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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4年国家教委（现更名为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文
件以来，文献信息检索教育在高校陆续展开。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文献信息检索课程内容逐步丰富。
尽管各校开设该课程的部门可能不同，课程名称各异，发展状况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信息
检索教育成为大学生信息素质培养和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
　　信息素质教育不仅能培养大学生的文献信息检索技能和计算机应用技术，更重要的是能培养大学
生对现代信息环境的理解能力、应变能力及运用信息的自觉性、预见性和独立性。
从信息素质教育的本质内容来看，它是以培养创新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猎取信息、加工信息和处理
信息能力的教育活动，其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利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创新的能力
。
　　为了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信息检索教学需要，推动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我们
成立了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信息素质教育系列规划教材编委会，在专家的指导下，分批组织编写适合
新形势、体现新成果、反映新思路的信息检索课程教材。
　　首期推出的有《大学生信息素养教程》、《信息检索基础教程》、《文理信息检索与利用》、《
数字信息资源检索原理与实践（理工版）》、《数字信息资源检索原理与实践（社科版）》、《网络
信息检索》、《现代信息资源检索案例化教程》、《经济信息检索》、《医学信息检索》等九本教材
。
　　我们力求这套教材能突出如下特点。
　　（1）选材新。
作者选取的工具书的版本是常见的、容易获得的；网络信息资源是最新的，能够体现电子信息资源最
新的建设成果。
　　（2）分层次编写。
专科层次要求内容组织上以够用为原则，适当兼顾新生入馆教育。
本科层次强调系统性，兼顾课堂教学和课外拓展。
　　（3）内容实用。
不同教材的内容侧重有所不同，根据面向专业对象的不同而选材，强调实用。
有的着重介绍文理信息检索基础知识，有的侧重文科信息检索，有的则重点介绍科技文献检索的内容
，等等。
　　（4）突出实践内容。
尽量减少纯理论知识的介绍，合理分配检索理论和实践内容的比例，重点向读者介绍检索技巧、具体
数据库检索技能，适当增加案例内容，由检索任务引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活动为载体，按照检
索流程组织教材内容，使读者在实践中掌握相关知识，培养、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
　　（5）强调直观性，便于自学。
充分考虑检索课教学课时较少的现状，在教材中尽量采用图片、表格等形式展示知识要点和检索方法
等，让读者能够按图索骥，现学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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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培养学生信息意识，提高学生信息检索能力，是高等院校信息检索课的主要任务。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信息和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日益
成为大学生信息检索的重要内容。
但不容忽视的是，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仍是大学生尤其是人文学科专业学生信息检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书除介绍必要的文献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和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外，还重点介绍了网络信息资源
和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
全书语言简洁，图文并茂，注重对学生实际检索技能的指导，使学生更快速地学以致用。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信息检索课程的入门教材，也可作为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科研工作者查找
信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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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文献的功能　　文献蕴含着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功能
作用。
文献对社会的功能作用表现为多个方面，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
　　（1）信息知识的存贮功能。
人类社会信息知识存贮的载体有三类：一是人的大脑，它是一种自然载体，又是活载体；二是实物载
体，即将知识物化为人们所需的实物，如模型、样品和产品等；三是文献载体，即记录信息知识的物
质材料。
人脑和实物作为载体存贮信息知识的容量与时间都是有限的，既不能保存，又不便于利用，只有当人
脑和实物所存贮的信息知识内容转嫁到文献载体上，人类社会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才能保存下来，繁衍
下去。
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的存贮功能已发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过去称之为“汗牛
充栋”的图书文献，现在只需薄薄的为数不多的光盘就可以代替。
可见，现代文献的发展向人类社会进步显示出巨大的功能作用。
　　（2）信息知识的传递功能。
文献的传递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时间上看，文献是现代人了解过去社会状况的最有效工
具，同时又是现代人把现代人类社会状况传递给将来人的最有效工具；二是从空间上看，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的人可以通过文献进行思想和学术交流。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文献的传递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控制，既可以将人类知识世世代代纵
向传递下去，也可以在广泛的地理范围内横向传递。
　　（3）科学认识功能。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认识，即通过眼、耳、鼻、舌、身五项感觉器官和仪器、
仪表、计算机等辅助工具去获取原始信息，并进行抽象思维，从而直接认识；另一种是通过知识的传
授和文献信息的获取来间接认识。
直接认识对一个人来说，其生命和精力都有限，间接认识对一个科学研究者来说，主要是从文献信息
中获取的。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借鉴他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实践和理论
思维，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4）验证参考功能。
孔子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微之矣。
”有人认为孔子所说的“文献”是档案的最早称谓。
这里孔子所感叹的“文献不足”，指的是夏殷两代的这类王室档案材料不够，以致无法验证两代的礼
制。
可见在2000多年前，文献就已经具有验证参考的功能了。
而现代社会文献的验证参考功能就更加突出，比如1998年我国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的历史罕
见的洪水灾害，如果没有大量的水文历史资料文献作为验证参考的依据，就很难作出抵御洪水的正确
决策。
因此，无论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还是在科学的决策中，文献都具有重要
的验证参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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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念 加强信息检索教学促进信息素质教育　　编委 国内信息检索和信息素质教育领域知名专家
把关，教授牵头组织编写　　作者 一线资深主讲教师　　特点 内容实用，层次分明，选材新颖、常
见、易得，展示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成果，突出实践，强调直观，便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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