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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视角下医学专业研究生
信息素养现状调查研究

———以锦州医科大学为例
吕 冰，姜 涌*

（锦州医科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 目的：了解医学院校硕士研究生的信息素养现状及医学信息需求，为精准实施研究生医学文献

检索课程教学改革、提高研究生医学信息素养提供参考。 方法：2020年 10~11 月期间，对在校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开展问卷调查，包括调查对象的信息素养现状、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满意度及医学信息获取需求等情况。 结

果：医学专业研究生以学习为目的获取专业信息，医学资源数据库的使用仍然有待提高，文献检索课程案例式

教学更受学生们青睐。 结论：医学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养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文献检索课

程，培养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医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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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医药卫生领域是需要信息最

多的专业领域之一，医学专业技术正与信息技术进行前所

未有的深度融合，推动融合的主体正是广大医务工作者。

医疗卫生从业者不仅要熟练掌握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业务

技能，还要了解相关领域的前沿信息，使自身的业务水平

和能力不断更新迭代
[1] 。 因此，对医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越来越受到各个医学院校的重视，以适应信息化背景下医

学专业技术发展的需求。 然而，目前医学研究生无论是参

与医学科研项目，还是以后进入临床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受

到文献检索能力不足的困扰。 因此，有必要对在校医学专

业研究生的信息素养能力、文献检索课程的满意度以及信

息需求等方面开展调查，旨在了解当前医学生获取医学信

息的动机、途径、能力等现状，为今后研究生文献检索课程

教学改革、提高医学生专业信息素养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攻读硕士学位的在校学术型研究生为调查

对象。

（二）调查内容。

本研究自行设计问卷调查，主要包含以 3 部分内容

（见图 1）。

（三）调查方法。

正式调查在 2020 年 10~11 月期间，通过问卷星平台

开展。 为保证问卷回收质量，和避免出现调查对象对调查

内容理解错误，本研究在文献检索课后，由任课教师向调

查对象充分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调查对象自愿、客

观填写调查内容。

获取信息现状 文献检索课程评价 信息需求情况

获取医学专业信息

目的与途径

课程设置与专业

针对性

信息获取培训需求

专业数据库的使用 教学形式满意度 培训模式

获取医学信息能力

评价

课时是否满足信

息获取需求

表 1 调查问卷内容

二、结 果

（一）医学专业研究生获取医学信息现状。

本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62份。 结果显示，完成课程

学习任务为研究生获取专业信息的主要目的，占比

88.27%，其次为科研项目，占比 77.16%，少于半数学生选

择未来工作需要，占比 45.06%，另外以医学知识拓展为目

的占比 37.04%。 获取医学信息的主要途径方面，主要为

教材，占比 94.44%，搜索引擎占比 87.04%，医学资源数据

库占比 62.96%。 从数据库的使用方面来看，中文数据库

使用频率（10 ~15 次/周）大于英文数据库的使用频率（1

~5次/周）；中国知网是学生的首选，占比 98.77%，其次是

万方数据库，占比 68.52%，其他中文数据库则占比较少；

英文数据库主要以 PubMed、SCI 和 ScienceDirect 为主，分

别占比 78.40%、62.35%和 58.64%。 检索方法有限是主要

的医学信息获取障碍，占比 83.33%，检索权限有限占比

60.49%，英文阅读能力不足也是很大原因，占比 62.35%，

其他原因占比 45.68%。

（二）医学文献检索课程评价。

关于课程设置与专业针对性的问题，119 人（73.46%）

认为满意；81 人（50.00%）选择了案例教学成为最受欢迎

的教学形式，其次更受青睐的是 51 人（31.00%）选择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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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教学，而讨论方式及传统授课方式选择人数较少；124

人（76.54%）选择应增加实践教学学时，加强自身信息检

索实际操作能力。

（三）医学信息需求情况。

134 人（82.72%）认为自身信息素养不足，希望获得

额外专业的培训。 培训方式的前 3 位分别是开设网络

教学、开设医学文献检索专业选修课程以及课外培训

讲座。

三、讨 论

（一）提高医学研究生信息素养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 对于医学

专业研究生来说，医学信息素养提升是一种以实践终身学

习为导向、以医学信息资源获取为手段、以实现自我医学

技能提高为目的的内在能力的提高。

培养研究生信息素养意识，第一，强化医学信息素养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低年级、科

研初期，重点加强信息意识的培养。 第二，激发研究生对

信息知识的学习兴趣，对其构建信息获取思路进行指导，

加强培养基于“互联网 +”的信息获取和应用能力、独立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建立学习—实践—学习

的思路模式，能够很好地利用信息知识辅助科学研究，及

时把握本学科领域的科研动态和新兴研究方向，顺利完成

既定科研目标
[3] 。

（二）深化信息检索课程改革。

信息检索课程是一门方法课，注重实践操作，可以调

整学生的认知结构，直接影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实现

自我成长。 课堂教学应向实用性、可操作性上投入更多关

注。 分层次铺陈，围绕问题推进，逐步展开，并进行有针对

性的归纳总结，最大程度实现学生自我效能的提升。 第

一，订立合理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订立应从学生的实

际出发，从学位、专业两个维度考虑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水

平
[4] 。 目标要体现具体性、阶段性和挑战性，具体的目标

可以激发学习行为，阶段性目标可以推进持续性学习，挑

战性目标可以激发潜在的学习动机。 第二，教学过程充分

体现参与性和操作性。 加强各类专业科研工具或软件应

用的教学力度。 赋予学生双重身份，既是听课人，也是讲

授人
[5] 。 教师不必一味地帮助学生解决所有的检索问题，

而应分步分节引导和提升学生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迪

创新思维，做到知行合一。 第三，建立档案评价机制。 档

案评价可以全方位综全性评价学习效果，应成为教学质量

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档案评价立足于动态发展的学生

立体，记录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形成过程，在学生检索能力

与评价之间建立起结构性互动。

（三）建立信息素养培养机制。

第一，加强信息导航。 信息导航不是让资源等待用

户发现，而是让合适的资源找到合适的用户，为用户量身

定制资源和服务。 图书馆网站设计结构清晰简明，导航设

计科学合理，功能分类定义明确，人机交互界面易理解易

操作。 第二，分层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培训。 信息素养的

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也不是填鸭式、灌输式的培养

模式。 信息素养培养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应充分考虑到

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信息需求以及获取能力的不同。

研究生低年级阶段，侧重于文献资源的分类推荐以及信息

获取利用基本方法的教学引导，以实现学生分析整理资

源、优化资源获取途径方面的能力培养。 高年级阶段，侧

重于知识补充、科学研究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也可以

开展针对性强、小规模的专题辅导。 第三，树立人性化、个

性化的参考咨询服务理念。 以学科、专业为维度开展信息

推送服务、嵌入式参考咨询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也应设定

服务目标，围绕服务目标制定服务模式[6–7] 。

综上所述，医学院校培养医学专业研究生在提升医

学专业技术的同时信息素养培养也不可忽视，相关培训课

程的设置及开展仍需进一步优化，培养未来适应医学技术

发展的综合性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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