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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校的“文检课”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course in our university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COURSE

1996年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国家首批10
所试点高职院校之一。

我校的“文检课”发展史



1995-2000年起步阶段
组建教学团队 ----建设检索实训室---
-开发课程----自编讲义----1996年全
面开课

2001-2005年 卧薪尝胆
教师队伍匮乏----课程属性调整----
无课可上----反思与调整----以科研
促课程发展

2006-2008年转型发展

全国首批二十八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设置文献检索课课教师专岗----系统开发课程资
源----开发在线教育平台----2008国家精品课
程----编制教材并出版（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2009-2012年改革发展
加强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探索教学模式-
---加强课程与专业、课程、科研的粘合度
----课程嵌入、专业融合。

2013-2015年 开拓进取
2012年省级精品共享课程
2013年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014年建成MOOC/SPOC教学平台并投入
使用。

2016-2020年 锐意创新

2016年省级首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7年上线“中国大学MOOC”和“学银在线”
2019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9年我校为“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单位
2020年配套在线开放课程的新媒体教材出版



良好的教学环境与丰富资源
• 74个微课教学视频

• 自建的无纸化考试系统（4000）

• 课程标准

• 教学日历

• 授课计划及课时授课书

• 课程教学设计
• 授课教案

• 实验指导书

• 检索任务书

• 综合实习报告范例

• 检索案例库

• 测试练习题库

• 50个检索流程动画库

• 教学评价表

丰
富
的
教
学
资
源

教学平台

− “学银在线”在线平台
− “中国大学MOOC”平台
− 爱课网-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文献信息检索
− 国家精品课程--文献信息检索网站

教学设备和条件

− 拥有64位的文献检索一体化实习室。
− 多媒体机房教学，可实现教师机与学生机同步操作

教学。
− 良好的网络环境
− 图书馆拥有70多万纸质资源、30多个电子资源和数

据库



文献信息检索实用教程

文献信息检索实用教程·第2版

文献信息检索实用教程·第3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十一·五”规划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十二·五”规划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十一·五”规划教材

2007年
初版时间：2007年1月

2012
初版时间：2012年7月

2020

教材建设情况

初版时间：2020年9月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文
献信息检索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文
献信息检索

学银在线学银在线

中国大学MOOC中国大学MOOC

74个微课74个微课
无纸化组卷考试系统无纸化组卷考试系统

实验指导书

检索案例库检索案例库

检索流程动画库检索流程动画库

教学评价表教学评价表

授课教案授课教案

指导与帮助的师生关系指导与帮助的师生关系

时空环境时空环境

翻

转

课

堂

翻

转

课

堂

小

班

制

小

班

制

以小
组为
单位
安排
座位

以小
组为
单位
安排
座位

情感环境

合作

竞争

期望

奖惩

课堂氛围

图
书
馆
资
源

图
书
馆
资
源

网
络
环
境
和
互
联
网

网
络
环
境
和
互
联
网

设施环境

智
慧
教
室

多

媒
体
机
房

电
子
白
板

教学设备和条件教学设备和条件

协作与支持的生生关系协作与支持的生生关系

《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的教育生态《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的教育生态



• 适用专业：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全部专业

• 课程类型：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公共选修课

• 课程编号：71000/ZX3570/ZX7508/61XXX/……

• 总学时数：28-64

• 学 分：1.5/2/3

• 教 材：《文献信息检索实用教程》陈萍秀主编，“十二·五”国规教材

• 教学工具：慕课堂 / 学习通

• 课程平台：中国大学MOOC - 学银在线 - 爱课程 - 校内SP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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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基于OBE的教学设计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OBE



2.1 学情分析

•教给谁

了解学生的
一般特征

•教什么

确定学生的
初始能力

•怎么教

分析学生的
学习风格



了解我院各专业人才在“知识、能力、素

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实地考察、电话调研

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

东理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网络调查：在线开放课程

学校支持

A

B

与学生、校友交流等方式征求建议和意见。

交流访谈方式

C

2.2 课程调研



2.2 课程调研

01

02

03

课程的教学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要求的目标不太一致

大多数课程其实是传统课程的在线化

较之之前的公开课，互动答疑仅限于讨
论区。



2.3 教学策略

授之以渔服务专业

面向社会 提升素养

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

学习结果是否达到专业培养

目标对本课程的要求。

老师抛锚，学生定“锚”

锚：来源于学生根据学习需求提

出的真实的研究项目或活动。

特点：强调学生在实际环境中去

感受和感知问题。

1 2 3

课程宗旨
基于OBE

理念的教

学设计

抛锚式宏

观教学法



• OBE最早出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
• 在OBE教育系统中，教育者必须对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能力及其水平有清楚的构想，寻求设计适

