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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高校文献检索课的教学与改革

陈琼华

摘 要：计算机信息检索已成为目前文献检索课教学的关键环节，文章从计算机

网络环境对文献检索课影响的基础上，对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学中加强网络信息检

索的改革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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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自 ’+,% 年要求在全国高等院校开设文献检索课

以来，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规模都有了逐步

的完善和发展，对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意识，获取和利用文献的技

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正迈向一个以信息技术为

中心的新世纪。这一时代最突出的便是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

网络环境。在网络环境下，文献信息的传输和检索发生了巨大变

化，我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信息数量的迅猛增加，而且面对的是多

种信息载体和多种信息检索技术的新环境。在这种多载体多方

式信息检索技术环境下，传统的高校文献检索课将受到严峻挑

战，如何适应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环境所带来的变革是一个

崭新的课题。本文就网络环境下高校文献检索课的教学与改革

提出探讨。

’ 网络环境对文献检索课的影响

网络环境为文献信息传输和获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给文

献检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学校教学科研信息中心，图书馆

既是传统的印刷型文献信息中心，更是学校校园网信息的主要

提供者，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图书馆服务工作从基本的服

务发展到利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形成图书馆网络的文献检

索体系，构成了校园网中的重要部分。通过校园网可以在校内的

任何地方检索图书馆的书刊信息，光盘等信息。因此，网络环境

对文献检索课带来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 文献检索课面临的危机性

目前，文献检索课面临是否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危机，在计

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各种信息数据库建立和计算机与

通信设备在图书馆广泛应用的今天，现有的教学却仍以讲解印

刷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为核心内容，而计算机文献信息检索只

讲解理论原理、实践以演示形式的教学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信

息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化网络化进程相脱节，远远满足不了新形

势的要求。

’- ! 文献检索课内容的陈旧性和教学手段的落后性

教材是课程内容的直接体现，是影响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学

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现行教材中手工检索仍占统治地位，计算机

检索仅作为一种陪衬，已满足不了学生渴望了解和学习新知识

的要求。文献课是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一门课，面对网络时代

的全新文献课内容，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已经不相适应了。过

去的传统文献检索课以手工实习为主，课堂教学中涉及到机检

的内容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供实际操作，此

外，现有的教师队伍中，有许多人不熟悉网络信息技术，甚至有

不少人不会上机检索。

! 网络环境下文献检索课的发展对策

网络环境给高校文献检索课带来重要影响，面对严峻挑战，

必须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适应网络信息检索技术的飞速发展，

制定正确的发展对策，文献检索课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 ’ 建立全新的文献检索课教学内容体系

在网络环境下，我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信息数量的迅猛增加，

而且面对的是多种信息载体和多种信息检索技术的新环境。在

这种多载体多方式信息检索技术环境下，对文献检索课的教学

内容要进行大胆的改革，使文献检索课从单纯传授单种或多种

检索工具使用方法的误区中走出来，多介绍各类现代信息载体

及其在文献检索课中的应用，逐步建立以网络信息资源及其检

索为核心的新体系，使其真正成为一门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检

索利用技能的信息科学方法课。

新的教材体系必须站在网络的高度来确定文献检索课的起

点和内容，教学内容应以讲解中外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的使用

方法和技巧为核心内容，讲解印刷型检索系统的使用方法为辅

的教学模式，利用电子阅览室作为实习基地，开展光盘检索、网

络教学，改进以前的教学方法，增加学时，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

代发展，把学生真正带到快、精、广地获取文献信息的前沿。

!- ! 积极创造网络实习条件，强化上机实习环节

文献检索课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利用信息资源的能

力，通过实际操作，掌握获得有关信息的技能。手工检索实习，只

要具备一定的印刷型文献的检索工具，即可基本满足实习所

需。而计算机信息检索实习，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数据库，需要

一定的设备和环境。对于文献课教学来说，实习教学是文献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因此，在网络环境

下，文献课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计算机检索的内容将逐渐加

大，形成以机检为主，手检为辅的格局，应该采用先进的教学设

备强化上机实习环节。使学生通过上机实习，能熟练掌握网络检

索工具和现代化的信息检索技术。

!- $ 提高教师素质，适应时代要求

网络环境下加强文献课的措施最根本的还在于人，为了适

应新的形势，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文献检索课教师不

仅要具有图书情报学科的知识，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

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检索知识、网络知识正以

强大的势头冲击着现行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对教师原有的知识

结构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好新形势下师资队伍的培训工作，

是开设好文献检索课的重要基础，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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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志强

摘 要：从当前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建设的现状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影响图书馆网

络信息系统安全的因素，并对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的保护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信息安全；信息保护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略论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与保护

件，加强实践，在实践中提高自己，达到更新和完善自身知识结

构的目的，以便适应新的形势下文献检索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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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标志之一，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

为信息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信息

系统带来了安全问题，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而越来越突

出。如果不采取合理的策略措施，整个网络信息系统很可能会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由此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图书馆网络信

息系统的安全就成了目前图书馆界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

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物理安

全和逻辑安全。物理安全是指信息系统设备及相关设施受到物

理保护，不被破坏、损毁，系统不被非法或越权使用，为整个信息

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逻辑安全主要指信

息系统中数据的安全保密和完整准确，即数据信息不被泄露、丢

失或破坏。

# 影响计算机网络系统安全的因素

#* # 系统因素

系统因素包括硬件、软件和环境因素。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

的硬件设备主要包括各类服务器、工作站、网络互连设备以及一

些配套设施等。这些是组成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的物质基础，是

网络正常运转的物质保证。若硬件配置不良，运行中逻辑出错，

网络通信线路故障，硬件元器被损坏，则系统安全就得不到有效

的保障。同时，应用软件或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操作系统支持

软件不足，系统容错性能差，参数代码错误，数据错误和数据库

质量不合格等，也会成为图书馆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隐患。此

外，计算机设备大都是高科技产品，一般都比较精密，对环境要

求也相对较高。因此，网络控制机房场地和工作站安置环境不合

要求，机房设计不合理，建造不符合标准，电源质量差，温度、湿

度不适宜，无抗静电、抗磁场干扰设施，无防尘、防潮、防火、防

水、防雷击、防鼠害、防漏电的措施等，也是网络信息系统的不安

全因素。

#* ! 管理因素

要建立一个安全的网络信息系统，必须要有合理的管理体

制和完善的规章制度。网络信息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管理工程，若

缺乏严格、科学的管理，缺乏紧急情况的应急措施，对系统的安

全危害将远远大于软件、硬件，这是整个系统不安全因素中最重

要的因素，再完善、再安全的硬件、软件系统，都可能遭到人为的

有意或无意的破坏。大量事实表明，内部工作人员是网络信息系

统最大的威胁。因为外部人员一般很难有机会在物理上接近系

统，而内部人员不仅直接面对系统，而且会由于无意泄露网络系

统的重要安全信息，而造成对系统的危害。因此加强工作人员的

管理也是保障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不可缺少的环节。

#* ’ 法规因素

任何一个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最

初设计时制定的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策略。因为所有安全技术和

手段都围绕这一策略来选择和使用，如果在安全管理策略上出

了问题，相当于没有安全系统。网络信息资源的安全与健全完善

的政策法规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各国相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却

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据报道，迄今世界上仍有 #$$ 多个国

家没有制订涉及网络信息犯罪的法律。此外，作为新生事物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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