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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国外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信息素质”教育。
早在1985年，美国教育家就认为，面向21世纪的学生除了要接受传统的阅读、写作和数学教育外，还
需要具有信息交流、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信息素质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社会持续发展等都产生着深
远的影响。
为此，国外对信息素质教育极为重视，编制了大量的教学课件和教材。
由于大多是外文，有些数据库资源很难为国内用户所用，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借鉴意义不大。
　　在国内，我国文献信息检索课教材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综合向专业化、主题化发展的过程。
1986年8月，全国高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
该机构负责规划、组织教材的编写和审订。
从此以后，文献信息检索教材的编写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多种文献信息检索教材陆续出版，最突
出的特点就是：以某一学科为主，主题明确，针对性强，资料集中，使用对口。
这些教材无疑对于文献信息检索教育的发展和高校文献信息检索课程的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
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现有教材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文献信息检索课至今没有形成如英语、计算机那样的适合各
专业通用的分级教材，具体教学层次不清晰，内容千篇一律。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沿海地区就将文献检索与利用归入了职称考核范围，由此可见用人单位
对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的重视。
但由于“文献检索与利用”这门课程一直没有形成适合不同层次教育对象的分级教材及其相应的分级
考核标准，使得这门课的考核尺度不好掌握，也因此影响了这门课的受重视程度。
　　（2）教材内容陈旧　　近年来，一些不同载体的检索工具陆续问世或调整结构，这种情况在文
献信息检索课的教材中没有及时得到反映。
　　（3）缺乏系统性介绍计算机检索知识的教材　　21世纪以来，各种文献资源数据库不断涌现，网
络信息资源检索技术方法不断更新。
在文献信息检索课教学时，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变化，及时更新文献信息检索课的教学内容，导致
学生无法掌握最新的文献检索技术和方法，文献信息检索课内容缺少实用性。
特别是通过对许多文献信息检索课程使用教材的调研发现，这些教材对数据库检索方法的介绍没有跟
上新检索技术发展的步伐，内容明显滞后，使得在课上讲授的检索方法不能在信息检索的实践中得到
有效的运用。
这几年虽然对文献信息检索教材进行了更新，但由于检索技术发展较快，文献信息检索课还是无法跟
上数据库更新的速度，导致文献信息检索课程内容不能满足发展的文献信息检索实践的需要，使学生
失去了学习兴趣，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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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献信息检索》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中文全文数据检索；常用中文电子图书及电子报纸
；常用国外全文数据库；常用外文文摘数据库；特种文献检索；网络信息检索与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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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③必须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学术成果中涉及国家机密等不宜公开的重大事项，均应严
格执行送审批准后才可公开出版（发表）的制度。
　　④遵守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不得借学术研究以侮辱、诽谤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必须对属于国家机密的统计资料保密；在学术研究及学术作品中使用
标准、目录、图表、公式、注释、参考文献、数字和计量单位等应遵守国家标准化法、计量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3）学术技术规范：主要指在以学术论文、著作为主要形式的学术创作中所必须遵守的有关内容
及形式规格的要求。
包括国内外有关文献编写与出版的标准、法规文件等。
　　①对学术创作内容的相关要求：选题应具有理论研究或实际应用价值。
观点要明确，资料要充分，论证要严密。
要能提供新的科技信息、研究观点、研究结果等，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②对学术创作形式的相关要求：结构合理、文字正确、图表规范、著录标准以及合法出版。
　　2.关于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个概念。
具体是指允许人们无需征求版权所有者的同意，就可以自由使用受版权保护的部分内容。
　　各国著作权法都允许“合理使用”他人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
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
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1991年6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进一步明确：“适当引
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引用目的仅限于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
一问题；（二）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三）不得损害被引用作
品著作权人的利益。
”　　3.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　　在网络环境中，作品往往被以数字化形式传输、下载，复制作品
变得非常容易，并且成本变得更加低廉。
如何才能做到既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权益，又保障社会公众能够广泛地接近网络世界中的作品
？
建立网络空间的合理使用原则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欧盟数据库指令》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将网络环境中个人为学习、研究、欣赏而使用作品
的行为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对个人合理使用的规定，只限于非电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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