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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深入　走向辉煌
—— 近年来文献检索课教学研究综述

　　ABSTRACT　Studies on docum en t ret rieval cou rses of the Ch 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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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至今,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 (以下

简称文献课) 在我国高校的开设已走过了 13

年历程, 经历了起步、活跃到稳定的几个阶

段。文献课的教学研究从无到有, 走向深入。

1　起步阶段 (1984～ 1987 年)

早在 30 年代, 浙江大学就曾开设“杂志

报告”课, 向学生讲授文献知识。60～ 70 年

代, 有极少数院校, 如太原工业大学开过电机

文献课, 天津大学讲过内燃机文献课, 上海化

工专科学校开设过化工文献检索课等。但都

是零星的且不系统。

1984 年 2 月, 原教育部颁发了《印发〈关

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

见〉的通知》。该文件对文献课的内容、目的要

求、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时数、教师队伍、教材

建设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文件下发后仅一

年多时间, 文献课在高校很快大规模地开设,

发展速度之快为我国高教发展史上所罕见。

1985 年 9 月, 国家教委又印发了《关于改进

和发展文献课教学的几点意见》的通知。两个

文件的下发, 使得文献课在高校迅速普及, 并

作为一门课程初步扎下了根。到 1987 年, 开

课院校已达 532 所, 占全国高校的一半左右。

1987 年 7 月 6～ 10 日, 全国高校图工委在哈

尔滨召开了全国高校文献课教学研讨会。这

次研讨会是我国高校文献课开设以来规模最

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盛会。会议就文献课诸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起步阶段文献课教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

3 个方面:

(1)关于开课的必要性及教学体会。这一

阶段, 有关开课必要性及教学体会的文章在

专业刊物及会议上较为多见。例如西安交大

谢天吉认为:“用户教育之所以必要, 从根本

上讲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伴随

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则是文献数量的激

增, 文献类型、语种、载体形式的增多, 文献主

题内容的交叉渗透和高度分散。这一切使文

献资源与用户之间的通讯渠道产生重重障

碍, 形成了文献愈发展, 利用愈困难的矛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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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有一些文章谈了开课初期的教学体

会, 大都认为文献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 要想教好它确实须下一番功夫; 光熟悉教

材还不够, 还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检索工具的

使用方法, 才能上好课, 带好实习。

(2) 探讨教学法、教学内容的文章也不

少。如在肖自力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献检索与

利用课程教学研究》一书中, 有关这方面的论

文就占了 1ö3 的篇幅。而且在这些论文中, 有

的颇有见地, 如余向春提出了文献课的三连

贯教学法。还有一些同志对教学内容做了初

步研究, 认为文献课要重视对学生情报意识、

自学能力, 科研能力的培养。这些观点一直到

今天, 都还对文献课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

义。

(3)关于师资、教材和实习条件等也是这

一阶段谈论较多的话题。关于师资, 大多数人

认为以兼职为主、专兼结合为好, 重在提高师

资的素质。关于教材, 许多作者认为应尽量采

用图工委组织统编的文献课系列教材, 但少

数专业较为特殊的院校也可自编。关于实习,

多数人认为应建立专门的文献课实习室, 讲

课与实习之比以 1∶1 左右为好。

2　活跃阶段 (1988～ 1990 年)

1987 年召开的哈尔滨文献课研讨会是

文献课教学研究由起步转入活跃的一个转折

点。自那以后, 广大文献课教师的教学研究热

情空前高涨, 论文数逐年增多。1990 年全国

图书情报专业刊物上关于文献检索和情报检

索方面的论文有 227 篇, 其中不少是文献课

教师所写。教学研究空气非常浓厚。1990 年

10 月, 全国高校图工委在杭州召开了全国高

校文献检索课建设研讨会, 将文献课教学研

究再次推向高潮。这一阶段教学研究重点有

如下几个方面:

(1) 由全国高校图工委秘书处主持完成

了对我国高校情报用户教育现状的调研, 并

形成了综合调研报告。报告显示: 1988 年开

课院校有 587 所, 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54. 6%

(不含军事院校) ; 1988 年全国共有文献课专

兼职教师 2013 人; 各校自编教材共 674 种;

1984～ 1988 年, 约有 130 万大学生听了文献

课, 且呈逐年增长趋势。教学研究也逐步向有

组织的方向发展, 有许多省市成立了文献课

研究会, 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教研活动。

(2)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和杭州会议上

的交流, 大多数人认为文献课教学目的应是

培养学生的检索技能和情报意识。关于教学

原则, 文献课教师们一致认为: 应遵循分层次

连续教育的原则、实用性原则、直观性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3) 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在前一时期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 出现了几种颇有代表性的

教学法, 其中主要的有以下 6 种:

三连贯法。由余向春教授首创, 把文献检

索分为三个阶段, 即英语文献阅读—文献检

索—文献综合。循序渐进地传授, 能使学生逐

步掌握查找和使用文献的知识。

图表法。以武大何绍华为代表, 将教材的

内容全部以图表形式反映出来, 具有一定的

概括性、直观性、实用性和启示性。

三基法。以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基本技能的讲授为重点, 使学生掌握文献

检索课的基本结构, 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

这方面以侯汉清为代表。

归纳法。在教学中归纳出教学内容的同

点和异点, 找出可循的规律, 使学生感到多而

不乱, 条理清晰, 便于记忆。此法以焦玉英为

代表。

比较联想法。将所讲授的各部分内容有

机地联系起来, 比较其共性和特性, 便于学生

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此法以李恩科为代表。

三宜三不宜法。此法主张选择检索工具

宜少不宜多, 讲授内容宜简不宜繁, 教学方法

宜粗不宜细。

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的过程,“教

—35—

敬　卿　龚晓林　范真祥: 走向深入　走向辉煌
J ing Q ing, Gong X iao lin, Fan Zhenx iang: A dvance tow ards ⋯



学有法, 但无定法”。任何好的教学方法都是

相对的, 并且是不断发展的。每个教师在运用

教学方法时, 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

用和特长, 进行创造性的实践。

(4)关于文献课发展趋势的研究。多数研

究者认为文献课今后的趋势是: 理论与实践

进一步紧密结合; 有计划分层次进行连续教

育, 教材也将随之系列配套; 课程内容向纵深

发展, 授课形式向必修课过渡, 并重在“利用”

环节; 进一步加大机检教学的力度。

(5) 关于教学管理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的研究。这一时期, 教学管理是百花齐放: 有

的是图书馆下设教学组, 由图书馆人员开课;

有的是由图书情报系负责; 有的是由情报室

负责或由各系专业教师开课, 且专职、兼职都

有。在 1990 年杭州会议上, 代表们认为当时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开课面不够大, 约有半数

高校尚未开文献课; 教材五花八门, 且缺乏研

究生层次的教材; 师资力量不足, 特别是专职

教师太少; 对文献课教学研究重视不够, 各地

区发展不平衡。

关于文献课的性质和内容、机检教学、教

材建设等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3　深入阶段 (1991～ 1996 年)

1990 年杭州文献课会议后, 文献课教学

研究逐步转向多元和深入: 论文数量虽略有

减少, 但质量却有明显提高, 基本上摆脱了经

验型文章模式, 而逐步走向理论型论文模式;

提出了不少较为新颖和系统的理论观点。

1996 年 1 月 11～ 13 日, 全国高校图工委在

哈工大召开了全国文献检索课教学研讨会。

会议论文数量不多, 只有 16 篇, 但具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书山指路,

学海导航》。这次研讨会是文献课教学研究走

向深入、走向辉煌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热点

有:

(1)关于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1992

年 5 月, 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印发〈文献检

索课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基本

要求”)。这一文件对指导各类学校制定文献

课的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训师资、组织教

学活动、进行教学检查和评估等起了重要的

规范化作用, 促进了文献课的学科建设。有许

多学校及文献课教师对照“基本要求”, 进行

了认真学习和探讨。如国防科大对照“基本要

求”, 制订了教学大纲。昆明医学院图书馆杨

嘉认为,“基本要求”中提出文献课是“一门科

学方法课”, 比较准确地表述了课程的性质及

其重要性; 并认为应以“基本要求”为指导, 正

确处理文献课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培养

情报意识与学会检索技能的关系; 讲授基础

理论与讲授基本技能的关系; 掌握检索刊物

与参考工具书的关系; 手检与机检教学的关

系等。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 应以基本要求为

参照, 进一步充实文献利用以及其他一些教

学内容, 在实践中大胆探索, 不断完善文献课

教学内容体系。

(2)关于研究生层次的文献课教学。许多

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上海医大夏

知平等人认为, 研究生文献课教学内容的组

织要逐渐删去本科生阶段已经学习过的、且

容易掌握的内容, 腾出课时让位给新颖的、更

有用的或尝试性的教学内容; 应加强机检教

学力度, 注重综合利用能力的培养, 例如扩充

研究生机检课时, 增加检索实例分析, 注重检

索总结课等等。国防科大敬卿等人根据国内

外研究生用户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认

为要用大情报观指导研究生情报用户教育的

改革。并根据实践经验提出: 可以根据研究生

用户的学位论文选题; 结合检索实习, 指导研

究生用户收集专题文献资料; 再结合讲授情

报分析研究知识, 分析收集到的文献, 写出有

份量的专题文献综述和情报调研报告。这样,

研究生文献课的水平才能得以向高层次发

展。关于研究生文献课教材编写等课题也有

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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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现代信息技术及其对文献课的

影响。进入 90 年代以来, 以电子计算机、通

信、网络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取得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 人类在向信息时代迈进。现代信

息技术已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对文

献课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使得这方面的研

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热点。华东理工大学

孙济庆认为, 在信息技术影响下, 文献课教学

改革的目标是使每个学生对信息利用有充分

的认识, 掌握在计算机网络上检索信息的基

本能力, 着重 知识与能力两个方面的培养。

北京理工大学徐鑫武则提出, 可考虑将文献

课改名为《知识产权和信息利用》, 在进行信

息利用教育的同时, 加强知识产权教育。清华

大学冯白云认为,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要在文献课的基础上, 建立系列化大学信息

用户教育课程体系, 并提出这一课程体系的

具体构想: 大力开展低年级的图书馆入门教

育; 高年级开设综合性的“信息技术应用课”;

其内容除保留目前文献课的主干内容外, 还

应加上网络知识和基本服务功能, 超文本、超

媒体和全文检索以及WWW 等基本网络检

索工具的应用; 研究生阶段开设高层次和进

一步深化的信息用户教育专题讲座。并建议

在图工委设立全国大学信息用户教育研究

会, 以加强学术研究, 推动大学信息用户教育

的深化改革。总之, 关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

文献的影响, 大家认为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要

对文献课教学内容进行大胆改革, 使文献课

从单纯传授一种或多种检索工具使用方法的

误区中走出来, 广泛接纳新信息技术, 多介绍

各类现代化信息载体及其在文献检索中的应

用, 使文献课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使其真正

成为一门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检索利用技能

的信息科学方法课。

(4)关于重建文献课体系。北京工业大学

张崇祜提出, 要建立以数据库为核心的课程

体系: 保留文献的基本知识和参考工具两部

分内容; 将文献检索的基本原理、文献检索工

具以及数据库、计算机检索的基本知识三个

主要部分, 重新组合成新的课程体系, 即以计

算机信息检索系统的数据库建立与系统的功

能作为课程体系的基本结构。他认为应以此

思路编出新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使文献课实

现课程的现代化[1 ]。

(5) 关于文献课考核方式改革的论文较

多, 大多趋向改变单一的卷面考试方法, 认为

应将文献利用作为考核的重点。如上海医大

在文献课考核中以平时检索实习成绩 (70

分) 加综合检索实习成绩 (30 分) 作为考核的

总成绩。他们的实践表明, 此举能使学生在学

习中变被动为主动, 化考试压力为动力, 化知

识死记为活用, 受到研究生及导师的一致欢

迎和认可。又如国防科大以大情报观为指导,

改革考核方式, 根据毕业生、研究生用户综合

能力较强等特点, 采用卷面、实习和文献情报

调研报告三结合方式进行考核, 且重点放在

文献情报调研上 (可占 50% 左右)。这样, 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情报利用能力和创造能力。

