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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教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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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回访及教学反馈 

导师姓名 访谈时间 学院及专

业 

学科方向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项目名称 

 

解军 2016.1.21 基础生化 发育与再生 李建婷 郝亚楠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与 CAR-T 技术相结合治疗肝癌效果机制的研

究 

韩煜琪 郝亚楠 近交系大鼠肝移植后移植物与受体相互作用研究 

访谈意见 解：这种形式很好，和我们研究生教育方向是合拍的，使研究生动手能力提高，以前文献检索课上完还是不会查，就失去了意义，这门

课程手把手教学，感觉学生还是收获了很多，问起他们对课题的关键点的思考，能够看出学生是有想法的，不像没学过的学生在问到有

关问题时，获取信息的能力很有限。通过学习，他们对课题有了了解，知道了最前沿的是什么，了解最专最深的才能把大科学做好做扎

实。但有一点似乎有点冲突，你们更多地是从报告入手，我们更注重了解领域研究情况，如果能够加上综述就更好了，将查新报告与综

述相结合就更完美了，达到促进科研的目的，就会把分析做得更深入，我问了学生几个问题问他们有关课题具体做法是什么，他们只关

注不同，但是对具体做法没有更深入了解，说只看了摘要，看不到全文，是不是因为咱们订购的外文文献不够？我一般会托国外的朋友

找全文。 

李：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服务获取。 

解：下一步可以申报我们组织的校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 

牛侨 2016.1.21 公卫劳卫 纳米氧化铝

神经毒性 

贺凯宏 李芳芳 纳米氧化铝对斑马鱼学习记忆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反馈表意

见 

我校数据库数量有限，建议进一步完善 

访谈反馈

意见 

牛：该课程强调了动手能力很不错，有的数据库医学专业但下不了全文。李：可以通过文献传递。建议哪种资源？牛：汤森路透可否订购？

李：在考虑但需要专项经费。牛：可否与汾阳学院合作购买或与附属医院合作。李：正在推进医学图书馆联盟。牛：查新工作科技部系统

会更好，建议具有两种资质，我一般通过天医因是医学图书馆。主要是要看章，如果有一些不需要章的可以联系你们。李：我们也在推进

与其他查新机构的合作。牛：建议增加数据库或开展文献传递。一般对于获取不到的文献会托首都医科大学的学生获取，经常用到《CEll》，

在 SD 中，但无法下载，怎么回事？李：我们要求数据库商提供电子目录。 

 



 

孙俊红 2016.1.22 法医  董塔娜 王艳玲 通过研究 ARE 结构对 mRNA 稳定性的作用筛选推断损伤时间的相应蛋白

质 

反馈表意

见 

课程对文献检索有很大帮助，对于关键词凝练及查新结果、查新结论分析有待提高 

访谈意见 郝：我们这门课程为新开课程，采用全实践方法，旨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希望你从专业角度为课程提些建议。 

孙：当时是我看到这门课让学生选的，以前学生查文献效果不好，方法欠缺，感觉和这门课很对口，起初研究生院不让选。后与王莉沟通

后才给法医学院开了口子；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和学生有沟通，但没有多给意见，就期待看结果；结果看来，他们查的文献还算可以，

但没想到最后的形式是查新报告，不知道你们的定位如何？ 

李小霞：我们想通过完成查新报告来提高他们信息获取技巧和信息分析思维。 

孙：其实我这两名学生起初他们是知道创新点的，期待他们做完后对课题本身做以补充，但他们做完之后更多地是各个文献相关内容的罗

列，查新结论部分有分析但都是将细节拆解开来对比，对断裂的。我们希望他们能综合地进行连贯的分析，对课题进行补充和丰满。 

郝：我们做专业查新的确需要掰开揉碎比较清楚，但学科希望综合分析，下一轮我们会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补充，使更加圆满。 

孙：对，毕竟学生更重要是要做分析，而不是信息服务，侧重点不同。可能也因为这批学生刚上研一，还没有从本科生的角色中彻底转换，

能做到这样比其他学生已经有很大优势了。 

李：我们在指导过程中已经对学生的课题辅助给予了很多建议进行了完善，有的学生起初更是一片空白。我们希望通过教学学生通过方法

学习，今后更好地为自己和导师团队服务，同时如果导师要求他深入做综述，他也有了一定基础，手段也更科学。我们下一轮进行综合。 

孙：这门课程的确对学生帮助很大，对学校来说也是好事，通过你们对他们系统地培训，他们现在能找个 80%-90%。 

李：是的，这门课程与传统的文献检索课不同，更注重课题深入地分析，灵活运用分析手段，而不仅仅是一个个小题，导师的题很多是很

新的，如果只是简单检索，可能找不到东西，我们教学生如何转换等方法。 

孙：老师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起初查全率有限，经过词汇变换后就会有很多相关文献，有时是想不到，你们恰恰教学生如何利用工具想到。 

李：您今后如果需要何种资源或者有各种信息利用及信息获取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 

李莉 2016.1.21 基础遗传  陈瑶 李小霞 MDM4 在急性髓性白血病中的表达及其在复杂核型形成中的作用 

反馈表意

见 

加强与指导教师之间的沟通，查新范围更广泛、精确 

访谈意见 该课程的开展很有意义，之前学生经常与我讨论这门课，我们沟通很好，感觉收获很大，深入进去了，感觉他们确实掌握了文献检索技巧，

也了解了选题的意义，培养了他们对学科信息分析的思维和方法，很有助于以后报课题。但反应学期后半段学习较忙，每天作作业，时间



 

 

很紧，但我感觉还是应该给他们压力，才有进步。建议图书馆能够解决在家上校园网的问题，平时我会用医知网获取我们未购买的文献。 

刘铭  基础生物 肿瘤生物学 盛彬 李小霞 GPRC6A 在前列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 EMT 的机制研究 

反馈表意

见 

课程开展很及时，对于研究生的学习也很重要，通过学习，学生基本掌握了需研究课题进展，在所涉及的专业词汇的学习上有所帮助，如

果能够在本课程结束时写一篇关于课题进展的小综述会更好。 

杨瑾  公卫劳卫 职业肿瘤 刘艳丽 李芳芳 职业人群多环芳烃暴露对基因组 DNA 甲基化的影响 

反馈表意

见 

本课程与研究生即将开始的科研活动非常契合，通过本次学习，研究生对课题组的研究方向有了更进一步了解，有助于文献挖掘，对整个

课题组信息获得都有很大帮助。 

雷立健  公卫流统 慢性病流行

病学 

康辉 李芳芳 BRAF 基因突变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反馈表意

见 

课程开设很有意义，使学生进入课题研究之前就能够掌握文献获取和分析能力，对其今后的科研工作开展有很大帮助。 

王春芳  基础生物  张永涛 王艳玲 大动物脊髓损伤模型制作评估的研究 

反馈表意

见 

多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及动手操作能力，希望该课程提早开展 

于保锋  基础生化 分子靶向载

体 

姚志坚 郝亚楠 通过 RNA 干扰技术抑制 NPR-1 的表达对 Li-7 细胞增殖能力影响 

反馈表意

见 

建议开展正式查新服务，提供更多资源让学生开拓视野，提高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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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郝亚楠,李芳芳,王艳玲,梁娟芳.《基于全实践医学科技查新课程的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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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成果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 SPOC和自主学习的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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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成果



基于全实践医学科技查新课程的嵌入式学科服务实例研究 

郝亚楠、李芳芳、王艳玲、梁娟芳 

 

[基金项目] 2014 年山西医科大学青年创新项目“山西省医务人员对卫生技术评估的认知研

究”（02201415） 

[作者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1 

[作者简介] 郝亚楠（1984—），女，硕士，馆员，发表论文 13 篇，参与省级项目 1 项、校

级项目 1 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深层次信息服务。 

 

[摘要] 介绍了嵌入式学科服务在国内发展及国内外主要开展模式，分析存在问题，针对问

题提出以医学研究生全实践医学科技查新课程为切入点，基于 OBE 理论设计“思维路径”

教学内容和多元化评价体系，通过小规模混合式教学切实提高研究生信息素养和实践能力，

培养优秀学生成为“学科信息探头”，搭建覆盖各学科的、多层次的学科服务团队，加强与

学科间的联系，强化学科服务需求，解决馆员专业瓶颈和人才队伍问题，为嵌入式学科服务

探索提供方法参考。 

[关键词] 嵌入式学科服务、医学科技查新课程、OBE、混合式教学、学科信息探头 

 

Case Study on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Based on Whole Practic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in China and its 

main mod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asons are analyze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whole practice medical literature novelty assessment 

course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as a solve point. Through enhancing the operate ability of 

information searching and analyzing, excellent students could be “Information detectors of 

subjects” to form a multi-levels team which is also subjects-widely-covered so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y and experts could be more closely as well as demands of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could be more stable. The bottlenecks of lack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librarian are supposed to solve. 

