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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构建与启示
———以 Scitable 协作学习平台为例

李彦昭1，2 陈朝晖1 郑 菲1

1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190

〔摘要〕从功能模块和辅助模块两个方面对 Scitable 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构成和功用进行剖析，总结该平台突出

学科资源、内容设计新颖、技术特点鲜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并对我国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构建提出内容

改革、与学科化服务结合、创新设计内容和形式、加强技术应用和共建共享等建议。
〔关键词〕学科信息素质 在线教育平台 Scitable 学习空间

〔分类号〕G252

The Constru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Subject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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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aspects of functional module and auxiliary module，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citable，an

online information literacy platform，featured by its rich subject resources，unique design，distinct technology and good combin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and gives some advic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al platform for libraries in China，

such as changing the content，cooperating with subject service，designing new forms，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and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Keywords〕subject information literacy online educational platform Scitable learning space

收稿日期: 2010 － 12 － 30 修回日期: 2011 － 03 － 10 本文起止页码: 88 － 91，41 本文责任编辑: 王善军

1 概 述

信息素质教育一般分为通用信息素质教育和学科

信息素质教育两个层次［1］。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信

息素质教育的开展，用户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其信息需

求向更加专业化方向发展，针对不同学科开展专业层

次的信息素质教育成为必要。在当前新信息环境下，

传统基于课程和培训方式的信息素质教育难以适应这

种发展形势，在线形式的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开始出现，

并越来越成为信息素质教育的主要形式［2］。因而，探

索和构建基于学科的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开始受

到人们的关注。由 Nature 出版集团推出的 Scitable 站

点正是学科信息素质教育的典型案例。本文将对这一

平台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其功能、特点和优势，以期对

我国学科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构建有所借鉴。

Scitable 是一个免费的开放在线教育 /学习平台，

它整合了 Nature 出版集团高质量的科学文献，同时具

备网络社区的特点，为全球各地科研人员和师生提供

科学观点、教学实践和学习资源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目前，该平台以遗传学学科为构建对象，提供了该领域

的各种教学和科研文献以及在线学习工具，以帮助科

研人员和师生开展研究和学习［3］。

2 Scitable 平台的构成

Scitable 主要包括功能模块和辅助模块两大部分。

功能模块是平台开展学科信息素质教育的主体，由主

题、个人社交网、兴趣组、学习路径和个人主页 5 个模

块组成( 见表 1 ) 。辅助模块是为便于用户使用，加强

用户交流和协作而设立的一些功能组件，包括学习插

件、专家咨询和通讯工具等( 见表 2) 。

2． 1 功能模块及其介绍

2． 1． 1 主题( topics) 在主题模块中，数字资源和主

88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core.ac.uk/display/14874556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
第 55 卷 第 13 期 2011 年 7 月

