和吸收#实践内容稍显陈旧#不利于应用型本科

生培养.1/

' 教师不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实际掌握

情况#不能及时答疑#更不能对学生因材施教#直

接影响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因此#学生的思维常

常被局限于相应的理论课程中#不能适应创新能

力的培养#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效果#最终落脚点在实践

操作#在信息检索和利用&论文标书撰写和科研实

践中体现' 学习的效果和能力常常体现在后续课

程设计&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学科竞赛&创新创业&

甚至于参与到教师科学研究等其他教学环节和课

外实践活动上#但这些课外实践却因为没有成熟的

考核体系#而没有在该课程的考核中予以应用'

"(24学生对科技论文的结构和评价理解不深'论

文写作能力不足

学生通过该课程学习#应在前期文献检索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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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有用信息筛查的基础上#初步掌握学术论文

写作的基本方法及其写作规范#并通过不断训练

强化逐步培养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 调

研发现#由于该课程课时偏少#课内科技论文写作

实践难以满足论文写作强化训练的要求#课后实

践不够#或缺乏对课后论文写作实践的有效考察#

目前#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并不乐观!对常见

的科技论文类型的结构理解不够#对论文各部分

内容"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结论讨论

等%的撰写不熟悉#对目前论文的评价不清楚#对

科技论文撰写的图表规范&格式要求不注意等#以

致学生的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中存在如论文题目

不准确&摘要要素不明显&关键词不合理&行文逻

辑混乱&数据分析不透彻&图表指代不明&语言表

述口语化&专业术语使用不规范&参考文献陈旧乱

引等诸多问题.7

3

!!/

'

)4生物学%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课

教学改革举措

)(!4转变观念'加强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

在该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时#我们对学生在入学

教育时即强调情报意识和信息素养#告诉学生要具

备能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检索出对我们有用的信

息并加以利用的能力' 在课程授课的绪论和课程

导论课上#再次强调(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

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工具课#也是一门基础课' 无

形中改变学生的观念#提高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

作课程的地位#教导学生充分认识到这门课程的学

习绝对不能局限于修完学分#绝对不能认为只是简

单的查资料#这是对学生信息素质教育和信息利用

能力的培养#不仅能帮助学生提高自学和研究能

力#同时是其打开生命科学众多新领域和发现无限

可能的一门课程' 同时#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

尝试将该课的评价考核贯穿大学多个学期."/

#而不

是集中在理论授课学期#其间#鼓励学生参加科研

竞赛或科研课题#以使学生学以致用#在论文写作

尤其是科学研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既给予学生充分时间循序渐进地熟悉和掌握相应

知识#也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从根本上扭转

学生对该课程不重视的局势.!"/

'

)("4强化实践导向'增加实践学时'课内实践和

课外实践相结合

在该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的初期#我们首先调

整该课程的理论学时为 !# 学时#实践学时为 !#

学时' 后期通过抽样调查#实践课程课时的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的

提升#但该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还需继续改革'

于是在接下来的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提高该课

程的课内实践学时 "2学时#而理论课时则压缩至

+学时$同时强化课外实践导向#以学习小组形式

互助促进及相互监管' 采用成立兴趣小组方式或

互助小组的方式' 对参与学科竞赛&挑战杯&专业

实习&毕业论文等阶段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利用和

实践文献检索课的知识技能#使其学以致用' 该

课程体系的改革探索表明#强化实践导向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和科技论文写

作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

)()4优化教学内容'促进目标达成

优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程授课内容#更

加合理利用有限的学时精准授课#进一步促进教

学目标的达成' 通过优化#学生普遍觉得理论课

内容紧凑&丰富且应用性强#实践课内容充实丰满

且有意义#大部分学生基本掌握了如何进行学术

搜索#如何善用搜索引擎#掌握综述型科技论文的

写作&了解原创实验科学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格式

要求和写作方法#提高了学生概括文献核心内容

和提炼关键词的能力' 在投稿&查新&序列搜索和

提交等演练过程中#使学生初步具备科学研究信

息搜索和利用的基本技能#并初步形成科研诚信&

严谨和创新的态度和精神'