[Key words]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Medical Literature Novelty Assessment Cours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Blended learning; Information detectors of subjects; 

 

目前，国内嵌入式学科服务仍以理论研究为主，其实践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各高

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已有不同程度的实践，但都缺乏较为成熟的机制。本文旨在通过为医

学院校研究生开展“全实践医学科技查新课程”教学，探索通过教学搭建有各学科学生参与

的多层级学科服务团队，将研究生课题开题查新指导作为学科服务突破点，全方位、规范化

提高医学生信息素养和实践能力，与导师科研团队建立纽带和桥梁，探索嵌入式学科服务的

更多可行性，为国内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实践模式提供案例参考。 

1.背景 

1.1 嵌入式学科服务在国内的发展 



    1998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正式引入学科馆员制度[1]。2006 年，国家科学图

书馆探索对学科馆员加入课题组对项目过程提供全程式的深度信息服务与信息支撑，实现了

嵌入式的学科服务的初步探索。张晓林馆长在 2012 年学科馆员服务学术研讨会上进一步提

出“以 user-based、覆盖知识能力、嵌入教学科研过程、what you need”为要义的“学科

馆员服务 3.0”概念[2]，要求全方位满足用户在科研立项、审查、转化等不同阶段的需求，

为科技创新决策提供个性化服务，学科服务 3.0 即“嵌入式学科服务”[3]。 

1.2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主要模式与瓶颈 

    嵌入式学科服务在美国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将信息素养教育嵌入到专业课教学课堂或教

学平台中开展嵌入式教学，专门服务于科研团队和学生研究课题指导等形式嵌入到科研过程

中开展嵌入式科研，形成包括嵌入式教学和嵌入式科研两种形式的学科服务模式[4]
。 

    国内学科服务主要实践包括建设学科导航系统、推送学科热点信息、举办学科资源利用

讲座、学科评价分析、定题跟踪等。但在服务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图书馆员专业瓶颈

制约了服务深度，由此引发的服务质量不高，不能满足科研团队的需要，导致被服务对象接

受及配合程度较低，学科馆员积极性受到影响等，这些问题都使得学科服务的有效开展不能

落地、持续、形成长效机制。有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如 “要能够拥有各类专业人才”、加

强目标建设和过程管理、重视营销和推广[2]。 

1.3 科技查新 

    科技查新制度是我国科研立项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指具有查新业务资质的查新机

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科技查新规范》进行操

作，并做出结论（查新报告）[5]。在科技查新过程中，委托人和查新员需要对课题进行深入

分析，归纳出创新点，还需要通过优秀的专业素养选择检索词，构建检索式，利用中外文数

据库和检索系统，完成文献查找和信息分析、总结、归纳的过程。虽然现在学术界对于科技

查新制度存在争议，但是通过查新技能培训的过程作为提升学生信息素养和专业素养的有效

手段却是存在现实意义的。 

2.全实践医学科学查新课程体系架构 

2.1 以“思维路径”为主线设计教学内容 

笔者认为，进行实践性教学或引导学生解决某一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学生在此流程全部

环节的各个因素，即学生的“思维路径”。教师按照“思维路径”的思想，设定问题并提供

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点、案例或工具，帮助其按照学习内容完成自学，不提供额外的知识，

减少信息冗余和知识负担，提高学习效能。在本课程教学实践中，查新课程指导教师按照查

新规范和查新报告撰写流程，编制以学生思维路径为主线的医学查新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实

践性和可操作性，明确学习要求和学习内容，达到步骤清晰、重点突出、案例丰富、深入浅

出，体现形式包括文字、电子图书及视频等富媒体形式，学习内容划分为若干站点，各站点

内容层次递进。 

2.2 采用混合教学作为基本教学方法 

    混合教学法是将网络学习和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两者结合，既能够发挥网络学习时间空间

灵活、展现形式多样化的优势，同时又能发挥面对面课堂教师与学生良好互动的优势[6]。本

课程采用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方式和课堂 PBL（P

roblem-Based Learning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的混合教学法。 

    一方面，限制选课人数进行小班授课，学生被分为若干小组，每组不超过 10 人。每个

小组指定一名查新课指导教师，各组指导教师需熟悉本组学生选定课题内容，负责本组学生

完成完成学习过程。利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教学、交流和资料分享实现 SPOC 学习，相对于

MOOC 的 Massive 和 Open 而言的，克服了因人数众多而导致互动不足的缺陷，同时采用在

线课程的形式，让学生能够更加灵活地学习，同时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以任务和问题为导向建立 PBL 翻转课堂的教学在实践性教学中较



传统讲授式课堂能够收到更为良好的效果。每个节次都设置明确的任务进度，将学习与任务

或问题挂钩。同时学生以自选的研究课题作为查新课题，学习过程被设定到了复杂多变并且

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导，开展查新案例展示、小组讨论、学生互评、

教师答疑。在课堂上教师重点参与学生共性问题的点评，学生根据提示自觉发现个性问题，

通过小组内生生讨论和师生交流，以自主探究的和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

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2.3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笔者认为，在实践性教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中，除需要体现任务结果目标考核，还应重视

过程评价和非计分性评价。在本课程中，实行终结性、过程性、形成性相结合的多元考核评

价体系，考核学生学习成果、学习态度及学习能力。 

    本课程贯彻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基于结果的教育理论）教学思想，以自选

课题查新报告的完成情况为终结性评价依据，判断学生实践技能掌握的情况。根据每阶段学

生的自学、交流、资源共享和课堂讨论等的表现设定定性和定量指标进行过程性评价，并以

学习环节为单位循环动态评价。形成性评价是由指导教师实时记录学生在课堂交流的表现、

态度及情感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进行评价，且不计分，但需要指导教师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

学生，通过干预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并动态反映教师干预效果，以期得到获得学生更高的能

动性和正面收效[7]。 

3. 课程教学对于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意义 

3.1 密切参与者间沟通联系，强化用户信息服务需求 

课程良好的实施关键因素之一是所有参与者的高度协作和良好沟通。整个教学过程参

与者有三部分组成，学生、专业课导师、查新课指导教师。三者在课前、课中、课后等环节

需要以课题为中心不断沟通来完成课程学习，从而使学生-导师、学生-查新教师、查新教师

-导师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形成合力，并且使之成为稳定的、刚性的合作需求。 

学生需要对查新课程的意义有一定了解，培养学习兴趣和学习意愿。在开课前，查新

指导教师需要准确传达课前准备要求和课程学习概要。学生需要在专业课导师指导下，明确

研究方向，因此需要专业课导师要有与查新课指导教师较强的合作意愿，协助学生完成选题
[8]。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查新指导教师利用查新专业手段指导学生对课题研究思路的不断梳

理，学生在专业课导师指导下完善调整课题设计。同时，查新课指导教师除需要具备查新资

质、文献检索技能外，最好具备医学专业学科背景，以期在指导学生时对课题有准确的理解

和合理的调整建议。课程结束后，导师从专业角度对学生查新报告参与终结性评价，查新课

指导教师回访专业导师，听取导师的建议和意见。 

3.2 落实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奠定学科服务基础 

3.2.1 切实提高医学类研究生信息分析实操能力 

以科技查新课程教学作为切入点切实提高学生的文献获取、对课题的逻辑分析能力和撰

写能力，对今后科研能力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3.2.2 为研究生科研选题提供方法指导 

小规模教学能够保证教师和学生的点对点交流，将研究生拟作课题或根据导师所需选定

的课题作为实践内容，从选题方法、技术路线设计以及新颖性和方向前瞻性做出评价，培养

学生对科研关键技术的辨知能力，提高学生科学研究的质量。 

3.2.3 为导师研究及学科团队提供情报支持 

培养学生情报意识，具备专业情报搜集技能，长期为导师及团队对科研动态、前沿和动

态等进行追踪和监控，并进行信息加工和综合分析，直接对导师研究方向进行知识挖掘和科

研决策支持[7]。 

3.2.4 培养学生的多学科思维助推协同创新 

在教学过程中，将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选取部分学生就自己的成果进展面



向全体同学进行汇报交流，通过讨论和交流，同学能够获得更多有关其他学科的选题思路、

技术手段和研究进展资讯，还能够认识更多别的专业同学，有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 

3.3 培养“学科信息探头”，搭建多层级、广辐射的学科服务团队 

以往学科服务实践发展的一大瓶颈是馆员的专业背景不足以满足多学科的深度服务需

求，引进大量学科专业人才从事学科服务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如何进行人才储备、搭建

团队来解决服务深度和广度就成为了突破馆员和学科之间“专业背景”壁垒的关键问题。 

通过学校各学科研究生的选课，图书馆在教学结束后，可以培养一批信息素养较高并

且学科背景非常专业的学生查新员。吸纳学生查新员成为学科服务志愿者，作为导师科研团

队中的一员，他们能够无缝对接院系科研团队和图书馆，他们承担相应的研究任务，能够作

为“学科信息探头”分散覆盖并根植于各个学科，形成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学科服务志愿者

队伍，搭建起“图书馆—院系”“馆员—研究生—导师”的学科服务渠道和桥梁，“学科信息

探头”在研究工作第一线能够最及时反馈导师科研团队的信息服务需求，并能够第一时间运

用所学协助导师解决问题，与其他参与者形成四级嵌入式学科服务团队体系（图 1），各层

人员由下向上逐渐减少，服务深度逐渐加深，服务维度逐渐增加。 

 

图 1 多层级嵌入式学科服务团队体系 

这种服务团队体系的构建，是解决目前业界对嵌入式学科服务因为精力和专业水平欠

缺而不能很好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瓶颈问题的重要探索。 

4.面临挑战与改革措施 

    通过医学科技查新全实践课程的学习，学生自主完成了自选课题的新颖性查证，在查证

过程中较为熟练地掌握了文献检索技巧，也加深了对课题研究意义的认识，培养了对学科信

息分析的思维和方法，但也面临着挑战。 

4.1 面临挑战 

一是课程基于完成查新报告的出发点，查新报告撰写时要求精专深，而科学研究则要求

要对前沿领域相关内容均有一定了解。由于课程强调 OBE 的教育理念，学生及教师关注更

多地是从完成查新报告入手，着眼于查证课题与已有研究的区别，是信息服务的理念。但专

业导师科研团队更注重了解领域研究情况，希望学生能够培养自己的研究意识，对课题进行

深入分析，寻求对课题研究的启发，而不是对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的比较。虽然在查新结论

部分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内容，但是针对细节进行拆分地比较，缺乏系统性。 

二是目前对于科技查新制度，学界有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笔者认为信息服务应由“传

统科技查新”向“科研情报服务”转变，由“科技查新报告”向“科技查新与分析报告”转

变。课程在这种趋势下也应做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4.2 改革措施 

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增加综述撰写环节，将查新报告撰写与文献综述撰写相

结合，作为课程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进行补充，综合、系统、连贯地进行分析，对课

题内容进行补充和丰满，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和专业素养。在课程结束后也应加强与学

