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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在教学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亦是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医学信息素

养教育本身具有强烈的育人功能，肩负着向学生传递信息道德、培养其良好的信息素养能力的使命。课

程思政与信息素养课程的有机结合可以让学生认识到信息道德的重要性，并将社会对信息行为的道德要

求转化为对自己的内在要求，提高自身的信息道德修养，逐渐走向自律。本文从课程思政融入文献检索

课教学的意义、现状、课程建设及课后实践等环节进行了教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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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it is also a key lin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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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Medical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tself has a strong education function, shouldering the mission of transmitting in-
formation ethics to students and cultivating their good information literacy ability. The organic com-
bin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courses can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ethics, transform the moral requirements of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behavior into their own internal requirements, improve their information ethics cul-
tivation, and gradually move towards self-discipli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current 
situ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after-class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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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之根本指导思想，高校作为育人的重要基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肩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使命[1]。思政教育的根本理论依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阶级矛盾、社会变革等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分析，为思政教育提

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有助于理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思政教育通过这

一理论基础，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超结构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体

系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追求等方面，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指导，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发展愿景；思政教育还依托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包括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

以更有效地实施思政教育，促使学生在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全面发展。这些理论基础相互交融，

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利用课堂教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课程思政”是在新时代下，党和国家

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2]。
中共十九大后教育部进一步出台了相关文件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部颁发的《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求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课程育人，将思政元素

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通过课程将知识的传授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3]。高校一直担

负着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而高校课堂是育人的重要手段，“课程思政”进入高校的最重要一站也是课

堂，因此其也在高校掀起了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工作。2020 年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中明确提出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4]。笔者所在学校积极开展“思

政课程”以及“课程思政”，从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到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都要借助思政案例，以“润

物细无声”之势凸显思政要点。教师既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是助推学生思想教育的第一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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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作为育人工作的主战场，亦是高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本身具有强

烈的育人功能，肩负着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信息素养的使命。医学文献检索课程通常会强调学习者获取、

评估和应用医学信息的重要性。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医学文献检索工具和技能的熟练运用，以便他们

能够有效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医学信息检索。重点可能包括数据库的使用、关键词选择、文献筛

选和评估文献可信度的方法。这种培训有助于医学专业人员更好地了解当前研究进展，提高其在临床实

践和科研领域的能力，因此本课程成为高等医学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促进信息素养教育与课程

思政的融合，能将课程的使命进一步凝练，从而推进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不仅能加强课程立德

树人的成效，更能加快信息素养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变革。目前，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

行传授教育，做到理论教学主要通过课堂讲授、案例讨论以及 PPT 课堂操作演示等方式将文献信息的理

论知识、数据库的基本检索方法以及检索技巧传授给学生；实习教学则让学生自己动手，通过实地训练，

增强学生的独立检索能力。通过理论与实习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充分掌握各类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与结

果处理，一方面提升学生实习自主终身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自身素质。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众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之后。众多高校教师或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实质以及重要历史使命，指出课程思政

是实施“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是落实“三全育人”的重要举措，并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

原理，思政教育试图深刻理解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部分教师则从本专业或

者具体课程出发，探讨如何具体开展课程思政，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如何通过新的教学方法

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致力于通过教育手段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等。因此，本文拟以

川北医学院文献信息检索课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为例，从教学内容、融入模式、教学目标、思政元素及教

学反馈五方面探索通识类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实现特色化的课程思政建设。 

2. 医学文献检索课程的内容设置 

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是医学生提升信息素养的重要课程之一，是一门以信息源及其相关检索系统为研

究对象的工具性方法课，能帮助学生掌握获取信息、分析信息、检索信息以及使用信息的能力。该课程

的设置不仅有助于学生当前信息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教育面向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此课程能

帮助学生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利用互联网不断吐故纳新，改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自学能力和科研能

力。韩常省等人在上世纪末就把育人渗透到文献检索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将思政教育寓于课程教学之中，