表 1 Scitable 功能模块构成及作用

组成模块 主题 社交网络 学习兴趣组 学习路径 个人主页

构成

数字资源、讨
论室、知识项
目、焦 点、博
客和论坛

个人
特定关系

介绍、版主声
明、讨 论 组、
详 细 信 息 和
备忘录

时间序列
文献

短消息、联系
人、书 架、信
息更新、在线
教室等

类型

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
科学交流
职业规划

好友关系
小组关系

学习讨论组
主题交流组
公开兴趣组
私有兴趣组

理论梳理
实验过程

科研人员
教师
学生

功能作用

提 供 学 术 资
源、教学资源
和讨论主题，
理 论 学 习 和
主 题 讨 论 相
结合

交流与合作、
用 户 需 求 挖
掘、学习兴趣
发现、讨论组
建、经验共享

发 起 或 参 与
讨论、组织管
理讨论内容、
辅助教学、分
享 学 术 观 点
和资源

通 过 内 容 的
组织梳理，对
用 户 科 研 和
学 习 过 程 进
行指导

沟通和交流、
资 源 收 藏 链
接、辅 助 教
学、反 馈 意
见、参考注释

表 2 Scitable 辅助模块构成及作用

功能组件 学习插件 专家咨询 在线课堂 实时交流 其他

构成
书 签、打 印 工
具、电子邮件、
共享和文件包

虚拟咨询台
学科专家

教师
学生
教学资源

邮件、短消息、
个人列表和小
组列表

超链接
术语列表
图书馆

作用

内 容 标 记、批
注、储 存、打
印、下 载 和 共
享

在 线 参 考 咨
询、学科指导

在 线 教 学、课
堂讨论和课外
学习

小组或好友之
间的交互和协
作学习

辅助学习和资
源获取与利用

题研讨室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内容。数字资源是平台

为用户提供的各种主题的学术资源，这些资源都来自

Nature 出版集团，同时经过遗传学领域的专家审核。

资源采用模块化组织方式，并由学科专家负责参与指

导教学，内容以入门性质的介绍为主，多以问答的形式

展开，最后有简单的结论或总结，部分模块还附带在线

测试和学习操作部分。主题研讨室是一个研究讨论各

种主题的虚拟学习空间。目前平台设立了遗传学、细
胞生物学、科学交流和职业规划 4 个主题研讨室，每个

研讨室下都有若干讨论主题。用户在研讨室内可以对

文章内容进行评论、发起讨论或是将内容与他人分享

等，也可以通过左侧的成员和小组列表进入社群继续

参与讨论。
2． 1． 2 个人社交网( people) 与其他在线教育平台

相比，Scitable 最突出的特点是个人社交网络的嵌入。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建立与世界各地科研人员、教师和

学生的关系网络，开展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和资源共

享，甚至从中寻找职业发展的机会。该平台协作学习

正是基于社交网络形成的好友关系和小组关系开展

的，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网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而

用户之间的学习交流更加顺畅。同时，这种网络在用

户需求挖掘、学习兴趣发现、讨论组建、资源共享等方

面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社交网络也成为 Scitable 吸引

用户参与的重要手段。最新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有

75% 的 18 － 24 岁年龄段人群使用社交网络，而有超过

80% 的学生每周都会浏览和使用社交网络站点［4］，因

而应用社交网络能够有效调动这部分用户的参与。

2． 1． 3 学习兴趣组( groups) Scitable 允许用户根据

需要建立自己的科研、学习兴趣组，同时可以邀请其他

学生或专家老师的参与。兴趣组包括课堂学习组和主

题交流组，前者是指为完成特定教学任务或进行课程

学习而建立起来的小组，后者是为参与某一主题讨论

而建的兴趣小组，并不涉及教学内容。兴趣组中有许

多由创建者发布的本小组主题的文章和报道，同时提

供文献的 URL，方便用户查找。通过兴趣小组，用户可

以发起或参与讨论并对讨论内容进行组织管理，小组

成员之间可以分享有益的信息或内容，从而实现资源

共享和共同提高，其他用户也可以浏览该小组的所有

讨论内容、参与的主题情况和共享的内容等。
2． 1． 4 学习路径( learning paths) 学习路径是平台

对用户的科研和学习过程进行指导的模块，它通过文

献导读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指导，一般是以时间为顺序

将某一主题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或重大发现串联起

来，使用户形成对该主题研究过程的整体认识。目前，

平台已经提供了许多典型主题研究的学习路径供用户

参考学习。以学习路径“基因图谱: 历史与现状”为

例，研究路径再现了基因链的发现、基因重组和基因图

谱、典型有机体的基因图谱绘制、多基因遗传和基因图

谱、染色体图谱绘制以及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的发展

过程。通过学习路径，用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进

行了全面有序的梳理，从而便于对这些学科基础知识

的掌握和科研、学习的快速入门。
2． 1． 5 个人主页( my scitable) 个人主页是平台为注

册用户提供的个性化服务页面，包括短消息、联系人、

书架、信息更新等内容。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协作

学习，加强用户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为用户提供

资源收藏链接、收集反馈意见、进行参考注释等功能，

从而使得学习过程更为顺畅。个人主页是用户建立的

小型科研、学习环境，在主页中通过一系列个性化工具

和技术的应用，可以将人、资源、工具和服务有机地结

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支持用户的科研和学习。与一般

的个人主页相比，Scitable 突出的学习和知识交互的特

点吸引了用户的广泛参与。

2． 2 辅助模块

2． 2． 1 学习插件 平台中集成了各种学习插件和工具

帮助用户进行学习，如书签、文件包等。用户在学习过

程中可利用书签将平台上的学术论文共享到 Facebook、
Twitter 等网站上。文件包用于存储各种被标记的论文、

消息和讨论内容等，方便用户进行批注和速记。
2． 2． 2 专家咨询 Scitable 创新性地设置了“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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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负责制”的在线参考咨询服务，由学科专家负责模块