生和导师的沟通和联系，形成多层级学科服务团队合力，将纵深化、精准化学科服务作为常



态化进行。同时积极探索适用于 OBE 教学的科研情报分析实践教学的新模式。 

5.结语 

研究现有的嵌入式学科服务发展瓶颈，发现关键因素在于馆员与学科之间联系不稳定、

馆员学科专业背景欠缺、服务质量不高致使用户服务需求度弱。以医学科技查新全实践课程

教学为抓手，使各学科研究生信息素养得到提升，也是馆员真正能够广泛融入到学科研究的

良好平台。由于课程实践性和实用性都很强，学生能够具有很高的主观能动性，还能够调动

导师参与意愿的积极程度，稳定了图书馆与学科之间的联系。以提升学生信息素养为切入点，

搭建多学科多层级学科服务团队，为嵌入式学科服务奠定了专业基础和人员基础，优质服务

得到保障，久而久之，学科用户的信息服务需求就会不断强化，使嵌入式学科服务在人才、

专业、学科、技术等各方面切实加强可行性。目前，在科技查新制度受到议论的今天，为去

除政策因素外的传统查新技术赋予新的使命，对于探索嵌入式学科服务还是具有现实和理论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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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与传

统行业相互融合，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集成与优化

作用，为传统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

“互联网+教育”促进了信息技术与传统教育行业的

融合发展，为传统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新的生态，促进

了优秀教育资源的普及化和多样化，学习方式更加

个性化与定制化。同时“互联网+教育”催生了多种

形式的教育模式，如混合学习( Blended learning) 。

1 理论介绍

斯隆联盟将混合学习定义为“那些富有计划

性、教学法上有价值的方式，对网络与传统的面对面

课堂教学进行整合的课程”。网络学习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灵活、便于实现，能够整合复杂的多媒

体和技术 ［1］。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 MOOC) 的激

增也为网络学习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 面对面的

课堂教学可增加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教师可以

直观感受学生的情绪变化。混合学习将网络学习和

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两者结合，形成优势互补，促进教

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及教学目标的实现。

基于结果的教育理论(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Spady 认为“基于结果

的教育明确地意味着关注和组织教育系统中的每件

事物，围绕着一个根本的目标让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他

们的学习经历后都能获得成功”［2］。该观点与传统

的注重知识传授的观点不同，OBE 理论具有清晰的

教学目标，即让学生成功; 在教学环节中强调以学生

为中心，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 教学过程的

各环节需要根据教育的结果进行反向设计。

2 OBE 理论与混合学习的契合

2． 1 关注的根本问题是教学目标的实现

OBE 理论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获得成

功，整个教学活动的设计要以预期的目标为导向，注

重学习的最终结果。混合学习设置多种形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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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教学方式，也是为了使学生达到预期的学习

效果，实现教学目标。

2． 2 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中心

OBE 理论认为每个学生都会获得成功，但是由

于个体差异，学生在学习计划、时间以及学习进度上

存在一定的差别，成功的时间或方式也不同。为了

保障学生能够取得成功，教学设计要以学生为中心，

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

在混合学习中，网络知识需要学生自主学习，课

堂教学主要解决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二者有

机结合才能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在线上和线

下的教学中都应该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

的学习状态和表现，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及考核方式。

2． 3 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OBE 理论所指的学生成功不仅仅是强调学业

的成功，更强调学生在今后生活及工作中的成功，因

此更加关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混合学习的面对面

课堂不再是传统的讲授式，而是将更多的课堂时间

交给学生，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进行提问、讨论和合作

学习，给予学生更多的主动权，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

3 基于 OBE 理论的医学查新课程建设

医学查新课程以混合学习为主要形式，将研究

生拟作的科研课题应用到查新实践中［3］，学生通过

网络教学平台自主学习教师整理组织的知识单元，

并完成相应节次的练习，课堂教学主要采用查新案

例讲解、小组讨论、学生互评、教师答疑等多种形式

的教学方式，结合多种考核形式，分阶段逐步完成教

学内容。该课程通过混合式教学，促进学生掌握获

取学科前沿信息的能力、信息分析能力及实践操作

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沟通合作及科研创

新能力。

3． 1 基于 OBE 理论的课程设计模型

OBE 理论需要对教育系统中的每个环节进行

聚焦和组织，确定学习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使学生

在完成学习过程后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4］。美国学

者 Ｒichard M Felder 提出的基于 OBE 理论的课程设

计模型［5］，围绕“目标( 定义预期学习产出－措施( 实

现预期学习产出) －评价( 学习产出评估) ”的主线，产

出评估构成了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闭环( 图 1) 。

图 1 基于 OBE 理论的课程设计模型［6］

该模型的目标既包括学生需要掌握的学科知

识，还包括通过这门课程需要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其中知识认知主要依据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将教

学目标中的知识认知从易到难划分为记忆、理解、应

用、分析、评价和创造 6 个层次［7］。能力目标主要

是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某方面的能力; 措施是指教

师为了保障课程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原则和方法，

包括课前、课中以及课后的具体措施; 评价是指评估

学生在各阶段及整个课程学习中的表现情况，保证

整个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评价包括主观评价和客

观评价，客观评价主要通过线上平台的数据统计功

能和评价的指标体系实现，主观评价通过教师主观

感受及发放调查问卷完成。若评价显示教学目标未

达到预期的效果，需要重新客观地修正该目标或者

调整措施。反之，如果评价的结果显示教学质量持

续提高，则需要制定更高的目标，同时制定相应的保

障措施和评价手段，以保障新目标的实现。

3． 2 基于 OBE 理论的医学查新课程设计

在 OBE 理论的指导下，医学查新课程也应将

“目标－措施－评价”的课程设计模型，作为每个教学

环节的切入点，并实现持续改进的闭环。提取查新

课题的查新点，查新过程中的检索及查新结论的撰

写是医学查新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将该课程划

分为查新课题的新颖性判断、查新课题检索、撰写查

新结论 3 个模块进行学习(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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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 OBE 理论的医学查新课程设计

节次 课程大纲 学习内容 教学方式
目 标

认 知 能 力

1 课题新颖性判断 选题、完成报告基本信息填写; 分析课题，撰

写查新目的和项目科技要点; 提取查新点

教师面授，全班讨论，合

作学习，教师答疑

记忆、理解、应用、分析 自主学习，自我管理

2 查新课题检索 确定查新范围; 确定文献检索范围; 提炼检

索词构建检索式; 各数据库检索及结果导

出; 撰写检索结果

学生讲演，小组讨论，作

业互评，教师答疑

记忆、理解、应用、分析 团队协作，语言表达

3 撰写查新结论 撰写查新结论; 完成报告其他内容; 修改并

提交完整报告;

小组讨论，教师点评 记忆、理解、应用、分析、

评价、创新

创新能力

查新点是贯穿整个查新过程的线索，是指需要

查证的能体现查新项目新颖性的技术创新点，是查

新员拟定检索词和制定检索策略以及对比分析和判

断新颖性的依据［8］。课题是否具有新颖性是学生是

否继续完成该课题的重要依据，学习内容包括新颖

性判断的基本原则、项目科学技术要点和查新点的

撰写方法等内容。教师需要对学生不同的课题进行

新颖性判断。在课程初期，学生不熟悉课程的教学

内容及混合学习的形式，采用教师讲授的方式能够

帮助学生快速熟悉课程。全班讨论能够带动学生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教师能够观察学生的个性特

征，有助于后期进行合理的分组学习，因此这部分内

容的教学方式主要采用教师讲授和全班讨论。

查新课题检索是查新的实践操作环节，教学内

容包括检索的基础知识，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查新报告的撰写。信息检索是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

基础，将检索应用在查新中，使学生从单纯的检索技

能向捕捉信息、处理信息和研究信息的综合能力转

变。该节的知识点均由学生在网络学习平台完成，

教师根据平台的统计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状况和

作业完成情况。教学中期，学生已经熟悉课程形式，

此部分要求学生进行数据库的实践操作。因此课堂

教学主要采用学生讲演、小组讨论、作业互评和教师

答疑等方式，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

查新结论是查新报告的核心部分，需要对查新

点的新颖性做出判断，得出鉴定性结论。学生对检

索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综合分析，撰写客观、公

正、准确、简明、严谨的查新结论。通过撰写查新结

论，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科学的学术精神和独立分析

问题的能力。这部分主要采用小组讨论、教师点评

为主的教学方式。

除此之外，3 个模块评价方式采用的都是主观评

价和客观评价结合的方式。

4 结语

基于 OBE 理论，医学查新课程采用混合学习的

形式，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

不仅熟练掌握了查新知识，还提升了自身能力。混

合学习的教学实践也丰富和充实了 OBE 理论。将

OBE 理论作为混合学习的理论指导，能够很好地推进

混合学习教学的顺利进行，提高教学质量，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龚志武，吴 迪，陈阳键，等． 新媒体联盟 2015 地平线报告高等

教育版［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5( 2) : 3－22．

［2］ 姜 波． OBE: 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J］． 外国教育研究，2003，

30( 3) : 35－37．

［3］ 李芳芳，郝亚楠，王艳玲，等． 医学查新课程教学改革［J］． 中华

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5，24( 12) : 73－77．

［4］ 邱剑锋，朱二周，周 勇，等． OBE 教育模式下的操作系统课程

教学改革［J］． 计算机教育，2015( 12) : 28－30．

［5］ 顾佩华，胡文龙，林 鹏，等． 基于“学习产出”( OBE) 的工程教

育模式: 汕头大学的实践与探索［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

( 1) : 27－37．

［6］ Ｒichard M． Felder，Ｒebecca Brent． Designing and Teaching Courses

to Satisfy the ABET Engineering Criteria［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2003，92( 1) : 7－25．

［7］ 黄 莺，彭丽辉，杨心德． 知识分类在教学设计中的作用: 论对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修订［J］． 教育评论，2008 ( 5 ) : 165－

168．

［8］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查新报告撰写规

范( 试行) ［Z］． 2013－04－27．

［收稿日期: 2016－03－11］

［本文编辑: 刘 娜］

·67·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6 年 6 月 第 25 卷第 6 期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25 No． 6 June，2016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982. 2016. 0. ·专业教育·

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与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的整合