并将文献检索课程与爱国主义教育、职业教育、道德品德教育相结合[5]。当下，国家教育部以及学者专

家将“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进一步强调了利用课程教学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其中，

强化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扩大课程育人的影响力[6]。 
《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是面对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公共课程，授课对象主要为临

床医学学生，课程学分 1.5 分，共计 32 学时，其中理论课 20 学时，实习课 12 学时。通过课程学习学生

需要掌握各类数据库的收录范围，文献收录特点、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及特色，特殊数据库的检索原理等。

学生不仅要掌握其基础理论知识，还需要通过实践操作培养获取各类信息资源的技能以及信息统计分析

的能力，为后续完成文献综述、开题报告、毕业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课程一方面能增进学生的信息意

识，提高获取文献信息能力，另一方面亦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检索能力，为其将来从事的医学

事业以及实现知识更新、继续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思政元素融入信息素养课程的模式 

课程思政是将传统课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一种新的学科教育理念，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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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育人导向，承载人文教育和政治教育合二为一的双重教育功能。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本身具有强烈的

育人功能，不仅肩负着提升学生培养良好信息素养的使命，还担负着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将科学

精神、创新精神、爱国主义情怀、诚信问题及文化自信等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文献检索课程，应结合

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重点内容，将思政教育的知识点融入到课程的各章节之中，然后重新对课程进行

教学设计，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文献检索课程是一门注重教学实践的课程，因此在构建思

政教育理念应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考虑。在理论教学时，如涉及信息道德可结合“翟天临不知知

网是何”事件，引导学生加强对信息道德的认识；在涉及信息甄别的讲解中，可融入“人民日报‘双黄

连抑制新冠病毒’”的讨论，让学生充分意识信息社会中对信息辨别的重要性。开放网络资源库，可以

给学生引入共享发展理念，通过互联网网络资源共享，可以对个人、企业、国家产生积极的正能量作用，

从而实现学术效用的最大化。 
而在实践教学中，可以通过让学生检索“屠呦呦”等专家的文献资源，阐述其科学创新以及坚持专

研的精神，加强学生投入医学科学创新事业的兴趣[7]；在外文数据库信息检索的过程中，可以让同学知

晓我国的医学事业发展和国外医学事业发展的差距，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为国学习的学

习动力；论文写作及文献管理操作可以让学生充分认识学术不端的严重后果，让学生对于学术成果产生

心有所“敬”，对于盗窃、篡改、编纂产生行有所“畏”的效果。 

4. 课程内容教学的目标明确 

我校《医学文献检索与利用》在课程设置上给学生设立了三重目标，分别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

思政目标三方面。 

4.1. 知识目标 

借助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信息检索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检索原理，知晓常见中外文数据库和数据

库的收录范围，检索方法及特点，检索原理以及各类型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分析对比，学生能进一步提升

自我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紧跟时代的发展。 

4.2. 能力目标 

通过对常见中外文数据库的检索方式及其特点的学习，增强学生灵活运用各种检索技巧高效地从各

类型数据库中获取所需信息资源；通过多途径的信息检索模式，增强学生的学术敏感性；完成对检索结

果的对比分析处理，增强学生对文献信息评价的能力；通过文献管理和利用的学习，全面增强学生的信

息素养。 

4.3. 思政目标 

通过对中外文数据库的讲解，让学生对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充分认识作为医

务工作者，只有不断地丰富自我、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从而更好地

帮助病人解除病痛，提升自我价值。通过对文献信息的讲解分析，充分让学生体会到科学研究的严谨性

和规范性，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勇于开拓的精神。通过对于中外文相

关课题的文献信息分析，充分了解我国在医疗领域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学生报效祖国的爱国主

义情怀，树立民族自信心。通过检索实践操作，增强学生的学习紧迫感，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增

强学生在信息时代对真假信息的甄别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信息素质。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介绍，让学生

树立产权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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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政元素的提炼与融入 

