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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素养教育改革 

   本校开设《文
献检索与利用》课
程已20余年，很好
地给大学生普及了
文献学基本知识。 



•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学术环境呈现泛在化、数字化、虚拟
化、个性化等趋势。学生虽掌握了“信息检索”基本技术，但面
对缺乏组织的海量信息，还是感到困惑和迷失。 

•“信息素养”是了解、发现、评价和利用信息的智力架构，不
但融入信息技术和合理的研究方法，更融入了批判性的思维、鉴
别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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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路：全面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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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国、瑞典、加拿大、荷兰等国的信息素养教育体
系已经比较完善，并将嵌入式信息服务列入图书馆发展战略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武
汉大学等实力雄厚的高校纷纷试行多种形式的信息素养教育 

 

• 2006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进一步拓展为向重点课
题、重点人员和重点任务提供深度的情报分析与知识服务，
探索嵌入科研、教学过程的深度信息、知识服务（初景利，
2013） 

 

二、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现状 



信息素养教育困境： 
 

•图书馆专业信息素养教育老师严重缺乏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1 本校信息素养教育现状 
 

  本校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选修课《文献信息检索
与利用》、新生入学等信息素养讲座、嵌入式信息素养讲座。 



3.2 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实践 
 

   依托2011年湖北省高校图工委基金项目(基于“图书馆
员-学科教师”相结合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实证研究”) 
，结合已有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制定符合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实际情况的“嵌入式教学”实践方案，分析方案
中包含的具体问题以及相应的策略。 
 

创新点： 

   尝试将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学院的正规教学规

划，探索图书馆与院系的合作教学模式。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2.1 “嵌入式教学”方案： 
 
  学科馆员与专业教师就课程模式、内容、切入范围、相关

案例等进行沟通和探讨，设计实践方案。《环境地球化学》
有48学时，其中，嵌入两次课（5个学时）。 
 
  第一次课：重点章节“有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模式”之

后有专业课作业，学科馆员讲解在中、外文数据库中查找文
献（1.5学时），安排一次上机（1.5学时）； 
 
  第二次课：难点章节“水环境地球化学”之后，学科馆

员讲解在特种文献数据库（专利、成果）中查找文献（1学
时）；最后安排一次上机实践、交流（1学时）。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2.2  “嵌入式教学”考核方式 
 
 《环境地球化学》课程采用撰写课程报告（其中文献综述

部分占15%）的方式进行综合考核，图书馆老师参与文献综述
部分的考核。 
 
 文献综述部分考核标准： 
 
（1）检索课题的关键词、检索式的挖掘（20分）。 
 
（2）检索策略的制定（检索式在各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

（20分）。 
 
（3）使用文献管理软件对检索文献综合分析（60分）。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2.3 “嵌入式教学”教学效果评价： 
 
  参与评价的师生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

效果等几个方面对课程进行评价。参加评价的学生280人，占
总人数的98%。 
  师生一致认为“嵌入式”教学有效地提高了大学生的科学

素养和信息素质，学生易于接受、专业课教师乐于参与。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学科馆员嵌入环境学院课题组，参加第十四届水岩相互作用国际会议（
法国，2013）。 



•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3 引入中科院MOOCS（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实践） 



•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3 引入中科院MOOCS教育体系 

科大研究生《文献检索与管理分析》
MOOCS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3 引入中科院MOOCS 教育体系 

        针对全校大规模的信息素养课程，引入中科院MOOCS，开展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解决了大规模学生、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学习检索课程的问题。 

    2014年9月-11月，本校研究生院将中科大罗昭锋老师的《文
献检索与管理分析》设置为公选课，图书馆老师组织线下讨论。 

    学习方式：借助于网络平台，学生自主学习相关内容，同时
通过相互交流分享，吸收和借鉴新的方法和理念。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3 引入中科院MOOCS教育体系 

    实践证明，中科院MOOCS网络
课程和图书馆老师组织线下讨论相
结合的模式教学效果很好。 
    课堂互动性极强、线下讨论课
信息量大、真正是教学相长的好模
式。 

图书馆老师配合慕课组织学生线下讨论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4 信息素养讲座养教育体系 

    本馆自2001年开始学科服
务，开展新生入馆教育等各类
信息素养讲座。 
 

图书馆老师开展信息素养讲座 



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3.5 信息素养课程养教育体系 

                       传统信息检索课程重视上机实践 



结论： 
 
（1）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服务：依托2011年 湖北省高校图工委基金项

目（基于“图书馆员-学科教师”相结合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实证研究”
），围绕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实践证明
这一崭新的教学模式有效、直接地提高了大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信息素质，
学生易于接受、专业课教师乐于参与，教学效果显著。 
  
（2）MOOCS慕课：将中科大研究生的《文献检索与管理分析》公选课，

作为我校研究生网络公开课，教学效果显著，学生积极参与，真正做到教
学相长。 
  
（3）信息素养课程：理论与上机实习相结合，广泛普及了大学生信息素

养教育。 
 
（4）新生入馆教育等讲座：普及信息检索基本知识。 

四、结论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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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探讨 



• 针对本馆专业信息素养教师不足：提出了图书馆与院系合作的“嵌入式

信息服务”模式，将个性化“信息素养”课程嵌入院系正规学分体系的

学术讲座、专业课程中，图书馆员和学院教师共同完成大规模学生的信

息素养教育；引入中科院MOOCS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解决大规模、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学生信息素养教育问题。 

• 传统信息检索课、信息素养讲座、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线上线下

MOOCS等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共同展开，构建符合本校实际的多维度信息素

养教育体系。 

四、结论与探讨 



请各位老师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