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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年来，在大家的热情呵护下，我们共同见证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教材——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与茁壮成
长。
如今，第二版教材与大家见面，怀纳第一版之精华而不张扬，吞吐众学者之智慧而不狂放，正如医学
精英人才所应具备的气质与神韵。
在继承中发展，新生才能越发耀眼；切时代之脉搏，思维才能永领潮头。
第二版教材已然跨入新的成长阶段，心中唯觉欣喜和慰藉。
回想第一版教材面世之后，得到了各方众多好评，这充分说明了：这套教材将生命科学信息化、网络
化以及学科高度交叉、渗透的特点融于一身，同时切合了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
，诠释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另外，编委构成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内容选择、编排体系、印刷装帧质量等，令广大师生耳目一新，
爱不释卷。
诚然，第一版教材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有的学科仍以介绍知识为主，启发性不强，对学生难以起到
点石成金、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的学科、章节之间有重复现象，略
显冗余，不够干练。
另外，随着学科的进展，部分疾病的临床分类、治疗等内容已略显滞后，亟待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入其
中，充实完善。
鉴此，第一版教材的修订工作便提上日程。
此次修订，比当初第一版的编纂过程更为艰辛和严谨，从编者的谨慎遴选到教材内容的反复推敲、字
斟句酌，可谓精益求精、力臻完美，经过数轮探讨、分析、总结、归纳、整理，第二版教材终于更富
于内涵、更具有生命力地与广大师生们见面了。
“精英出精品，精品育精英”是第二版教材在修订之初就一直恪守的理念。
主编、副主编与编委们均是各领域内的医学知名专家学者，不仅著作立身，更是德高为范。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他们将从医执教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体会以及医学精英的特质潜移默化地融入
到教材当中。
同时，在主编负责制的前提下，主编、副主编负责全书的系统规划，编委会构成团结战斗的团队，各
位专家群策群力、扬长补短、集思广益、查漏补缺，为教材的高标准、高质量的修订出版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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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作为我国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教育部规划教材的第2版，旨在立足培养学生信息素养
，开拓知识共享空间，为新时代的医学精英教育作出贡献。
本书基于精英教育的目标要求，体现文献检索课方法学课程的特点，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深度与广
度兼顾，检索与利用互动的原则，沿着检索知识、检索技能、信息思维这一轴线选择和组织内容；本
版教材将从重“信息检索技能”教育转变为重“信息素养”教育，增加了全球医学教育最低标准与医
学信息素养、信息道德与学术规范等内容；教材编排上循序渐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加案例分析
。
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更加注重实用性；随书配有生动易懂、图文并茂的光盘教学资料，可
以帮助学生更快捷直观地掌握中外文医学文献资源等内容的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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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课程的性质、目标与任务    一、高素质医学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要求    二、医学文献信息
检索课程的作用    三、课程的性质、目标与任务  第二节 信息素养与医学信息素养    一、信息素养的内
涵及其教育    二、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三、医学信息素养  第三节 信息道德与学术规范    一、信息道德
和信息法律    二、学术规范及学术行为不端第一章 文献信息检索基础第二章 文献信息检索语言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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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参考文献英汉名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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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医学教育具有精英教育的性质，在国际上医学教育多以长学制教育为主。
医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医学生均来自已完成3～4
年大学本科教育的预科生或毕业生；一种是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这些国
家的医学生一般均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实行一贯制教育。
不同层次医学院校的培养目标在总的人才培养目标下也不同，如哈佛大学培养目标：创造和培育优秀
的多元化社会人才，致力于减轻人们因疾病所造成的痛苦；杜克大学培养目标：培养未来的临床和科
研领导型人才。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医学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更注重交叉、前沿、新兴
学科知识掌握与应用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措施，在如何进一步提高医学人才的培养规格和培养质
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04年我国恢复试办八年制医学教育，这种学制代表了当前医学教育的最高层次，学生毕业时可获得
医学博士（MedicalDoctor，M.D.）学位。
经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应是高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创新能力强和有独立研究能力的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
国内一流高等医学院校借鉴发达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培养模式培养八年制医学博士已成为医学教育发展
的主导方向。
根据教育部提出的“八年一贯、整体优化、强化基础、注重临床、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培养原则，
各院校都制定了八年制临床医学的培养目标，提出了高素质医学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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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第2版)》供8年制及7年制临床医学等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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