王艳玲,郝亚楠,李芳芳,梁娟芳

[摘要]介绍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基于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POC)的翻转课堂与嵌入式信息素

养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及其设计理念、整合模式、优势与挑战,以期提高高校研究生信息素养。

[关键词]SPOC;翻转课堂;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科技查新课程;MOOC

[中图分类号]G252. 62;G434摇 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摇 摇 摇 [文章编号]1671-3982(2016)06-0-0

SPOC-based integr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embedde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WANG Yan-ling, HAO Ya-nan, LI Fang-fang, LIANG Juan-fang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Shan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re the teaching method of SPOC-based flipped classroom in combination with
embedde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its design ideas, integration mode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a hope of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postgraduates.
[Key words]SPOC; Flipped classroom; Embedde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Literature novelty assessment
course; MOOC

[基金项目]2014 年山西医科大学青年创新项目“山西省医务人员对

卫生技术评估的认知研究冶(02201415)

[作者单位]山西医科大学,山西 太原摇 030001

[作者简介]王艳玲(1981-),女,山西文水人,硕士,馆员,主持和参

与课题 3 项,发表论文 6 篇。

摇 摇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的信息素养教育多

以培养大学生对纸质文献及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能

力为主,并积极推进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教育的

结合。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尤其是

MOOC 和 SPOC 的发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更加

丰富,教学方式也由单一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逐渐

向多元的混合教学模式进行转变。
1摇 背景

1. 1摇 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自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罗·柯斯基于 1974
年提出“信息素养冶的概念之后,信息素养在研究和

教育领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国内外对信

息素养教育的各种尝试也随之开始[1]。 近年来,我

国多所高校积极开展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并得到

了教师和学生的肯定[2]。 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是

指馆员、专业教师、学生三者积极配合,将信息素养

教育嵌入到专业学科教育中,是一种集专业知识教

学、科学研究与信息素养能力为一体的教学方式。
1. 2摇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于 2007 年前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出

现,随着 MOOC 的兴起,其影响力扩展至全世界,现

已成为全球教育界关注的热点[3]。 国内外大多数

学者认为翻转课堂包括了课前的在线学习和课堂的

面对面学习两部分,它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

心冶的授课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冶的教学模

式,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学习、调整学习进度、提
出疑难问题,并与教师或学习伙伴进行交流,从而获

取学习上的主动权。 这将更有利于学生进行知识接

收和内化。
1. 3摇 SPOC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MOOC 实验室主

任 Armando Fox 于 2013 年提出了小规模限制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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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POC)的概念,
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的混合式教

学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4]。 其中,Small 指学生规模

一般在几十人和几百人之间,Private 是指对申请参

加课程的学生设置限制性准入条件[5]。 SPOC 的小

规模化使教师有更多精力洞悉学生学习中的需求和

问题,其限制性准入的特点有利于实现个性化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2摇 整合

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与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的整合,是指利用 SPOC 平台,以翻转课堂为主线,
将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学习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模

式,目前相关研究甚少,而对翻转课堂与嵌入式教育

整合的研究已有报道[6]。 本文以山西医科大学图书

馆(以下简称“我馆冶)科技查新课程为例进行探讨。
2. 1摇 整合理念

为改变山西医科大学信息素养教育多年来较单

一的教学方式,我馆以自建的 SPOC 平台为基础,将
翻转课堂与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进行整合开展科技

查新课程。 课程侧重学习科技查新知识,培养文献

检索技能和文献分析能力,面向研一学生以小班课

的形式开展,要求学生首先与专业课导师沟通,根据

研究生期间的科研方向制定查新课题,进行有目标

的学习,为下一步的论文开题和科研开展打下基础。
2. 2摇 整合模式

整合模式主要包括以下 3 部分(图 1)。

图 1摇 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与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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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第一部分为前期准备,在课程开展之前对参与

教学的各要素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为教学活动设计,
以 SPOC 为基础,翻转课堂为主线,分阶段进行教

学;第三部分为考核评价,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过
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者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
2. 2. 1摇 前期准备

为确保教学活动顺利实施,需对以下 5 个因素

进行分析。 第一,学生因素:包括学生学习意愿、研
究方向、应用 SPOC 平台的熟练程度等;第二,专业

课导师:包括与查新课指导教师的合作意愿、协助学

生完成选题、专业知识指导等;第三,查新课指导教

师:包括科技查新资质、文献检索技能、医学专业背

景、计算机技能等;第四,SPOC 平台的建立:包括学

习平台、教学大纲、课程资源、课后作业等;第五,学
习环境:线上和线下教学环境,即保证学生有流畅的

网络学习环境和适合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的个性化

学习环境。
2. 2. 2摇 教学活动设计

教学活动依照教学大纲分阶段依次进行,每一

阶段包括课前自学、课中交流、课后深化 3 个环节,
当 3 个环节都完成后,可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第

一,课前自学环节的主要任务是掌握知识和引发问

题,学生借助 SPOC 平台,自行安排学习时间并完成

课后作业,同时可以将疑难问题在课程平台上进行

交流及学习资源分享。 第二,课中交流环节的主要

任务是探究知识和解决问题,是在传统课堂中分小

组进行,师生共同探究解决学习中的共性问题,对个

性问题指导教师进行点拨。 第三,课后深化环节的

主要任务是巩固知识和深化问题,课中交流后,学生

将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化理解并及时修改作

业,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做准备。 在整个教学环节中,
学生遇到的专业问题要及时请教专业课导师。
2. 2. 3摇 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旨在评价学习者的学习能力、表达能

力、合作能力等。 本课程采用的考核评价体系包括

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其中,形成

性评价是由指导教师实时记录学生在课堂交流的表

现、态度及情感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进行评价,形成性

评价不计分值,但需要指导教师将评价结果及时反

馈给学生,以助学生有效调整学习状态[7];过程性评

价是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每一阶段的自学情况、线
上学术交流情况、资源分享情况和参加课中讨论的

积极情况四方面进行评价,过程性评价占总分值的

40% ;终结性评价是由指导教师及专业课导师共同

根据学生每一阶段完成作业及作业修改的情况进行

评价,即指导教师从文检技能、查新方法和查新报告

规范性角度进行评价,专业课导师从查新报告内容

方面进行评价[8],过程性评价占总分值的 60% ,其
中指导教师和专业课导师的评分各占 30% 。 本课

程针对每个阶段都进行一次完整的考核评价,取平

均值作为最后考核成绩。
3摇 优势与挑战

3. 1摇 优势

3. 1. 1摇 教学方式更灵动

目前信息素养教学中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或

者固定案例教学法,往往出现教学无针对性、内容单

调的情况。 本课程要求学生在 SPOC 平台中进行学

习,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学习进度,提高学习效

率;学生根据其科研方向制定查新课题,调动学习积

极性;专业课导师全程的协助,使学生及早进入科研

状态;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科研方向进行分组,更利

于交流、协作,培养科研合作精神。 本教学方式将学

生由教学中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研究者,提高

了教学效率。
3. 1. 2摇 考核评价更智能

本课程摒弃了传统教学中考试等单一的评价标

准,采用形成性、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三者相结合的

考核评价体系,针对每一阶段的学习进行评价并及

时反馈给学生,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状态,使其针对自

身情况,有的放矢地把握学习过程。 这种多元化、可
操作的智能评价体系,不仅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

则,还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加有利于教与

学的积极推进。
3. 2摇 挑战

本课程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如图书

馆需要为建设 SPOC 提供适合的网络平台和充足的

经费,进行课中小组交流时需要个性化的环境,学生

学习需要有流畅的网络环境和计算机设备。 因该模

式仅适用于小班教学,有查新资质的图书馆员人数

有限,故不能进行大规模开展。 查新课指导教师、专

·17·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6 年 6 月 第 25 卷第 6 期摇 摇 Chin J Med Libr Inf Sci,Vol. 25 No. 6摇 June,2016



业课导师和学生的密切合作要贯穿整个教学的始

终,三者的合作热情也是该教学方式积极推进的因

素之一。 这种整合的教学方式要广泛开展还将面临

更多的问题与挑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与创新。
4摇 结语

随着 MOOC、SPOC 等在线学习方式的不断发

展,信息素养教育的教学模式也应该进行变革。 基

于 SPOC 的翻转课堂与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的整合

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图书馆员、专业课导

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并采用多元的智能考核

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教学模式中教

学内容枯燥、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学习倦怠的情形,
为信息素养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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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科技查新(查新)是指查新人员根据查新委托

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

相关的科技查新规范进行操作,做出查新结论并出

具查新报告的一项信息咨询业务[1]。 医学查新在

医学科研课题立项、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相关依据

和信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山西医科大学面向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研究

生开设医学查新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
该课程以查新案例为切入点,将研究生拟做课题应

用到查新实践中,通过系统学习查新知识,加深学

生对本专业知识的了解,提高学生捕捉信息、处理

信息和研究信息的综合能力,保证选题的新颖性。
1摇 医学查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教学改革的创新不仅是形式上的改革,最终要

落实到转变学习方式上。 学习方式的转变会带来

学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转变,为

今后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2]。 传统的医学

查新课程主要采用面授方式,授课模式单一,容易

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 查新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只

有真正参与到查新过程中,才能将所学知识转化为

实践技能,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因此

医学查新课程必须从实践入手,从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评价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提升学生的医

学人文素养,为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寻求突破口。
2摇 医学查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

2. 1摇 课程内容

按照医学查新的要求和特点,查新课程可划分

为查新概述、信息资源检索、查新报告的撰写方法

与要求、各类医学查新项目实践 4 部分内容,每部分

又可划分为若干知识点,学生通过知识点的学习逐

一掌握每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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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摇 概述

了解和学习科技查新概述、科技查新的原理与

程序、查新的新颖性判断和质量控制、各类医学查

新的特点。
2. 1. 2摇 信息资源检索知识

信息资源检索部分的教学主要是按照信息检

索策略的构建过程组织学习,包括分析课题、明确

检索目的、选择合适的检索工具、进行概念转化、选
择检索语言、拟定检索提问式和检索途径、评估检

索结果。
2. 1. 3摇 查新报告的撰写方法及要求

查新报告是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的要求,
对查新点做出新颖性判断,以书面形式撰写的客