的资源建设和问题咨询。这种服务特点能够充分发挥

学科专家的知识技能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从而大

大提高用户的学习效率和学科素质。
2． 2． 3 在线课堂 是平台为师生在线教学提供的一

种虚拟空间。教师可以上传下载各种教学资源，同时

为学生提供各种在线阅读书目、讨论主题和学习工具

等。学生可以进行实时提问、课程资源和论文下载等。

在线课堂作为传统教育的重要补充，既可以进行在线

教学，也可以作为师生课外学习讨论的重要途径。
2． 2． 4 实时交流 平台在每个页面左侧栏都设有实

时交流工具，方便用户随时进行沟通和联系，从而实现

交互和协作学习。同时，实时交流也是结识新用户、建
立个人社交网络的主要通讯工具。

此外，平台还提供了资源之间的超链接、术语列

表，集合了各种学术资源的“图书馆”模块，从而辅助

学习和资源的获取利用。

3 Scitable 平台的构建特点

3． 1 与学科资源结合，发挥自身优势

与一般的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相比，Scitable 平台以

Nature 出版集团高质量的遗传学学科资源为基础，同

时发挥学科专家的优势参与资源的组织和建设。平台

上的每篇文献都来自 Nature 出版集团，并通过学科专

家的审核，而且也允许用户在资源内容方面提供意见

和建议。平台本身也作为一个开放的以科学教育为目

的的数字图书馆［3］，为科研人员、教师和学生提供服

务。这样平台建设就实现了将优质的学术资源与知名

的专家学者以及用户的信息需求的有效结合，从而发

挥各自优势，实现科研、学习的交流和互动。

3． 2 内容设计新颖，充分吸引用户

Scitable 平台除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外，也设立了众

多形式新颖的学习内容，吸引用户的参与和讨论。最

典型的例子是焦点模块的设计。焦点是指科学领域内

各种最新出现或备受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是许多学

者和师生的兴趣所在，成为开展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往

往也成为了解该学科的切入点。例如，与遗传学有关

的焦点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转基因生物、H1N1 病毒、

干细胞、心脏病、传染病等，对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不

仅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可参考的观点和见解，也有助于

广泛吸引用 户 的 参 与，推 动 科 普 知 识 的 普 及。正 如

Nature 教育副总裁所说，“平台在推出的第一年就吸引

了来自 156 个国家的 50 万用户的参与，形成了约1 000

个讨论组”［5］。

3． 3 技术特点鲜明，便于实现交互协作

作为一个在线的科学教育和个人学习空间，Scitable

平台整合了社会网络技术、Web2． 0 技术、开放获取技术

和个性化推送技术等，充分实现用户在科研、教育和学

习中的交互协作。目前，平台同时拥有维基百科、社交

站点和在线期刊的各种功能和优点，使其与一般的学习

平台相比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此外，Scitable 还与因特

尔等知名企业开展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例

如，2010 年 8 月推出的“手机版”平台，用户使用普通手

机、iPad、iPhone、黑莓甚至电子书阅读器等移动设备都

可以进行访问［6］。通过合作，Scitable 实现了社交网络

的快速扩展，在全球范围内覆盖尽可能多的用户，而合

作企业也可以实现对最新科学研究的及时跟踪。

3． 4 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当前，在线教育平台的一个很大弊端是理论与实践

脱节［7］，平台讲授各种学习理论，但是没有提供实践操

作的机会，很多用户不经过实践，学过之后便很快遗忘。
Scitable 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平台设计中将理论讲

授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以期从根本上提高用户的学科

素质。例如平台的“在线测试”、“学习操作”等栏目是在

用户阶段性学习之后开设的测试和练习，用户可以进行

实际操作，从而对所学知识及时总结。而且平台理论学

习、主题讨论、实时评论和热点关注等多种栏目的开展，

也有利于用户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际的应用。

3． 5 个性化学习特征明显

Scitable 平台以遗传学学科资源为构建对象，但即

便是在同一学科背景下，用户依然可以享受到个性化

特征明显的在线学习环境。以平台的个人主页模块为

典型代表，它是 Scitable 个性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在平

台中，用户个人主页下的每个“好友”列表、资源类型、

学习工具、参与主题和人际网络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

建立起来的，完全是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真实体现，因而

每个用户的页面构成都不相同。而一个个看似独立的

个人页面，通过一系列交互工具和技术的应用，形成了

一个纵横交错又个性化特征明显的科研、学习网络，从

而更好地支持用户的在线学习。

4 Scitable 对我国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

的启示［8 －9］

4． 1 改革平台教学内容，加入学科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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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多是进行信息素质

