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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使学生理解信息与信息社会的概念，掌握信

息需求的满足途径，理解信息素养的概念与意义，了解信息

源的分类和获取方法，掌握信息组织与检索的原理和方法，

理解互联网开放信息资源的特点和评价，了解常用文献数据

库的使用方法，理解文献信息收集与管理的意义和方法，了

解文献信息的分析与评价方法，理解批判性阅读与写作的概

念和方法，了解论文写作的性质、结构和格式规范，理解学

术规范与学术不端的概念。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分析和评价能力，提

高学生的批判性阅读和写作能力，提升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的信息道德

素质，培养学生的学术诚信意识。

技能目标：使学生掌握基本检索工具和专业检索工具的

使用方法，掌握 NoteExpress 的使用方法，掌握文献计量分

析评价指标和文献可视化工具的使用，掌握专题资料收集与

综述写作的方法。

思政目标：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理解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信息需求的满足途径，信息组织与检索的原

理和方法，互联网开放信息资源的评价，常用文献数据库的

使用方法，文献信息收集与管理的方法，文献信息的分析与

评价方法，批判性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文写作的性质、结

构和格式规范，学术规范与学术不端的概念。

教学难点：信息检索的策略与评价，搜索引擎检索技巧，

专业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NoteExpress的使用方法，文献计

量分析评价指标，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功能，论文写作示例，

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三、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1.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法、讨论法、启发式教学法。

2.教学手段

采用综合教学手段开展教学：传统教学手段、多媒体教

学手段、新媒体教学手段、现场教学手段，等等。

四、知识图谱

信息社会->信息需求->信息素养->信息源->信息组织与

检索->互联网开放信息资源->常用文献数据库->文献信息收

集与管理->文献信息的分析与评价->批判性阅读与写作->论

文写作->学术规范与学术不端。

六、教学评价

采用综合评价措施，注重过程评价、日常表现评价。具



体：

1.出勤：25 分

2.课堂表现：20 分

3.上级实验：30分

4.综合考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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