观、公正的技术文件[1]。 查新报告作为规范的技术

文件,对格式和撰写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 教学内

容应包括查新目的及技术要点的撰写要求和方法、
查新点的提取方法及撰写要求、文献检索范围及检

索策略的撰写方法及要求、检索结果的质量判断及

查新结论的撰写要求和方法。
2. 1. 4摇 各类医学查新项目实践

医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都各有特点。 因此要

按照不同的学科特征,学习各类医学查新项目的主

要特征及查新方法。 临床医学研究范围广、专业性

强。 以“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病变的超声造影评价研

究冶项目为例,根据项目名称分析,该项目属于临床

医学内科学范畴,其查新点是应用超声造影技术,通
过与彩色多普勒超声、数字剪影血管造影(DSA)及结

合临床相关资料对比分析,探讨超声造影技术对糖

尿病足患者下肢血管病变的诊断价值。 按照查新

点,需要检索国内外期刊文献数据库,并修订检索

词,编制中英文检索式。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相关

文献分别涉及该查新项目部分研究内容,通过比对

发现,该课题采用的临床样本数据较大;采用的超

声造影剂也有区别,国内外均未见与该项目查新点

完全相符的文献报道。
2. 2摇 课程教学与学习方式

2. 2. 1摇 自主学习全实践教学方式

查新课程采用自主学习全实践教学方式,将讲

授法、案例式、探究式、参与式、讨论式等多种形式

的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

用,培养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多参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实现教师

讲授最小化、学生自主学习最大化。
课程以定制的在线学习平台为基础,以严格的

课程制度为保障,以课程学习所需的各种教学资源

为内容,实现教师、学生以及平台之间无处不在的

交互。 一是以学生为中心构建在线学习平台。 学

生按照知识点进行学习,并通过学习平台下载资

料、提交作业、进行在线测试与交流;开展自主探

究、小组合作的学习活动,以及教师学生线上讨论,
教师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学生根据教

师提供的学习任务并在其指导下完成医学查新课

程的学习。 二是构建教学参考体系。 教师按照知

识点的划分,利用平台创建课程体系,上传多种格

式、不同类型的音频、视频、讲义等学习资源,最终

形成以知识点为前端显示,不同格式的资源为后台

数据支持的教学参考体系[3]。
2. 2. 2摇 多模块学习方式

按照查新流程将课程学习划分为 4 个模块,每
个模块依照需要掌握的技能,切分为若干知识点。
当学生完成某模块下所有知识点的学习实践后,进
行模块考核。 若该模块考核不合格,继续学习该模

块的知识点;该模块考核合格后,进行下一个模块

的学习。 学生的学习过程形成“学习———实践———
讨论———考核循环模式冶 (图 1)。 医学查新课的指

导教师按照每阶段的学习任务,检查和判断学生阶

段性任务的完成情况。 各模块的要求见表 1。

图 1摇 学习-实践-讨论-考核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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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医学查新课程模块

摇 摇 摇 模摇 块 摇 摇 摇 掌握程度 摇 摇 摇 学习任务 摇 摇 摇 摇 考核项目

查新概述 了解查新的概念、性质和作 拟定需要完成的查新课题 淤科技查新的基本流程;于判

用;熟悉查新的基本流程 断所选课题的新颖性

信息资源检索知识 熟练掌握信息检索各步骤 依据学习内容,对查新课题 淤主题词表和分类词表在医

要点 进行预检,并指出在检索过 学查新中的应用;于不同检索

程中遇到的难点及体会 工具的特征和收录范围;盂检

出文献的筛选和对比分析

查新报告的撰写方法与 熟练掌握查新报告的写作 初步完成查新报告的撰写 查新报告各部分的撰写规范

要求 要求及撰写方法

各类医学查新项目实践 掌握各类查新报告的特征 完善和修正查新报告 完成查新报告

2. 3摇 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查新课程制定的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坚持知识、
素质和能力协调发展的原则,旨在引导学生从单纯

的知识学习向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方向转变。
通过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获取信息能力、沟通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课程采用

形成性、过程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
2. 3. 1摇 形成性评价

医学查新课程的指导教师实时观察、记录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学习中反映出的态度、情
感等各方面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并根据学

生之后的表现给予综合评价。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

时利用反馈信息有效调整和控制自身的学习过程。
2. 3. 2摇 过程性评价

教师根据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包括是否能够

按照计划进行学习并掌握知识点、是否积极参与线

上谈论、是否参与教师集中答疑、是否主动分享学习

资料等 4 个指标,评价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表现情

况,继而形成学生的过程评价体系(表 2)。 过程性

评价的总分为 40 分,每个评价指标各 10 分,学生过

程性评价中的总得分等于 4 个指标所得分数相加的

总和。 若过程评价结果为差,即过程性评价的得分

少于 24 分,则不能通过该课程的考核。

表 2摇 医学查新课学生过程评价体系

摇 摇 摇 评摇 价摇 点
评摇 价摇 等摇 级

摇 摇 优(10 分) 摇 摇 良(8 分) 摇 摇 中(6 分) 摇 摇 差(0 分)

是否按照模块学习计划

进行学习并掌握知识点

(10 分)

每个模块都能按照

计划学习时长学习,

并达到考核要求

各模块学习任务提交

时间累计拖延时间不

超过规定时长 1 周

各模块学习任务提交

时间累计拖延时间不

超过规定时长 2 周

各模块学习任务提

交时间累计拖延时间

超过规定时长 2 周

是否积极参与线上谈论

(10 分)

能够积极参与线上

讨论

经常参与线上讨论 偶尔参与线上讨论 从不参加线上讨论

是否参与教师集中答疑

(10 分)

参与教师集中答疑,

并能为其他学生答疑

每次参与教师的集

中答疑,并提出问题

经常参与教师的集

中答疑

偶尔或从不参与教

师的集中答疑

是否主动分享学习资料

(10 分)

积极分享学习资料

和学习心得

经常分享学习资料

或学习心得

偶尔分享学习资料

或学习心得

从不分享学习资料

或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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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摇 终结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主要是指在学习结束后,对学生完

成的医学查新报告进行审核,包括指导教师以及学

生导师对学生提交的查新报告的审核。 查新课程指

导教师从查新方法和报告撰写规范性角度对学生的

查新报告给予评价,学生导师从学科角度对学生查

新报告的内容和结论给予评价[4]。
2. 3. 4摇 考核成绩

课程的分值总分为 100 分,其中反映平时成绩

的过程性评价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 终结性评价

共占总成绩的 60% ,其中教师评价分值和导师评价

分值各占 30% 。 最后综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

价的分数,给出学生该课程的最终成绩。
3摇 对实施课程改革的建议

3. 1摇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及时进行教学总结

制定规范、完善的教学大纲,对教学的目的、内
容、方式及考核等进行规范化的管理。 既要严格控

制教师的教学质量,还要区别于传统的教学管理体

制;既要最大程度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又要监督和

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5]。 通过组织教师和学生

对课程进行评价、反馈,实时对该课程的教学实施效

果进行总结,并根据评价结果修订和调整教学方案。
3. 2摇 加大投入,保障良好的教学条件

课程的建设需要政策、资金和硬件设施的保障。
学校应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支持,保障教学改革的

顺利进行[6]。 另外课程在线平台的建设、课程视频

的录制以及查新数据库使用都需要经费的支撑,才
能保障课程的正常开设。 学校应积极建设个性化的

学习环境,提供和保障教学改革所需的空间和条件,

满足学生随时学习的需求。
3. 3摇 强化师资培养,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教师素质是医学查新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因

素。 只有从根本上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才能稳步

推进课程的教学改革[7]。 新的教学模式下,课程教

师不仅传授知识,还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状态及心理教育等关键问题,用更加先进的教

学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

惯,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因此,学校应该积极组

织教师培训,鼓励教师之间的学习和研讨活动,使教

师通过培训和交流,借鉴国内外成熟的教学经验,学
习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研究和探索新的教

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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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课程介绍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科技查新技能全实践 

课程类别:  选修 

学时:  36 学时 

学分:  2 学分 

授课部门:  图书馆 

授课对象:  研究生一年级 

授课人数:  34 人 

开设时间:  每学年第一学期 

课程主要特点：全过程 PBL 实践、小规模限制性在线学习、“思维路径”学习内

容 

二．课程设计论证 

1.课程开设的意义及价值 

1.1 突破传统科技查新课程教学体系，切实提高医学类研究生信息分析实操能

力。 

在教学模式上，传统的文献检索教学及科技查新教学均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

上，采用实习操作进行补充，并通过考试方法进行评价，这种教学模式教学效果

存在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掌握程度不高的缺陷，本课程突破传统科技查新以理论为

主实践为辅的教学方式，完全按照国家查新标准，围绕报告撰写任务从始至终进

行全过程实操教学指导，将学习任务分解为若干站点，以学生每阶段完成的情况

进行评价并计入总成绩。教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全程操作指导，使学生能够切实

掌握科技查新技能。 

在教学对象上，部分院校只面向信息管理专业学生作为专专业课开展科技查

新课程，而本课程基于提高医学类研究生的信息素养教育需求，面向全校医学类



 

研究生开设，能够有效提升医学生科研能力。 

1.2点对点教学为研究生科研选题提供方法指导，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 

在网络平台开设SPOC课程，限定学生人数，能够保证教师和学生的点对点

教学，保证学习质量，使课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针对性，为研究生选题从选题

方法到课题内容设计发挥直接重要的作用。研究生选题的新颖性和选题方向的前

瞻性是整个研究生阶段的关键所在。该课程以查新案例为切入点，将研究生拟作

课题或根据导师所需选定的课题作为实践内容，让学生在研究生一年级就能够尽

快进入角色，开始思考课题，相较传统的研究生阶段选题时间安排，准备更加充

分。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了解，保证选题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前瞻性，培养

