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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献信息检索是为了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广泛搜集文献信息的一种基本技能。
这种技能在人类文明形成的早期就出现了，并且与人类整个文明同步发展着。
在公元前11世纪前的殷商时代，那些甲骨文档的骨臼刻辞就有了可供检索的文字表述。
《周礼》中有关于西周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的记载。
到了两汉，有检索群书的《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检索字形词义的《乐雅》、《方言
》和《说文解字》等比较成熟的书目、字典词典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第一部韵书《声类》、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
图》。
唐宋时期编撰了一系列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
并且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政书：唐杜佑的《通典》，以及表谱《古今年号录》（唐封演）、姓氏谱《元
和姓纂》（唐林宝）、地图《海内华夷图》（唐贾耽）和《天下郡县图》（宋沈括）等。
明清之际编纂出了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书目和字典，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总目》、《康熙
字典》等。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不但各种综合性工具书部帙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广泛，各专门
学科的工具书也越来越多，新的检索方法不断出现，检索知识不断丰富，检索内容不断扩大。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何多源教授曾向当时的教育部提交《论“目录学”和“参考书使用法”应列
为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的议案。
遂使“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多列为必修课，学子重视，几埒国学”。
（汪国垣《目录学研究》）但是，真正把文献检索作为一门学科分支来研究，并在大学普遍开设文献
检索课程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陈光祚先生是文献检索课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1974年，他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科技文献检索》教材，并且很快在全国各大学图书情报系，而后又在
各个学科专业开设文献检索课。
1984年国家教委（教育部前身）发出正式文件，将“文献检索与利用”列为全国理工农医文等各专业
本科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目前，全国有数百万大学生、研究生和中专生听了这门课。
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学图书馆设立“文献检索教研组”，为提高学生的信息意识和检索能力作出
了巨大贡献。
21世纪初，我国高职高专教育快速发展，民办高校异军突起，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培养高技能
劳动者，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学管理日趋成熟，课程体系逐步完善，但是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尚未走上正轨。
据悉，各高职高专学校文献检索课的开设很不整齐，有的学校作为选修课，有的学校作为必修课，而
不少学校，特别是民办院校尚未开设文献检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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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几年来文献检索课的教学经验，作者认为高职高专文献信息检索课的建设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文献信息检索课教学管理。
要充分认识文献信息检索课对高职高专学生的重要性。
高职高专学生虽然不强调科研能力的培养，但也不能完全忽视。
他们不仅需要在毕业前写毕业论文，做毕业设计；走进社会参加工作后，总是要搞市场调查，写预测
报告，为上级领导提供产品生产和销售信息，分析市场竞争情况和发展趋势等。
他们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必要时也要写论文，出专著，所以，文献信息检索课
的学习，不仅在校学习阶段需要，而且一生都是受用无穷的。
因此，教学管理部门应重视文献检索课的建设和教学管理，没有开设文献检索课的高职院校应尽快安
排开设，将文献检索的开课学期、学时稳定下来，定期检查，经常督导。
    （2）加强文献信息检索课教师队伍建设。
文献检索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个知识体系。
如何将有关知识和技能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需要一定的教学技巧。
应该对授课教师认真甄别、着意培养，决不可随意派一个教师去上课。
图书馆应注意引进一两个有文献检索教学经验和较强检索能力的人，像某些院校那样在图书馆设立“
文献检索课教研室（组）”，负责全校文献检索课的教学组织工作。
    （3）编著对口教材。
要对高职高专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认真研究，编写出适合高职高专学生教学需要的
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高职高专学生不需要学习文献检索过多的理论知识，只需要掌握基本概念和原理，更主要的是文献信
息的检索方法、技能和如何利用。
在信息技术普及的今天，对传统的手工检索知识的介绍应该减少，计算机检索知识和网络资源、电子
数据库的介绍应该成为重点。
应增加实用部分的内容，使学生更直接地学以致用，更快捷地检索本专业的知识和信息。
教材编写应该简洁，杜绝冗长的叙述和模棱两可的讨论，突出核心内容。
　　本书以“理念——方法——应用”为框架，介绍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术语概念和基本原
理；第二部分为方法，分别介绍工具书刊、网络资源和中外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第三部分是将理论
和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几个主要学科的文献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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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5.2 检索策略的制定1.分析课题首先要在分析课题的基础上，弄清楚课题的性质是什么，了解课题的
目的、意义，确定检索内容的学科范围、文献类型、检索年限，根据学科范围选择检索工具以及检索
范围的限定和检索技术。
根据课题要求和特点，选择检索方法，找出检索词，按逻辑关系列出检索式，制定查找程序。
要特别注意确定检索标志、提问逻辑、检索词之间的组配方式，它是检索策略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检
索课题的查全、查准。
弄清所需的文献类型、要求的文种、年代的限定、课题的关键词等是检索的第一步。
例如，有人需要查找作为首饰用的“变色钻石”，如果从钻石、金刚钻或碳素材料的角度去查，那就
会毫无结果。
事实上，“变色钻石”是一种刚玉，应从氧化铝或刚玉的角度着手检索。
2.选择检索工具根据检索课题的要求，首先必须对各种检索工具所覆盖的学科范围有清楚的了解，按
照相应的检索途径查找有关的索引，再根据索引指示的地址查得相应的文献线索，如题名、内容摘要
、作者及作者单位、文献出处等。
如果是利用联机、光盘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检索系统，则可按提示进行操作，其检索途径和功能远比手
工检索工具多得多，文献线索的输出形式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
一般来说，可以先利用本单位已有的信息检索工具，再选择单位以外的信息检索工具，在与信息检索
主题内容对口的信息检索工具中选择高质量的信息检索工具。
3.检索技术检索策略制定的好坏与检索方法的选择、检索程序和检索人员的技术有关。
有的检索人员往往忽略检索策略的制定，忽略检索方法和检索工具各自的特点。
检索工具有综合性和专业性的不同，覆盖专业面、收录文献类型、语种、出版文字的不同等，因此应
根据课题分析的结果进行选用。
拿了题目不了解课题内容，在题目中找出检索词，或由用户提出检索词就进行检索，这样检出来的文
献不够全面，容易造成漏检。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检索人员的经验有关。
涉及多学科内容的检索，应对各学科间存在的同义词、近义词进行选择，稍有疏忽，就会造成漏检。
4.确定检索途径和检索标志标志是确切表达文献内容及某些外表特征而使用的一种符号或词，是经过
规范化处理的，是比较通用和定型的。
要注意文献的外部特征，如出版年、文献类型、书名、刊名、著者等，也要注意文献内容特征，如学
科属性、分类、主题、结构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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