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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素质又称信息素养，是近几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素质教育也是我国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更是一个焦点问题。
素质教育实质就是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其中自然也就包括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信息素质教育日趋重要，它成为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基本构成，成为科学技
术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
提高大学生信息素质的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是对图书馆的利用教育。
在我国，对学生的图书馆利用教育一般是通过文献检索课来实现的。
因此，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对文献检索课就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信息素质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学生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为宗旨的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寻找信息和利用信
息的能力。
第一，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就是人们对信息具有一种特殊的、敏锐的感受力和长久的注意力，是人们对社会产生的各种
理论、观点、事物、现象从情报角度的理解、感受和评价能力。
我们对大学牛进行信息意识的教育和培养，目的就在于让学生能从司空见惯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事物
和社会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并能有效地被自己利用。
第二，信息能力的培养和教育。
信息能力包括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利用、交流以及分析与选择的能力。
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源中提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每位大学生都必须面对的问
题，信息能力也是当代大学生必须拥有的技能之一，是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具体来说，要培养学生搜集、鉴别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评价、整合和信息创新能力。
第三，加强信息技能教育。
巾于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的记录与传播开始向电子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计算机、
嘲络将成为最广泛使用的信息传播渠道。
因此，在信息技能教育方面，主要任务是加强指导学生掌握计算机检索技术，熟悉各类专业信息获取
的途径与技能，制定和修改检索策略。
第四，信息道德的教育。
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逐渐提高，信息道德在信息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信息道德是指在信息活动中，调节信息创新者、服务者和使用者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如保护知识产
权，尊重个人隐私，抵制不良信息，维护信息安全等。
对大学生要进行信息道德的培养和信息法制的教育，增强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信息法律规
则，提高信息保密的自觉性。
正如前面所说的，信息素质教育是一个相当大的概念，文献检索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由于高
等学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地方，大学毕业生的信息素质将会对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提高文
献检索课的定位，加大信息素质教育的力度，是目前高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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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各种信息资源、信息检索基础知识及基本方法。
全书共分十二章：绪论、国内外综合资源系统介绍、图书信息资源系统、期刊信息资源检索系统、学
位论文资源系统、标准与科技报告资源系统、专利资源检索系统、会议文献资源系统、参考工具书、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毕业论文的撰写、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各种信息资源的概念、特点、以及各种检索方法，兼顾了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
范围包括理、工、农、医、社会科学等学科，理论与实际并重，深入浅出，适合于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专业以及与信息管理有关的其他专业的研究生、
本科生、远程教育类学生以及继续教育类本专科生的信息资源检索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各级图
书馆、情报所、档案馆、信息中心和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广大信息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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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五章学位论文资源系统学位论文与期刊、图书、报纸等文献资源类型一样，是记载人类知识
的一种重要文献资源，其中蕴涵着人量的创新思维和科技成果。
但由于其特殊性，一般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利用。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与Internet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对学位论文资源的开发与使用，各种网络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相继出现，扩大了学位论文的使用范围，为用户提供了即时、共享的学位论文信
息资源，对广大信息用户来说，如何全面系统地查找并获取相关专业领域的学位论文，了解国内外同
行最新研究进展，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节学位论文资源系统概述一、学位论文1．学位论文的概念据美国标准学会解释，学位论文是指
为获得不同级别学位候选资格、专业资格或其他授奖提出的研究成果或研究结论的书面报告。
我国国家标准则定义为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依此为
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是学位授予制度的产物。
目前，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实行三级学位制度，即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由此
也就相应地有了三个级别的学位论文。
很多学位论文因选题能够接触到前沿科学，所反映的创新见解和成果被企业所采纳或采用后直接变成
了生产力和产品，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情报价值和实用价值。
我国目前对学位论文进行规范的法律性文件是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1981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
施办法，但这两个法律性文件中，都没有对学位论文的版权归属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2．学位论文的分类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毕业生用以申请授予相应学位而提出作为考核和评审的文章
。
学位论文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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