的通识教育，包括图书馆资源介绍、使用技能培训、信
息检索课件下载、论文写作指导和在线课程学习等，这

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将图书馆资源、服务与信息素质

教育结合，而针对专业层次的学科信息素质教育开展

较少。因此，借鉴 Scitable 学科信息素质教育的经验，

可以在现有通识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改革教学内容，加

入学科信息素质教育模块，按专业内容和性质进行差

异化教学。图书馆可以与专业教师、科研专家一起探

索设计该学科信息素质的教学内容和实施方案，结合

具体的专业背景开展信息素质教育。例如，美国加州

州立大学的信息素质教育除了设有基本信息素养模块

外，还提供了 5 个基于学科的教育指南进行专业层次

的学科素质教育［2］。

4． 2 与学科资源建设和学科化服务相结合

学科资源和学科服务是学科信息素质教育平台的

两大要素，因此平台构建可以与图书馆现有的资源和

服务相结合。在学科资源方面，利用图书馆的机构库、

信息 /学习共享空间、学科信息门户、特色学科数据库

等，将这些资源筛选、重组或以链接的方式嵌入学科信

息素质教育平台中，实现学科资源的充分利用。学科

化服务目前已经在我国图书馆广泛开展，但是在当前

新信息环境下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10］。可以说，提升

用户学科素质本身就是学科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因

而，与学科化服务结合，利用学科馆员提升用户信息素

质，同时在信息素质教育平台中嵌入学科参考咨询系

统、设置学科资源推介栏目、构建学科信息环境和提供

重点学科情报服务等，是图书馆开展学科信息素质教

育的有效途径，如图 1 所示:

图 1 图书馆学科信息素质教育平台

4． 3 创新平台的内容设计和组织形式

目前，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

台的重要性，但是许多机构在平台构建过程中仅仅是

将传统信息素质教育进行网络化，教育内容和形式依

然陈旧，用户参与和使用的积极性不高。这方面一些

学科信息门户建设后利用率不高的教训值得注意，而

Scitable 正是凭借新颖的学习内容和个性化设计的特

点才吸引了众多的用户参与。因此，在学科信息素质

教育平台构建过程中可以建立一些内容活泼、形式新

颖的栏目，比如焦点讨论区、学科热点交流区、学科疑

难答疑区、实践操作区、个性化服务专区，甚至职业规

划讨论区等丰富现有刻板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吸引用

户尤其是年轻用户的广泛参与。可以设立专门的学科

馆员或专家负责指导，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自由加

入或参与讨论。

4． 4 利用最新技术，开展协作教学

目前，我国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平台提供的服务仍

然是基于 Web1． 0 的组织方式，用户之间、用户与教学

人员之间的交流渠道有限。虽然用户可以通过邮件、

网络表单、电话等方式进行咨询和反馈，但用户间的交

互和协作学习的程度不够。Scitable 平台的核心理念

就是通过社会网络和 Web2． 0 技术等各种新型技术的

应用，实现交互协作，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或学科专

家之间都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因而，构建信

息素质教育平台可充分利用当前最新技术，发挥交流

协作的功能，将协作学习视为用户信息素质的重要能

力，开展协作式教学。此外，随着当前技术的发展，可

以将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嵌入到用户的学习管理系统

( 如高校的 Blackboard 系统、社交网络平台、维基和个

人博客等系统) 中，从而实现各种学习技术的融汇［11］，

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开放信息素质教育平

台与 Wiki 系统的融合［8］。

4． 5 加强合作，实现平台的共建共享

图书馆一直是我国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力量。当

前的信息素质教育平台大多依靠本馆资源进行建设，

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出版商或信息提供商之间的合

作较少，使得资源的质量难以保障，同时构建成本较

高。借鉴 Scitable 的构建模式:①图书馆可以与信息提

供商合作，在保障资源的同时，发挥合作伙伴先进的技

术优势，克服平台建设的技术难题，降低构建成本，例

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与 Thomson Reuters 科

技与医疗集团联合推出的在线课程就应用了对方功能

良好的 Webex 学习平台进行教学［12］; ②加强与学术团

体、科研院所的合作，发挥其科研人员的科学素质优

势，实现信息素质的共同提升，例如建立“客座研究

员”制度，邀请专家参与和负责学科指导或开展相关学

科素质的讲座等;③完善用户参与机制，在平台构建过

程中广泛征求用户意见和建议，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及

时对平台进行更新和完善。 (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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