“课程思政”是把非思政课程教学中的隐藏的思政观点从教学内容中提炼出来然后融入到课堂教学

之中，构建形成思政课程、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思政三位一体的思政教育体系。在教学内容融入思

政元素，应立足国家重大事件和科学情怀，充分利用现实案例与知识点相辅相成，在传输教学知识的同

时，提升学生思想道德，实现学生思想精神的升华(见表 1)。 
 

Table 1. Case libra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eaching 
表 1. 思政元素教学案例库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 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文献信息绪论–信息素养 人生态度 

通过案例介绍，20 年一位湖北农民工返乡前

在给东莞图书馆留言中提到“在东莞十七年，

来图书馆看书已有十二余年，书能明理，对

人百无一害的唯书也，万般不舍”。图书馆

回应“我们一直都在”。 

课堂讨论 
案例教学 

文献信息绪论–真假信息分辨 信息赠别 以人民日报“双黄连抑制新冠病毒”叩问信

息辨别。 
问题导向 
课堂辩论 

知网数据库引入 诚信 借助翟天临询问“知网是什么”，引发讨论

学术诚信问题和引入知网数据库。 案例教学 

数据库检索 文化自信 

循证医学的起源，我国 1057 年《本草图经》

中曾记载通过人体实验验证人参效果；张仲

景《伤寒杂病论》提出：每一味要的应用和

加减都有“据”可查，有“证”可据。 

案例引导 

数据库检索 
科学探索创新，

坚持专研的精

神 

屠呦呦坚持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的研

究，从 1972 年发现青蒿素到 2011 年发现其

可用于治疗疟疾，2015 年获诺贝尔奖。 
案例教学 

文献管理–论文写作 学术道德 
通过介绍国家教育部以及我校对于论文买

卖、代写等学术造假行为的处罚相关政策，

让学生明确学术不端的严重后果。 
课堂讨论 

6. 教学反馈提升课程质量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难点，其考核的关键是考察学生是否通过课程学习实现“知

行合一”，如何考察学生利用思政理念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课程教学反馈的重要环节之一[9]。
该课程为公共通识课程，课程考核方式为“考查”，课程内容学习结束后，我们可以通过让学生撰写学

习报告了解学生对课程教学知识的掌握度，同时了解学生对于融入思政元素的理解。例如，学生可以在

教学内容中选择对课程教学中感兴趣的某一章节的内容，围绕该章节的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元素，

完成一份学习报告。通过撰写报告一方面能发掘学生对该课程重要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另一个方面可

以提升学生文献检索和阅读等信息获取能力，亦为后续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10]。 

7. 教学效果分析 

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学生对于“润物细无声”的课程教学融入思政内容持正面接受态度，但

是如何做到教学课程知识内容和思政内容的平衡是学生较为注重的方面。一方面，思政内容过多，会导

致课程走向“思政课程”，让学生感觉课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如果融入思政元素

过少，则不能很好地起到思想警醒教育。因此，如何更好地构建课程教学和思政教学，使其充分地融合，

才能实现提升公共课教学的课程思政效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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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际案例教学让学生学会思考及分析，强化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对时事的敏感性；通过互动讨论

创建积极的学习氛围，拓展学生的思考视野，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信息素养课程融入思政元素，

一方面提升了信息素养能力，另一方面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思想政治素养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8. 结束语 

课程思政不是将公共课或者专业课转变为“思政课程”，也不是单独创设一门新课程，而是将思

政案例悄无声息地融入公共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将普识教育–德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专

业问题–社会问题双解决的效果。教学的组成包括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手段，教学内容通常是统一

的、稳定的以及权威的，而教师才是教学的主体，提高教师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才能达到课程实现

“三全育人”的目标。课程思政建设是当下高等教育提质增效的必然要求，重新构建教学内容，并将思

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中，通过新颖的方式方法传输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不仅可以第一时间

掌握、获取医学相关的最新前沿，激发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热情，同时亦可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从而加强学生步入社会后的自我责任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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