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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应用本科实践教学与职业化教育系列教材：文献检索与利用》是为加强大学生职业化教育
培训而编写的教学改革教材。
主要内容包括文献的定义、特征、分类，以及文献与信息、知识、情报的相互关系；文献检索的类型
和区别、检索语言和种类、检索工具和类型、检索方法、途径和步骤；计算机使用常识、应用技巧、
常用软件；电子文献资源数据库的检索方法；Intemet常识、不同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工具书的功用
、特点、类型、排检方法；标准文献、会议文献、会议论文文献、学位论文的检索方法；中外文图书
、期刊、报纸等数据库所含盖的内容、网址、是否免费；不同专业或学科的数据库网址、获取文献的
方法。
　　《大学应用本科实践教学与职业化教育系列教材：文献检索与利用》内容全面、通俗易懂，既注
重理论和概念的叙述，更注重文献检索技巧的实训。
在学习中非常便于学生掌握文献检索的方法和技巧，了解各式各样的电子文献资源的出处、获取的方
式和方法，使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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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文献的功能　　（1）存储知识性：文献是知识的物质存在形式，是积累和保存知识的工具，人
类所有的知识成果都只有记录于文献，才能保存和流传：文献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人们正是通过文献了解科技信息，通过文献得悉某一科技成果或创造发明诞生于何时，被记录在何种
科技文献之中等具体情况。
　　（2）传递知识信息：文献能够帮助人们克服时间与空间上的障碍，传递和交流人类已有的知识
和经验，促进知识信息的增加和融合，沟通人们思想感情的联系和交流，成为人类知识信息交流的重
要途径。
　　（3）教育娱乐功能：通过阅读文献，人们可以获取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专业技能，提高认识水
平和基本素质，还可以娱乐消遣，陶冶情操，丰富精神生活，提高创业能力。
　　除此之外，文献还有其他功能：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结果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在空间、时间上
传播情报的最佳手段；是确认研究人员对某一发现或发明的优先权的基本手段；是衡量研究人员创造
性劳动效率的重要指标；是研究人员自我表现和确认自己在科学中的地位的手段，因而是促进研究人
员进行研究活动的重要激励因素；是人类知识宝库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1.1.2 信息、知识、情报与文献的关系1.信息的概念信息时时刻刻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与人
类的发展紧密相连，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呢？
关于信息的定义，近几十年来已经超过数百种。
由于人们研究信息的角度与目的不同，所提出的信息定义也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各个学科的学者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对信息做过不同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说法各异，但对理解信息
概念均有参考价值。
　　（1）信息的定义　　汉语“信息”一词中的“信”与“息”两字的意思相近，前者侧重于消息
、征兆，后者强调情况、音讯。
据考证，两字连成一词使用，最早见于《i国志》中“正数欲来，信息甚大”的记载。
唐代诗人杜牧在其诗《寄远》中有云“塞外音书无信息，道旁车马起尘埃”，宋代诗人王庭珪《题辰
州壁》中亦云“每望长安信息稀”。
上述诗句里均有“信息”一词，其意为消息、音讯，这与当代信息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英文inforamation一词，有情报、资料、见闻、通知、消息、报道、报告之意，我国学者曾译其为
“情报或信息”。
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准，建议该词一律译成信息。
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该词被译为“资讯”。
　　从认识论角度上看，信息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人的主观认识的产物，它不同于客观世界，也不
同于精神世界，而是物质与精神的中介。
　　《信息论》的创始人美国贝尔电话研究所的申农（C.E.Shannon）指出：“信息就是用于消除随机
不定性的东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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