)()(!4优化理论教学课程内容

理论课程包括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两个部

分' 一般高校的文献检索课都是介绍中国知网&

维普&万方&E.'A/.Ai'NA.J&EVN'/Q='/0 等数据库的

使用#而科技论文写作主要介绍写作结构&写作方

法和写作规范.)#2/

' 在该课程最近的教学改革实

践时#优化后的理论课授课课时压缩成 +学时#因

此#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优化显得极为关键' 以最

近的教学改革实践为例!"!%绪论课用 ! 学时阐

述课程目的及意义&一般概念等#目的是让学生知

道(生物学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课开设的

目的#即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学生应得到的

训练有哪些1 习得的信息素养及提高的能力有哪

些1 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哪些对我是有用的1 如何

获得1 ""%文献检索部分用 2 个课时#分别为介

绍常用的中外权威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万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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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文数据库 !个学时&E.'A/.Ai'NA.J&S@D<A% 和

jAD &HE.'A/.A等外文数据库 ! 个学时%&教授科

学引文索引"E.'A/.AU'JBJ'&/ >/%A[#EU>%和期刊分

区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 个学时%&以及生物序

列信息数据库检索&下载和使用"! 个学时%$")%

科技论文写作部分用 )个课时#授课内容有!概述

科技论文写作的一般概念和意义&科研诚信等"!

学时%#科技论文的类型&格式与撰写要求"! 学

时#包括不同内容科技论文的论文题目&作者和单

位&摘要&关键词&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

结论与讨论&参考文献&致谢各部分%#科技论文

的写作步骤&中文期刊和外文期刊的投稿流程&学

位论文的构成&学位论文的撰写等"!学时%'

)()("4优化实践教学课程内容

在该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增加实践课的课

时至 "2学时#优化后该课程的实践内容有!"!%

常用检索方法&检索词设定和逻辑关系符及匹配$

""%中文常用数据库的检索和查新#分别快速演

示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学生分组后分别以

当前热门的生物学专业相关的课题或关键词"如

I'.N&Zn6&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生物钟调控

等%进行实践操作$")%外文常用数据库的检索和

查新#分别快速演示 E.'A/.Ai'NA.J&EVN'/QAN='/0&

jAD &HE.'A/.A后分别以当前热门的生物学专业相

关的课题或关键词"如 I'.N&Zn6&AV'QA/AJ'.&JNB/X

K.N'VJ&IA& .'N.B%'B/ .G&.0& VN&JA&IA# IAJBD&G&IA

等%进行实践操作$"2%百度学术&搜狗学术&谷歌

学术和S@D<A%数据库的使用和实践操作$"*%生

物序列数据库的使用和实践操作#分别快速演示

nU:>&Un5:&SGB:'Si等生物数据库#学生分组后

分别以感兴趣的基因序列或者蛋白序列进行实践

操作$"#%各大论坛的注册&登录和使用$"1%m/%X

/&JA&n&JAH'NKJ等文献管理工具的使用和实践$学

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种演练即可$"+%中文和

英文科技论文的投稿实践$用授课教师自己的账

号#以自己科研论文进行投稿演练$学生分别在

*作物学报+和 !"#$%&'())$*+,"#+(*-注册账号#

以分发模板论文进行投稿实践操作#以熟悉投稿

流程"但最后确认投稿时选择否或者撤回%$"7%

课后科研综述撰写"提前布置%$"!$%模拟论文答

辩"最后一个实践模块#2学时#也是教师答疑&师

生交流和相互提高最好的一个环节%'

通过授课内容的优化#进一步促进了教学目

标的达成' 同学们普遍觉得理论课内容紧凑&丰

富且应用性强#实践课内容充实丰满且有意义#通

过课内的实践操作#基本掌握了如何进行学术搜

索#如何善用搜索引擎#掌握综述型科技论文的写

作&了解原创实验科学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格式要

求和写作方法#增强学生概括文献核心内容和提

炼关键词的能力#了解投稿&查新&序列搜索和提

交等过程#使学生初步具备了科学研究信息搜索

和利用的基本能力#也在此过程中#使学生初步形

成了科研诚信&科研创新和科研严谨的科学态度

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尽管如此#极个别学生因计算机基础能力欠

缺不能适应该实践内容的强度$同时我们依然觉

得课内实践远远不够#需要大量的课外实践#如课

后不同类型的科技论文的撰写&参与科研兴趣小

组&学科竞赛时标书撰写等训练等'

)(24 %线上线下& %课内课外&一体'实施立体

教学

线上教学与课程资源建设和使用是信息技术

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目前教育部(双万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实践