学生对科研关键技术的辩知能力，提高学生科学研究的质量。 

1.3 把握学科前沿脉络，为导师研究及学科团队提供情报支持。 

首先，在开课前和课程学习过程中和学习结束后都需要与研究生导师密切沟

通协作，在课前学生需要于导师共同探讨选题，学习过程中需要导师对学生课题

完成情况进行动态引导，学习结束后导师需要从课题完成专业角度进行评判，这

样形成了指导教师-学生-导师之间沟通的桥梁和闭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为导

师课题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使学生在科学研究中能够及时的搜集专业情报知识，

有助于导师和科研团队对科研动态、科研进展、科研热点和前沿进行追踪和监控。

另外通过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综合分析，直接对导师研究方向进行知识挖掘和

科研决策支持，为精准化学科服务搭建桥梁、奠定基础。 

1.4 落实嵌入式信息教育，提高研究生的信息素养。 

科技查新课程的开设，使学生从单纯的检索技能向提高学生捕捉信息、处理

信息和研究信息的综合能力转变，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使用快速变化的知识结

构，在实践中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自主思维和多手段应用，掌握最新的信

息检索需求。使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具有更强对信息实例分析的实践技能和

整体全局思维的把控。科技查新的普及教育提高了学生捕捉信息、处理信息和研

究信息的综合能力，在复杂多变的信息社会中，使学生具有全局和前瞻的思维、

眼光，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素养。 



 

1.5 有助于协同创新，培养学生的多学科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将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分组，从始至终按照分组进行讨论，

同时在集中讨论时，选取部分学生就自己的成果进展面向全体同学进行汇报交

流，通过讨论和交流，同学能够获得更多有关其他学科的选题思路、技术手段和

研究进展资讯，还能够认识更多别的专业同学，有助于不同专业之间的协同创新。 

1.6 开发思维路径教学体系，创新课程内容，探索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授课教师按照学生思维路径，根据学习目标编制目标明确、

实践性高的内容作为自学材料，突破传统先理论后实践的学习模式，真正做到需

要什么学什么，减少信息冗余，使学生感觉像学习指南一般易于掌握，提高实践

性。在教学模式上，SPOC保证了教学可以点对点进行，要求教师具有过硬的专

业知识外，能够保证教师及时掌握学生学习的进展和问题，使教师能够更有针对

性的提供指导，同时利用学习平台电脑版和手机随时随地完成自学，突破了传统

查新课程教学的时空限制，体现了信息技术促进教学进步的过程，为今后其他课

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应用参考。SPOC的课程展现形式和PBL的教学学习模

式，突破了以往以讲授为主的查新课程教学模式，进行自主学习为中心，集中讨

论、点对点交流为重要手段，学习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自我控制的内驱力，

通过完善的课程学习体系和考核方式，有效培养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 

2.课程教学方式 

本课程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讲授法、PBL自主学习全实践教学

法。 

（1）讲授法： 

本课程第一环节关于科技查新简介的部分采用讲授法。讲授法是最基本的教

学方法，该方法能够直接、快速、精炼的让学生掌握，为学生在实践中能更游刃

有余的应用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对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查新典型案例，进

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审理和讨论。这种教学方法拓宽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增加了

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能力。 

（2）PBL自主学习全实践教学法： 



 

包括PBL案例教学法、讨论法、多站点学习考核法。第一环节以讲授法为主，

不超过总学时数的10%；第二环节采用自主学习的全实践教学方式，力求实现教

师讲授最小化，学生自主学习最大化，在此环节设立集中讨论和分散讨论。 

紧扣 PBL 教学法的六大特征: PBL 教学六大特征：①以问题为学习的起点；

学生的一切学习内容是以问题为主轴所架构的；②问题必须是学生在其未来的专

业领域可能遭遇的“真实世界” 的非结构化的问题，没有固定的解决方法和过程；

③偏重小组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较少讲述法的教学；学习者能通过社会交往发

展能力和协作技巧；④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必须担负起学习的责任；⑤教师的角

色是指导认知学习技巧的教练；⑥在每一个问题完成和每个课程单元结束时要进

行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 

本课程探索以任务和问题为导向的翻转式与 PBL 相结合的全过程地混合教

学模式，在开课前通知学生与导师共同选定拟研究课题，见附件 1：致导师的一

封信，将“完成选定课题的查新报告”确立为学习目标，围绕这一学习目标展开

自主学习。探索合理的学习进度，按照学习进度进行多站点式学习，完成某一站

点学习后提交本阶段查新报告内容。开通学习平台讨论功能，方便学生交流，及

对某一问题的解答等；同时开通教师学生讨论群，方便学生及教师实时互动，形

成教师、学习者、平台之间无处不在的交互节点。 

开展集中讨论和分散交流。在开展讨论前，教师根据本阶段反映问题，开展

教师组内交流，收集各组共性问题及个性问题，拟定讨论提纲。集中讨论时分小

组进行，每位辅导教师负责一个指导小组，拟定每小组7-10人，以保障教师对每

位学生个性问题的批阅和指导。集中讨论又分为共性问题指导、班级汇报和组内

讨论。教师根据问题汇总，就共性问题提出已见，班级汇报时，每组选出1位代

表性作业，由学生就完成思路和方法进行汇报，由其他同学进行点评和建议，这

样不仅可以培养思维表达能力，提高参与度和学生荣誉感，还激发学习兴趣。之

后进行组内讨论时可以形成两两互助小组进行学生讨论合作学习，学生讨论之后

再由教师进行逐一点评。除定期进行集中讨论外，还可由教师与个别学生进行分

散交流，即面对面指导，作为督促鼓励学生的方法，为形成性评价实践提供机会。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168.htm


 

（3）SPOC在线课程 

以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为内容传播形

式，授予选课学生以学习权限，在图书馆网站平台上建设小规模线上学习平台，

完善平台学习、讨论交流、资料共享、作业提交及评阅等功能，保障教师对学生

点对点辅导的高质量教学和学生随时随地的自由学习方式。在网络平台开设

SPOC课程，限定学生人数，本课程要求不超过30人（或每位指导教师组内不超

过7人）能够保证教师和学生的点对点教学，保证学习质量，使课程具有很强的

实用性、针对性，为研究生选题从选题方法到课题内容设计发挥直接重要的作用。 

3.课程教学内容 

制作以学生“思维路径”为主线的科技查新的教学参考体系。教师按照查新

规范和查新报告撰写流程，编制以学生思维路径为主线的医学查新课程教学内

容，对查新报告撰写工作划分为十个步骤，要突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明确的学

习要求和学习内容，要达到步骤清晰、重点突出、案例丰富、深入浅出，体现形

式包括文字、电子图书及视频等富媒体的教学内容体系。并多渠道多方式的收集、

加工并整合多种格式、多种类型的富媒体文献资源作为补充。 

4.评价方式 

该课程制定考核评价体系，坚持知识、素质和能力协调发展的原则，旨在引

导学生从单纯的知识学习向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方向转变。通过课程的学习

和实践以及师生交流互动反馈，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获取信息能力、沟通能

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本课

程采用形成性、过程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 

课程的分值总分为 100 分，其中反映平时成绩的过程性评价成绩占总成绩的

30%，终结性评价共占总成绩的 70%，其中指导教师评价分值占 50%，导师评价

分值占 20%，最后综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分数，给出学生该课程的最终

成绩。本门课程通过与否，除取决于总成绩外还需满足过程性评价及终结性评

价各部分成绩均需高于各自占比的 60%。 

①形成性评价 



 

医学查新课程的指导教师根据附件2：形成性评价内容实时观察、记录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学习中反映出的态度、情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作

业反应出的能力、态度、学习习惯情况等，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与学生进行沟

通。根据学生之后的表现给予综合评价和效果记录。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及时

利用反馈信息，从而有效的调整和控制自身的学习过程。教师对学生的信息反馈

时间主要集中在线上讨论和集中答疑期间。 

②过程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主要是对学生日常学习情况进行汇总。教师依据学生在自主学习

阶段的学习情况，包括“是否按照计划学习时长学习并达到考核要求(10 分)”“

 是否参与讨论课(10 分)”“参与学习\讨论时的积极程度(10 分)”三个指标评

价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情况，继而形成学生的过程评价体系，见附件 3：

科技查新技能全实践课程学生过程评价表。过程性评价的总分为 30 分，每个评

价指标各 10 分，学生过程性评价中的总得分等于三个指标所得分数相加的总和

取阶段次数均分。若过程评价结果的得分少于 18 分，则不能通过该课程的考核。 

③终结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主要是指在每个节次学习结束和课程全部学习完成后，对学生提

交医学查新报告的相应部分进行审核评价，其中对学生最终提交的医学查新报告

的审核由课程指导教师以及学生导师共同完成。查新课程指导教师从查新方法和

报告撰写规范性角度对学生的查新报告给予评价，学生导师从学科角度对学生查

新报告的内容和结论给予评价。另外，学生在查证期间需要完成一份经过与研究

课题相关的文献综述，能够反应出课题相关的研究进展和前沿趋势，此部分由导

师进行评价。 

A.查新多站点考核方式 

教学采用查新多站点考核方式，总分50分，其中站点考核40分，修改报告情

况10分。按照查新的流程将学习任务划分为十个站点，根据内容难易程度，将十

个站点划分为八节次（见附表1 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及进度），每个节次给以相应

分数，每一节次结束后，提交相应站点查新报告内容作为作业，教师对此部分提



 

交内容对照《终结性站点评分标准》（略）进行审核，分数计入终结性考核成绩，

见附件4：科技查新技能全实践课程学生终结性评价表。超过当次作业满分的60%

分视为通过，若不足则“学生过程评价表”中该阶段“按照计划学习时长学习，

并达到考核要求”得5分，若未按期交作业此项为零，一个站点或节次考核结束

后，才能进行下一个站点或节次的学习。同时，每位学员根据该节次评分情况和

存在问题，对查新报告做出修改，最终顺利的完成一份规范的查新报告。教师将

根据学生是否进行修改给予相应修改分数。站点划分及学习模式详见附表1 课程

教学主要内容及进度。 

课程结束时，学生向导师提交查新报告及课题综述，导师通过学生查新报告

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对课程授课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完善建议（见附表2 查新