宜的教育结构来保证学生达到这些预期目标。

回溯式
教学
设计

以人才培养结果为
基础进行反向设计，
改变测量教育效果
的方式。

教学
内容

遵循以培养应用能力和
实践能力为目标，而不
是单纯的构建知识框架
体系。

教学
过程

根据不同的目标、对象
和要求，设定教学目标，
设计教学过程，制订教
学评价体系。

过程性
考核
体系

注重考核的灵活性、
过程性、目标性。

OBE--成果导向教育



国内外信息素养标准

•ACRL标准

•ANZIIL标准

• SCONUL标准

•《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
系》

国内外信息素养标准

•ACRL标准

•ANZIIL标准

• SCONUL标准

•《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
系》

各专业教学

标准

各专业教学

标准

考虑人的可

持续发展

考虑人的可

持续发展

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

课
程
教
学
目
标

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管理、
信息评价、信息利用与创新

以能力为目标，完善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以能力为目标，完善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

2.4 教学目标



2.3  课程内容组织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 Content

教学内容

• 共有6个模块

• 74个教学视频

• 26个任务点。

以目标为导向，完

善教学内容和教学
过程。

以目标为导向，完

善教学内容和教学
过程。

2.5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过程

教
学
进
程

教学内容-1教学内容-1

教学内容-2教学内容-2

教学内容-3教学内容-3

教学内容-4教学内容-4

教学内容-N教学内容-N

创建情景创建情景 确定问题确定问题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合作学习 效果评价效果评价

针对教学重难点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开发

教学重点-1 教学重点-3教学重点-2
教学
重点

教学
难点 教学难点-2教学难点-1

信息化教学资源 重点支撑程度

检索报告模板 ★★★★★

活页式教材 ★★★★

案例库 ★★★

教学视频 ★★★

软件工具 ★★

拓展资料 ★

在线题库 ★

学生作品 ★★

线上答疑讨论记录 ★★

检索报告 ★★★

信息化教学资源 难点支撑程度

检索范例范文 ★★★★★

活页式教材 ★★★★

动画 ★★★★

案例库 ★★★

教学视频 ★★

学生作品 ★

线上答疑讨论记录 ★★★

检索报告 ★★

说明：“★”号表明相应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对重难点的支撑程度。

设计理念
教师主导 师生共建

设计理念
教师主导 师生共建



2.6 教学方法设计

教
法

学生分组 创设情境 确定问题

方案设计

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

•学生实践

•自主创作完成项目

•项目小组活动实施

效果

评价

•呈现项目

•师生评价

•生生互评

•总结评价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教师如何“教”转变为
引领学生如何“学”
教师如何“教”转变为
引领学生如何“学”

合作学习法尝试实践法 自主探究法观察对比法 归纳总结法
学
法



教
学
步
骤

单元-1 单元-2 单元-3 单元-4单元-4 单元-N单元-N

掌握工具使用方法，根据检索需求选择“对”的检索工具，建立良好的检索思维了解工具功能

教学单元

效果评价

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

确定问题

创建情景

锚：学习工作对象（真实情境）
工具：知网研学（CNKI E-Study）
工作过程：检索→管理→分析→利用

2.7 基于抛锚式宏观教学法的教学过程设计

能达到
知识、技能、
素养教学目标。

基于文献类型的教学进程



教学过程

教学
进程

行动工作任务的“锚”与习得成果设计

CNKI概述CNKI概述

CNKI期刊文献
检索单元

CNKI期刊文献
检索单元

CNKI事实数据
检索单元

CNKI事实数据
检索单元

CNKI工具书
检索单元

CNKI工具书
检索单元

CNKI特种文献检
索单元

CNKI特种文献检
索单元

锚：百度学术是搜索学术资料的常用工具，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它提供的其实只是一条条的
线索，想要获取原文并有效地管理却不是简单的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问题设计：请列举航空类学术资料的文献数据库工具。

锚：在专业学习中，常常会对一些专业术语的理解不精准，常规的技术图表不知从哪里获取
最权威，工具书是最好的帮手，如何利用《CNKI工具书库》查找涡喷式发动机的相关专业术
语和图表呢？

问题设计：请利用《CNKI工具书库》查找既定的专业名词以及相关图例，并完成检索报告。

锚：作为未来中国航空领域的维修工程师，我们面对的都是高精尖的技术装备，这就要求我
们在学习中尤其是实训环节严格遵循航空人的“严慎细实”工作作风，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
实事求是。CNKI提供了大量、权威的事实数据，你知道如何查找和利用吗？

问题设计：请利用CNKI查找2017年中国民航起降架次的数据，掌握统计类数据库、年鉴数
据库和报纸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并完成检索报告。

