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中非常注重创新实践能

力的培养。《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教学的关键在于学以致

用。本文阐述了将微课引入该课程教学中构建微课内容体系，

并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教学体系等内容，从而突出课

程的实践性。以此在专业认证背景下，可以提高该课程教学质

量，使其理论及实践教学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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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是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制药工程、
药学等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是培养学生学习科学地检

索和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方法课， 其内容

既具有理论性和方法性，又具备实践性。 因此，该课程教学的

关键在于学以致用。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仅仅只是按部就班的课堂教学，进行

一些检索练习，很难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综合素质的

良好效果， 甚至不能完全满足学生顺利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

文献检索与分析的需求，必须注重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筑。
因此，将微课引入《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教学中，并以课堂教

学与检索实践为主，可使理论及实践教学达到更好的效果。
一、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既“微”又“全”的微课内容

体系

微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被引入《文献检索与专利》课

程教学中， 是对传统课堂教学与实践的延伸和必要的补充。
《文献检索与专利》微课的设计、制作、引入将围绕学生的学习

任务、专业范围开展。学生在微课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培养文献

检索能力和创新意识， 提高其信息素养和文献分析等综合技

能，以适应未来、适应社会，并使其在学习过程及学习结束后

真正拥有较强的信息素养，文献检索与分析能？。
微课的“微”首先体现在“短小精悍”上。同时，“全”又体现

了微课的完整性。 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课程

中的主要及核心内容进行分解，录制微课视频。 例如，在纸质

和网络版的美国《化学文摘》的教学中，录制“索引指南与登记

号索引的检索”、“CA 化学物质索引的检索”“CA 分子式索引

的 检 索 ”“CA 文 摘 的 检 索 ”“SciFinder 数 据 库 主 题 索 引 的 检

索”“SciFinder 数 据 库 结 构 索 引 的 检 索”和“SciFinder 数 据 库

物质索引的检索”等微课课件。
二、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教学体系

笔者对模拟本科毕业论文课题或科研项目的文献检索完

整模式进行了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 整个文献检索模式

包 括 选 题 、文 献 检 索 方 法 、纸 版 美 国 《化 学 文 摘 》的 检 索 、
SciFinder 数据库的检索、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的检索、中

文数据库的检索、外文数据库的检索、专利的检索、检索结果

与分析、参考文献、原始记录等内容。 每位学生选择一个独立

的课题，使得每位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并在

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乐趣，提高满意度和成就感。 同时，这

种方法又完全模拟本科毕业论文课题或科研项目的文献检索

完整模式，有利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之有目的有选择地

进行自主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实践能力，从而突

出课程的实践性。
微课教学模式的引入将对课程实践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在上述课题的检索过程中，学生通过学习微课课件，可

以非常方便、高效地掌握课题检索的各种方法，从而达到实践

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三、构建《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微课平台

为了突出《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的实践性，达到培养学

生文献检索的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 需要建立一个好的交流

平台。 因此，建立了《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网站。 课程教学网

站中有课程简介、授课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教案、教学资料和

微课教学视频等， 可以为广大学生学习和交流提供更好的互

动平台，同时也是互动式教学和参与式教学的有利补充。
四、构建科学的成绩考核和评定体系

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机制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中是

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考核的内容、方

式、成绩评定等多方面可以进行改革和尝试。 例如，采用课题

检索实践考核、检索结果与分析报告等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并

制订详细、操作性强的考核及成绩评定标准，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和文献检索实践能力的提高， 同时也有利于反馈及改进微

课与实践教学方式的效果。
总之，微课必将成为新型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根据《文

献检索与专利》课程与实践联系密切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遵

循理论教学适度、实际应用性强的原则，通过引入微课教学并

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突出了该课程的实践

性及创新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程的教学效果。

基于微课的《文献检索与专利》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
饶国武，钟为慧，李 雯

（浙江工业大学 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参考文献：

[1]陈芳.文 献 检 索 课 过 程 性 评 价 探 索 与 实 践 [J].西 部 素 质 教 育，2017

（17）．

[2]李永华，刘红，杜晓明，邓子玉，李 玉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视 角下

的专业建设[J]．高教学刊，2016（11）.

［责任编辑 张翼翔］

作者简介：饶国武（1975— ），男，汉族，江西临川人，教授，研究方向：

药学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工业大学课堂教学改革项目（KG201632）和浙江工业

大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2017401）。

2019 年 4 月
第 10 期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高校论坛 Apr.2019
Vol.10

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