课程反馈信息表暨导师给分表）。旨在对今后开展教学提供指导意见。 

B.导师评价 

导师从学科专业性角度，考量学生完成查新报告质量及课题综述，给予相应

分数，两部分各10分，总分20分。 

5. 考核资料的管理 

学生在学习结束时需提交查新报告一式三份及综述一份及两项材料电子版，

纸质版报告一份及纸质版综述返回所属学科组，一份报告留学生作为学习资料，

一份报告及电子版资料留存图书馆作为查新档案，积累查新案例。 

6．完成课程的条件与保证 

六名授课教师均为具有医学或信息学背景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一名具有正高

职称，两名具有副高职称，三名教师参加教育部科技查新员培训并取得资质。图

书馆具有丰富的纸质馆藏资源及电子数据库，为科技查新提供必备的检索条件。

另外图书馆信息咨询部提供学生学习和讨论的场所，通过自主学习的全实践教学

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课程内容安排 

1.课程安排 

详见图 1 学习流程图；图 2 学习模式图及附表 1 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及进度。 



 

 

 

 

图 1 学习流程图 

 

 

某节次若干站点学习（SPOC 线上自主） 

 

修改上一节次报告内容，下一个节次若干站点学习 

学生线下实践（熟悉各知识点） 

师生分散讨论指导实践（线上微媒体、线下面对面） 

学习任务提交，教师评阅 

线下集中讨论：共性指导、作业汇报、学生小组交

流（每组学生 5-7 人，指导教师 1 人）、教师点评 

本次过程性评价 

 

本次终结性评价

（指导教师） 

教师组内交流 

本次形成性、过程

性评价 

导师指导学生选题（开题查新、报奖查新） 

末次节次学习结束，提交完整查新报告、综述 报告、综述终结性

评价（导师从专业角

度） 

理论基础（面授，不超过总学时 10%） 



 

 

图 2 学习模式图 

2.课程学时数安排 

该课程的学时数为 36 学分，其中第一环节的面授部分为 4 个学分，第二环

节学时为 32 学时。学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学习内容的难易程度及自主学习时间

的长短，掌握相关部分学习内容，视同完成该部分对应的学时数。具体学时数划

分参见附表 1 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及进度。 



 

四．教师工作安排 

姜馆长负责课程的宏观规划，课程的具体指导教师共 6 位，主要负责学生的

作业批改及课程的讨论和集中答疑。将学生分为 6 组。教师严格按照附件 4《教

师岗位职责》进行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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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致导师的一封信（2016 年版） 

尊敬的          老师： 

您好！很高兴您的学生           于本学期选修图书馆开设的《医学科技

查新技能全实践课程》，本课程以研究生拟作的科研课题或以您的研究所需作为

查新案例，以 PBL 教学、翻转课堂为主要学习形式，以完成课题的查新报告为考

核目标，以多种方式结合的考核形式，通过多站点式自主学习，促进学生掌握获

取学科前沿信息和信息分析的实践操作能力提升，力争达到为贵学科或研究方式

提供精准学科服务的目标。 

为了您的学生顺利、高效地完成本课程，需要您的以下支持： 

1、 期望您在开课（9 月 24 日）之前，为您的学生提供以下方面其中之一的查证

选题： 

（1） 研究生本人的毕业课题，进行开题查新； 

（2） 您近期希望开展的研究项目，进行模拟立项查新； 

（3） 您前期做过的研究项目，进行模拟报奖查新。 

2、在课程结束时，我们会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及完成的查新报告和课题综

述，您需要对其完成的查新报告和课题综述从学科专业角度给予评价，满分 20

分。 

感谢您对图书馆《医学科技查新全实践》课程的支持，期待您对该课程提出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的联系方式是：图书馆信息咨询部，0351-4135186。 

 

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 

2016 年 8 月 24 日 

 

…………………………请于 9 月 24 日首次面授课时将下联返回…………………………… 

拟查证的选题名称：                                                     

查新目的：课题开题（ ）          科研立项（ ）             申报奖励（ ） 

附件（可提供的相关资料名称）：                                           

导师签字：                                  学生签字：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 2 

形成性评价指南 

形成性评价是教师在教学进程中对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表现给予综

合评价，并及时反馈给学生。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及时利用反馈信息，从而有

效的调整和控制自身的学习过程。 

评价内容：医学查新课程的指导教师实时观察、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包括是否积极参加讨论、作业完成情况等，以及学习中反映出的态度、情感

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信息反馈形式：主要采用面谈和线上讨论的形式。个性问题通过面谈交流的

方式向学生个人反馈，共性的问题通过集中讨论或答疑时间向学生集中反馈。 

形成性评价和面谈交流时间将记录效果将记录在学生过程性评价表中，要求

全程个别或集体面谈时间不少于4小时，不计入考核分数。 

 

 

 

 

 

 

 

 

 

 

 

 

 



 

 

附件 3             

《学生科技查新课程》过程性评价表 

学生信息 

实习一（第一次讨论）时间

段：   实习二……实习八 总分 

实际

得分 

学

号 

姓

名 
学院 

专

业 

按照计划

学习时长

学习，并

达到考核

要求(10

分) 

是否参

与讨论

课(10

分) 

参与学习

\讨论时

的积极程

度(10

分) 

形成性评价内

容及效果 

按照计划

学习时长

学习，并

达到考核

要求(10

分) 

是否参与

讨论课

(10分) 

参与学习\讨

论时的积极

程度(10分) 

形成性评价内

容及效果 

    

                            

                            

              

              

              

备注过程性评价表填表说明：（1）打分方式。填表以每次讨论为一个评价环节，每项指标为 10分，三个指标共计 30分。最后“得分”栏，按照 7次讨

论的分数总和除以 7，所得均分为学生过程性评价的得分。若过程评价结果为差，即过程性评价的得分少于 18分，则不能通过该课程的考核。（2）各指

标的得分标准。①“按照计划学习时长学习，并达到考核要求”是指在规定的学习时段中，能够按时提交作业，并且当次作业(不含修改)得分不低于该次

作业的 60%(4分),本指标得 10分；较认真地学习了平台内容，且提交作业但作业分数小于该次作业及格分数，该项得分 5分；未认真学习平台内容，提

交作业但作业小于及格分数，该项 1-2分；未提交作业该项得分 0分。②“是否参与讨论课”是指在规定的时间是否参加集中讨论，即考勤指标。若参加

了集中讨论，该项指标为 10分；未来参加的为 0分;③“参与学习\讨论时的积极程度”，该指标为半定性指标，考核学生在讨论和学习中积极参与，态

度认真，学习积极主动，并按照程度给分。（一般控制在 7-10分之间，10分非常好，9分比较好，8分一般，7分较差，作为作业展示的同学此指标可得

给 10分,在平台讨论区发表问题及回答问题的和分享学习资料的得 9分.（3）“形成性评价效果”是指每次讨论课后教师对讨论课中学生的表现或印象深

刻的行为、反馈学生的作业整体问题、学习行为整体问题、学生反馈情况、较上次提出问题进行调整的情况等的综合记录。 

 



 

附件 4             

终结性评价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节次 1（6分） 节次 2……节次 7（6分+1分） 节次 8（2分） 
导师审

核 
课程反

馈 
总分 

作业评

分 

 

扣分依据 
 

  
作业评

分 
扣分依据 作业修改 

作业修改(完成对

报告全部内容的修改

完善) 

（20

分） 

                          

                          

                          

                          

                          

                          

                          

                          

                          

备注： 1.共计 70分，其中 50分为授课指导教师给分，20分为学生导师依据查新报告 10分和课题综述给 10分。其中每次作业的分数已经标注在

每个节次中。其中 6分+1分中，6分是当次作业的总分数，1分为上次作业的修改分数，若修改给 1分，不修改则不能得 1分。2.按照《课程教学

主要内容及进度》的节次内容划分，学生于每节次集中讨论前提交该节次报告内容，教师根据“终结性考核评价标准”按点给分，并将扣分点序号

标于“扣分依据”，给出该节次终结性评价分数。3.讨论课结束后，学生根据扣分依据完善报告，并于下次提交作业时将报告全部内容修改后一并

提交。修改后情况与修改分数共同填入“作业修改”栏。4.第八节次后，指导教师需督促学生修改报告至完善并提交附件，发放盖好章的《反馈表》，

教师打印报告一式三份（留档、导师、学生），交代学生发送报告附件电子版给各自导师，于 4个工作日内，学生将《信息反馈表》找导师填写签

字，选取部分填写详细已见的导师进行面对面开放式访谈。 



 

附件 5 

《医学科技查新全实践》教师岗位职责 

1.按照《学生查新课程学习进度表》（学生群共享）了解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名单。 

2.按照《学生查新课程学习进度表》时间进度，及时于讨论前批阅作业。讨论课前半天为

问题集中反馈实践，在此前完成即可。 

3.批阅作业时要根据《终结性评价评分要点》给分和扣分，保证科学评价，同时在讨论时

要将扣分点和学生交待，方便其修改作业。前二节次学习，对提交作业要通过对典型案例作业

进行交换互判的方法试判，保证打分的程度均衡客观。按照学生、历次作业的层级妥善保存，

历次作业要求有批注痕迹、当次作业扣分点及各点相对应扣除分数，作为节课时重要的归档资

料（历次作业只保留电子版），按照教师个人习惯与每次讨论时决定是否打印，但不作为留档

资料。 

4.根据作业批阅时反映的问题，要在讨论课前进行汇总，可将每位老师发现的问题反馈在

教师讨论组中，每位老师在讨论课中将共性问题反馈到各组学员中去。 

5.作业下载后教师打印并用红笔在打印版上批改、标注评语及扣分点，该批改版的作业将

回收存档，同时在平台上打分。第四次作业“导出结果”不需要打印，分数及问题详情打在当

次报告上。第五次作业“文献列示”部分不用全部打出，只打印能反映扣分点的部分即可。 

6.“过程性评价”中“参与积极程度”为半定性指标，打分前需各指导教师进行讨论后商

定标准。经商定，打分范围为 7-10 分，7 为较差，8 为一般，9 为较好，10 位非常好。大部分

为 8-9。过程性评价最晚与讨论课结束半天内完成填写。 

7.讨论课时同时重点记录每位学生的“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记录内容主要内容参

见评价表，于讨论结束及时将形成性评价内容填入“形成性评价”表中，最晚与讨论课结束半

天内完成填写。 

8.讨论课形式：作业展示 1-2 位满分作业同学，随机教师点评个性、共性问题，然后小组

讨论：互评、教师点评。讨论课时间一般控制在 2 个小时内。 

9.末次讨论后，指导教师积极与学生推进报告的修改至完善并提交附件电子版（去重后检

出结果题录，列示文件含摘要），教师打印所指导学生的报告一式三份并签字盖章（导师、学



 