时#在线下教学的基础上#辅以线上课程资源"我

们基于超星学习通建立在线课程&微课&在线链接

相关国家精品课程和网络小贴士等资料%&微课

等帮助学生预习和巩固#引发学生思考' 慕课

"<BKK'MACVA/ C/G'/AU&@NKAK#<CCU%&学堂在

线&学习通&雨课堂&爱课程等作为互联网在线课

程资源的重要载体.!)/

' 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可

以利用丰富的文献检索课的网络课程资源#把传

统授课的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课与慕课线上

教学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即目前流行的 ESCU

"EIBGGSN'MBJAC/G'/AU&@NKA%#ESCU以 <CCU素

材增强了教学效果#提高了教学质量#但 ESCU所

利用的互联网课程资源不限于慕课#还包括微课&

公开课等在线教学形式.!2/

' 如笔者所在高校在

学校自主学习平台搭建在线课程#与线下授课相

结合形成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同时在线上课程

嵌入中国科技大学罗昭锋老师的国家级精品课程

作为辅助学习材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我们也根据

课程知识点自行录制的微课 "<'.N&=A.J@NA%#因

其形式新颖#重点突出#符合学生目前形成的刷短

视频的习惯#深受学生喜爱' 此外#我们利用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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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平台#组建学习小组#针对某一课题让感兴趣

的同学深入探讨#甚至可以将此作为学生毕业论

文&课外科学研究&参与教师课题研究&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项目的准备#提高学生对科技竞赛的积

极性和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创新精神' 总之#

这种(线上线下) (课内课外)一体化模式不仅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其主动学习#而且通过

学习小组探讨科学问题可以巩固其所学理论知

识#进一步提升其思维能力.!*/

'

)(*4基于任务驱动'学会合作分享

成立学习小组#分配学习任务#以小组任务驱

动的方式#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通过互相学习&

互助共享#促进学生文献信息检索能力#提高学生

兴趣及教学效果#学生探究意识&科研实践能力得

到提升.!#/

' 在该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时#根据近年

的热门研究方向和学生毕业论文选题#选择若干

生物学专业相关的课题"如I'.N&Zn6&转录组&蛋

白组&代谢组&生物钟调控等%#学生按照个人兴

趣自由组建学习小组#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小

组内分工合作#自主完成文献检索和论文大纲撰

写#同时完成科技论文的中文投稿和英文投稿全

过程$增设课程论文的改错纠错环节$增设了模拟

论文答辩过程#由各小组选派代表通过上台汇报

形式呈现本组的检索结果&检索趋势分析等#会后

教师及时进行总结评价#各小组之间可以交流检

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分享好的检索方法&检

索技巧' 实践发现#采取这种基于任务驱动的学

习小组形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理顺了学生

的科研思路#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互助学

习能力&团队合作和共享能力'

)(#4注重应用考察'实行多元综合评价

传统文献检索课的考核方式单一#通常在期

末考试时以书面闭卷考试为主#考核概念界定&检

索文字&操作步骤及写作规范等内容#这种考核方

式不利于考察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需要创新考

核机制#以期达到考核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

创新能力的目的' 从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课

程本身而言#理论教学包括文献检索基础知识与

论文写作技巧等可进行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摘要撰写和修改润色&挑错&提炼关键词&不

同类型科技小论文写作&书籍文献检索策略等随

堂测验部分占 )$\#文献检索操作和数据处理等

上机实践内容部分占 )$\' 此外#在时间允许的

情况下#通过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来考核学生文

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课程的学习情况是最为直

接有效的方法#或是鼓励学生带着兴趣和问题参

与到科研创新项目#通过跟踪项目进展也能得到

一定反馈' 此外#我们试图结合学生在课前&授课

学期&实践强化训练"论文训练强化&科技竞赛等

项目申报书撰写强化%等多个时期进行多元性评

价.!1/

#以及从论文综述强化&课程小论文撰写&学

科竞赛项目书撰写&虚拟投稿和模拟答辩等方面

对学生进行训练#对学生的课程论文&参与教师科

研课题&参加挑战杯竞赛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等

课外科学研究项目等多尺度考核点都给与一定比

例赋分#以期建立一个(课内课外一体化)的&科

学合理的&多尺度的综合评价体系'

24教学改革效果的对比分析

笔者所在高校 "$!#级和 "$!1级两届生物类

相关专业"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的学

生采用了本文上述的部分教学改革措施#为了解

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对 "$!2

3

"$!1 级学生进问

卷调查调研"有效问卷共 2)1 份%#通过对("$!2

3

"$!*级)学生"!++ 份有效问卷%和("$!#

3

"$!1

级)学生""27份有效问卷%的对比分析来探究该

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

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调查!对该课程

的重要性认识$该课程的学习兴趣$教学改革前后

文献检索的主要途径$教学改革后文献检索能力&

科技论文写作能力的提升和改善情况等'

2(!4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增强$对课程学习

兴趣增加

在课程重要性认识上#认为该课程很重要的

学生比例从教学改革前的 1"(+1\上升到教学改

革后 7*(1+\#学生在课程重要性认识上极大提

高$在学习兴趣上#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从教学改

革前的 2+(*2\上升到教学改革后 #7(+)\"如表 "

所示%' 教学改革促进了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

识#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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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教学改革前后'学生对该课程的重要性认识和学习兴趣

课程重要性"\% 学习兴趣"\% 课程重要性"\% 学习兴趣"\%

教
学
改
革
前

!2生科 +#("* **($$

!*生科 17($1 2#(*!