有许多学生经过努力, 写出了颇有份量的文

献调研报告和专题综述。

(6) 关于建立一门新学科的探讨和理论

研究。随着文献课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建立

一门新的学科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有关这方

面的研究日渐增多。浙江医大朱象喜提出了

创立一门情报检索学的设想。认为情报检索

是情报工作六大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现在建

立独立学科的条件已初步成熟。他给这门学

科下了一个定义: 情报检索学是研究情报存

贮和情报检索的学科, 是以文献检索工具、参

考工具书和情报检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

门科学。文章中还提出文献课应改名为“情报

检索课”, 这样更为贴切。而且, 情报检索课的

教学对象 (学生) 不同, 传授情报检索学的内

容范围和深浅程度也应有所不同[2 ]。

国防科大敬卿在 1992 年提出了建立一

门文献检索学科教育学的设想[3 ]。1995 年,

他又对此做了具体的探讨, 认为文献检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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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学是一门由教育科学、情报学、文献检

索等学科交叉而产生的边缘学科, 它的理论

基础是教育科学和情报学, 主体内容则是文

献检索。认为文献课中教与学这一对主要矛

盾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其研究任务

就是研究文献课中教和学的矛盾现象和问

题, 以揭示其内在规律, 从而指导文献课教学

实践。认为其学科结构体系为: 基础理论——

文献检索学科教育学; 应用理论—文献检索

学科教学论; 应用技术——文献检索学科教

学法。文献检索学科教育学将要实现的目标

是努力提高本学科主体内容的理论性, 实现

本学科内容的全面性, 加强本学科的实践

性[4 ]。

此外, 空军政治学院图档系林平忠编著

了《图书情报用户教育》一书, 系统地阐述了

有关图书情报用户教育的一系列教育学问

题, 包括用户教育的基本概念和指导原则、基

础理论、教学大纲的制订、教学方式方法的选

用、教学质量评估、计算机检索的用户教育以

及国内外高校用户教育概况和比较等内容。

该书是近年来研究用户教育的唯一的一部专

著[5 ]。

以上关于建立一门新学科的研究, 都只

是一个开端。相信随着文献课教学改革的深

化和教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定会有更多

更好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出现。我们期待着这

门新学科早日走向成熟。

4　今后设想

虽然我国高校文献课教学研究目前正在

走向深入, 但是它正式开设的时间毕竟还不

算长; 其教学研究成果的水平和其他历史悠

久的学科相比, 仍处于较低层次; 其理论体系

还不成熟, 存在问题也较多。文献课教学研究

今后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多下功夫:

(1)大力加强本学科的科学理论研究。要

积极引入各种教育理论、学习理论和心理学

理论, 努力克服目前教学研究的经验性和分

散性, 尽快建立起一门新学科——文献检索

学科教育学或情报检索学, 构筑起文献检索

教学研究的理论大厦, 以提高本学科的学科

地位。

(2) 要加大研究生层次文献课教学研究

的力度。根据目前教学研究状况, 似应尽快编

出研究生文献课教学大纲及权威性教材, 加

强机检教学及上机实习指导, 并组织教学评

估, 促使研究生文献课水平不断提高, 以期得

到各校研究生院的认可。

(3)要积极开展现代信息技术研究, 促进

文献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大胆吸收最新

的信息技术成果, 以信息技术和数据库及网

络利用等为核心重建文献课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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