生、档案留存），盖章发放《反馈表》。学生给导师保送报告，并要求学生通过电子邮箱发送报

告附件电子版。学生在规定时间交回《信息反馈表》，教师对导师给分进行登记，对部分提出

具体意见导师（2-3 位）面对面回访，面谈时采用开放式访谈沟通感想（表示对课程支持的感

谢、听取收益者的反馈）。（经讨论，取消电话确认成绩环节，信任学生，一般导师给分也不会

过低，不会影响学生总成绩） 

10.课程结束后或开课前进行教师组内讨论，对课程内容、评价详情等进行交流、互相学

习和探讨。 

11.每轮课程及课程的每个环节均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表格。 

12.课程档案留存方式： 

纸质资料： 

（1）成绩单：总登分表、总终结性评价表、总过程性评价表 

（2）导师反馈表 

（3）项目汇总表 

（4）完善报告（签字、盖落款章及骑缝章） 

电子资料： 

（1）总成绩：总登分表+总终结性评价表+总过程性评价表 

（2）完整报告（以报告编号+姓名命名）、项目汇总表 

（3）各组作业及评分档案：A 各组终结性评价表+各组过程性评价表+各组登分表+各组项目汇

总表，B 各组历次作业（一级：指导教师名字，二级：学号+学生，三级：第 n 次作业【含作

业批改痕迹包括扣分依据及相应扣除分数】） 

 

 

 

 

 

 



 

附表 1 

《医学科技查新全实践》课程导师评分表暨信息反馈表（2016 年版） 

尊敬的导师： 
您的学生已完成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医学科技查新全实践》研究生课程的学

习，并完成查新报告及课题综述，烦请您拔冗审阅学生完成的项目查新报告及课题综述

（见附件），并从学科专业角度对查新报告（10 分）及课题综述（10分）给予评分，满

分 20分，您的评分将计入学生该门课程最终成绩。请于月日前将表格返回，随后查新

课程指导教师会与您电话沟通进行成绩确认，对您的支持我们表示非常感谢。 

姓名 项目名称 
报告评分 

（满分 10分） 

   

综述题目 
综述评分 

（满分 10分） 

导师总评分 

（满分 20分） 

   

项目所属学科方向  导师研究方向  

查新课程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4135186 

您对查新报告满意程度（请在下列选项前打√） 

□满意□比较满意□合格□有问题 

您对课题综述满意程度（请在下列选项前打√） 

□满意□比较满意□合格□有问题 

您认为查新课程开设的意义在于（请在下列选项前打√） 

□提高研究生信息分析和获取能力□加深学生对项目选题的理解和规划 

□全面反映研究项目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对研究项目的调整完善有指导意义 

□为导师团队提供信息人才储备□没有必要 

如果建立学科馆员制度，您是否需要学科馆员为您提供学科服务（请在下列选项前打√） 

□是□否 

您需要哪些学科服务（请在下列选项前打√） 

□资源荐购服务□参考咨询□查收录查引用□科技查新□学科评价 

□定题跟踪服务□信息推送服务□为您的团队提供研讨空间□提供学科专题馆藏空间 

其他： 

意见和建议（包括对查新报告的完善建议、课程教学的建议、进一步深化学科服务的建议）： 

 

 

导师签字：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山西医科大学图书馆



 

附表 2 

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及进度（2016 年版） 

面授 

1 科技查新基础知识 9.24 上午 4 学时  提交《致导师的一封信》   

节次 自主学习内容 学习时间 学时 平台对

应课程 

作业内容 提交作业时间 

（下午四点前） 

集中讨论课时间 

 

2 ①选题、完成报告基本信

息填写； 

②分析课题，撰写查新目

的和项目科技要点； 

③提取查新点 

9.24-10.12 4 学时 3.1-3.3 针对自选课题，填写“报告封面”、

“基本信息”、“查新目的”、“项

目的科学技术要点”、“查新点”。 

10.12 10.15 

上午 8.00——12.00 

3 ①确定查新范围； 

②确定文献检索范围 

③提炼检索词 

10.12-10.19 4 学时 3.4-3.5 修改之前的作业；填写报告的“查

新范围要求”、“文献检索范围及

检索策略”中的“检索词”的内

容，并宋体黑色五号加粗字体标

明选词运用了哪些方法和工具。 

10.19 10.22 

上午 8.00——12.00 

4 构建检索式 10.19-10.26 4 学时 3.6 修改之前的作业；填写报告的“文

献检索范围及检索策略”中的“检

索式”的内容。 

检索式主要填写 PQD和万方中使

用的检索式。 

并用宋体黑色五号加粗字体标明

试检时检出文献数。 

10.26 10.29 

上午 8.00——12.00 

5 中文数据库检索及结果

导出 

10.26-11.2 4 学时 3.7.1 见下行说明 11.2 11.5 

上午 8.00——12.00 

1.修改之前的作业, 完成“文献检索范围”填写，补充 PQD 的命中子库，并提交； 

2.在各个数据库中调整运算符后检索（中文各库中意义不能改变，外文各库中意义不能改变，中外文可有所区别），每个数据库检索结果导出两种格

式： 



 

①“参考文献格式”或称“题录格式”（只留题名、作者、刊名卷期）。②NoteExpress 格式（CBM 为文摘格式，Pubmed 为 Citation manager，PQD

不导出，英文文献人工去重），保存但！不！提交，便于结果去重和文献列示中“相关内容”撰写； 

3.新建 Word 文档，命名为“导出结果”，将导出格式①的内容整理如下：导出结果按数据库分列（同一平台可合并）在一个文档中，标明：数据库

名称+检索式+检出文献篇数+导出题录（只要题名、作者、期刊卷期），并提交每库中前 10 条题录。 

6 外文数据库检索及结果

导出 

11.2-11.9 4 学时 3.7.2 见上行说明 11.9 11.12 

下午 2：00——6：00 

7 撰写检索结果 11.9-11.16 4 学时 3.8 填写报告的“检索结

果”的内容。 

11.16 11.19 

下午 2：00——6：00 

8 ①撰写查新结论； 

②完成报告其他内容 

 

11.16-11.23 4 学时 3.9-3.10 修改之前作业； 

填写报告“查新结论”

及其他部分的内容，将

报告内容尽量修改完

全。 

11.23 11.26 

上午 8.00——12.00 

9 ①修改并提交最终完整

报告； 

②提交论文综述最终版 

 

11.23-12.7 4 学时  提交论文综述电子版，

具体格式见平台——资

料“综述格式及内容要

求（附模板）”及完整

报告、附件电子版。 

12.7 12.10 

上午 8.00——12.00 

结课后一周：指导教师打印学生报告及《导师反馈表》发给学生，学生联系导师根据查新报告、综述并填写《导师反馈表》，完成后于上班时间交回。 



 

 第六部分  优秀报告 

2015年形成查新报告 27份，覆盖 25个学科方向；2016年形成查新报告 34份，覆盖 26个学科方向，课

题综述 34 份，现将部分优秀教学报告汇总如下： 

1、2015 年-2016年教学优秀查新报告项目汇总情况 

序号 报告编号 项目名称 委托人 查新员 审核员 查新范围 查新目的 

1 2015SXMU-S003 
调节 CYP24A1基因的表达对结直肠

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山西医科大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张利桃 郝亚楠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2 2015SXMU-S005 多环芳烃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卫生毒理

学教研室 
班红芳 李芳芳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3 2015SXMU-S006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非故意伤害倾

向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探讨 

山西医科大学儿童少年

卫生学教研室 
唐颖 李芳芳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4 2015SXMU-S009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与

CAR-T技术相结合治疗肝癌效果机

制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李建婷 郝亚楠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5 2015SXMU-S012 
大动物的干细胞培养及其对脊髓损

伤的疗效观察 

山西医科大学发育生物

学教研室 
付明阳 王艳玲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6 2015SXMU-S015 
近交系大鼠肝移植后移植物与受体

相互作用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韩煜琪 郝亚楠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7 2015SXMU-S025 
大动物脊髓损伤模型制作评估的研

究 

山西医科大学发育生物

学教研室 
张永涛 王艳玲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8 2016SXMU-S005 
可吸收组织支架的制备及其对创伤

修复作用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李静静 李雪琴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9 2016SXMU-S009 
鼠源干细胞对 SD 大鼠心肌梗死治

疗作用的对比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教研室 

王振东 李琳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10 2016SXMU-S012 
MRPL35对结直肠癌细胞的作用的研

究 

山西医科大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代洁 

李小霞、张

利桃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11 2016SXMU-S018 
以黑色素纳米颗粒为介质的近红外

Ⅰ区光对肿瘤光热治疗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再生生物学教研室 
王振军 郝亚楠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12 2016SXMU-S025 
维生素 D与维生素 C联合治疗溃疡

性结肠炎的临床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教研室 

王晶 郝亚楠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13 2016SXMU-S026 
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残疾儿童生存

质量测定量表的编制与评价 

山西医科大学社会医学

教研室 
杨林 李芳芳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14 2016SXMU-S028 
360度绩效考核法在县级公立医院

中层干部绩效考核中的适用性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社会医学

教研室 
马健 李芳芳 国内外 研究生开题 

 

2、优秀报告汇编（见下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