!2生技 ##(#1 21(""

!*生技 1+(+* *)(+*

!2生工 1!(1$ 2!(*!

!*生工 *2(1" 21(!1

平均 1"(+1 2+(*2

教
学
改
革
后

!#生科 71(*$ #"(*$

!1生科 !$$($$ #1(2"

!#生技 ++("2 1#(21

!1生技 !$$($$ 1)(!1

!#生工 7$(7! 1"(1)

!1生工 7+($2 ##(#1

平均 7*(1+ #7(+)

2("4学生文献检索的途径明显拓宽'趋向搜索学

术数据库

对教学改革前后学生进行文献检索的主要途

径进行了对比分析#如图 " 所示#结果显示#在教

学改革前#平均有 2!(1#\的学生"生物科学专业

2!(!)\#生物工程专业 22(!$\#生物技术专业

2$($2\%进行信息检索和文献搜索依靠百度,

5&&QGA等搜索引擎#教学改革后#这一比例平均下

降至 "2(+\"生物科学下降至 "2()#\#生物工程

下降至 )$()\#生物技术下降至 "$($$\%$学生进

行专业的文献检索知道通过专业的数据库进行检

索#如通过检索知网,维普,万方等中文数据库#尤

其是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这一比例从 !)(1!\上

升到 "7(1$\$百度学术,Q&&QGA学术,搜狗学术的

使用在教学改革前平均占比 )!(1"\#教学改革后

虽然下降至 ")())\#但整体来看学生使用频率依

然较高' 教学改革后#jAD &HE.'A/.A,S@D<A%,

EVN'/Q='/0,E.'i'NA.J等外文数据库的使用从原来

仅 !(!)\增长至 !!($)\#增长幅度很大#说明有

部分学生尝试使用外文数据库检索学习专业知

识$另外#在全文文献下载方面#部分学生开始通

过RR群或者论坛求助#以及使用 E.'

3

F@D 网站$

但通过专业的推送服务进行专业文献知识获取的

比例依然很低#仅不到 !\的学生开始尝试使用#

这可能与本科生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向或没有

自己特定的专业研究兴趣有关'

图 "4$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教学改革前后!学生进行文献检索的主要途径对比

2()4学生文献检索能力得到提高$科技论文写作

能力得到提升

对教学改革后学生在文献检索能力&科技论

文写作能力等的提升和改善情况调查结果如图 )

所示' +$(1"\的学生检索能力得到提高#)!())\

的学生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得到提升' +)(*)\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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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专业知识的检索不再局限于百度#开始更多

用万方,知网,维普等中文数据库#*$("$\的学生

表示对常用中外文数据库都基本了解#会使用#但

以中文数据库的搜索为主##)(2*\的学生知道如

何设定检索限定词#尝试使用高级检索功能"图

)%' 整体而言#教学改革的实施#较大地促进了

学生文献检索能力和科技论文写作能力的提升'

图 )4教学改革后!学生在文献检索能力和科技论文写作能力的改善情况

注!针对教改后能力可以多个维度提升的实际#百分比"\%

w选择该题的有效人数,回收的总有效问卷数'

*4结语

生物类专业(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是

培养生物学本科人才的重要方法课和工具课' 通

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应熟悉并掌握生命科学领域

文献的分布及其检索的常用方法#将所学知识熟

练地运用到自己的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学科"生

物学专业%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项

目&社团活动以及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提升

学生科研能力训练#真正达成培养应用型生命科

学人才#同时为其继续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 湖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有的该

课程教学过程中#发现存在课程课时有限&教学内

容与时俱进不足#实践课占比偏少&训练强化不

足&考核方式单一&实践能力考查不足#以致学生

文献检索素养欠缺&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及创新能

力不足#不能满足现代生命科学人才培养目标要

求' 本文以湖南科技大学生物学本科专业(文献

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课为例#从转变观念&加强

对课程重要性认识&强化实践导向&增加实践学

时&优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内容#(线上线下)

(课内课外)一体化立体教学探究#基于任务驱动

的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实施注重应用考察的多元

综合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实践和探究等方面

进行改革实践和探究' 教学改革的实践表明#我

们的教学改革较大地提高了学生生物学文献检索

和科技论文写作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创新能力#有助于促进综合性应用型生命科

学本科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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