锚：期刊能充分反映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和趋势，作为航空领域的一线人员，实时更
新知识，了解专业最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查找航空
类前沿学术资料？

问题设计：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气路静电监测技术在涡喷发动机试车
中的应用”方面的期刊文献，并完成检索报告。

锚：特种文献具有特殊的、其它文献所不能取代的价值，能够为我们传递重要的科技信息，
你知道CNKI上有哪些特种文献数据库，我们该如何检索和利用呢？

问题设计：请利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特种文献数据库检索“新型复
合材料在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上的应用”相关特种文献，并完成检索报告。

创建情景创建情景 确定问题确定问题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合作学习 效果评价效果评价

CNKI特种文献检索报告

CNKI事实数据检索报告

CNKI期刊文献检索报告

学习小结-- 知识脉络图

CNKI工具书检索报告



教学过程

教
学
进
程

教学内容1

教学内容2

教学内容3

教学内容4

教学内容N

针对各学习单元的教学环节教学方法、手段设计

创建情景创建情景 确定问题确定问题 自主学习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合作学习 效果评价效果评价教师教师

同伴教学法（PI）+问题导向教学方法（PBL）

五步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方法（PBL）

五步教学法+演示法

五步教学法+演示法

讲授法+演示法

学习平台：中国大学MOOC; 学银在线

学习软件：CNKI E-Study; 学习通; 慕课堂

文本资料：固有教材；活页教材；检索指

导书；讨论记录表

硬件设施：多媒体机房；全网覆盖；电子

白板；手机等电子设备

主要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学生学生

学
生
自
导←

 

教
师
主
导

放

手←
 

松

手←
  

牵

手

宏观教学法：抛锚式教学法
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下，通过“番茄工作法”进行时间管理，调控课堂教学节奏



2.5 评价学习成果
Evaluating learning outcomes

知识维度：用识记能力、理解能力、表
达能力评价

能力素质维度：动手能力、解决问题
的能力等要素衡量，通过PBL、教师评
价、生生互评、组间互评等方式方法实
现

素养维度：利用MOOC平台的评分功能、作业查重等手段对
协作能力、交流沟通、创新意识、信息道德等要素评价。

以产出成果为导向，设计过程性考核的考核体系在课程考核方式和标准上以产出成果为导向，设计过程性考核的考核体系在课程考核方式和标准上

2.8 考核评价体系设计



2.2 定义学习成果
Defining learning outcomes

对学生的知识要求水
平细分为6个项目

“成果陈述-层次-反馈”
定义学习效果

“成果陈述”分为“明确”和
“含蓄”

“层次”则分为“介绍、强调、
加强、高水平”四级。

2.8 考核评价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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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基于SPOC的教学实践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SPOC



2014年
MOOC/SPOC上线

1996年

全校开课

2008年

国家精品课程

2013年
国家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

2017年

学银在线
中国大学MOOC

2016年
省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

超星尔雅

2020年

国家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



面向社会学习者

• 全面开放

面向校内学习者

• 线上（开放/闯关）+PBL+线下
• （1）以小组为单位展示前期PBL成果；

• （2）答疑并检查前期学习成果；

• （3）剖析PBL下一阶段任务；

• （4）总结讨论。



线上（定时/开放/闯关）+PBL+线下



教师活动

设计“锚”；

设计行动任务
评价指标

设计“小组讨
论记录表”

设计“小组展
示评分表”

设计“组员活
动监控表”

课前

课堂实施

课后

师生互动交流

翻转
• 根据反馈调整课堂授课

内容
• 课堂互动
• 课堂面授
• 任务引导
• 答疑与点评

教
师

• 自主探究学习
• 合作学习与交流
• 汇报与分享
• 参与答题检验自学成果
• 释疑与反思
• 发现与创造

学
生
学
生

• 根据过程性评价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
• 分享课堂实况视频做复习之用
• 拓展资料
• 互动答疑
• 批改作业

教
师

教师讨论
1. 分析前期教学反馈数据。
2. 设计新课
3. 预置测试题

教
师

集体学习
个体学习

1. 学习新知识：MOOC指导、教材辅助
2. 作业与测验
3. 讨论与练习

学
生
学
生

• 反馈与知识迁移
• 课后复习解决学业问题
• 拓展学习
• 预习新知

学
生
学
生

• 独立/小组完成检索报告
• 完成测验、讨论、练习

学习通
学银在线

杜威五步教学法
+PBL

运用学银在
线平台检验
课堂学习成

效

3.2  整体教学组织实施方案



小组合作 汇报习得成果 教师示范 学生操作

学习通签到 培养契约精神

课堂成绩积分展示

知识回顾 检验学习成效

案例导入 学生探究

小组工作 讨论记录

教师抛锚 头脑风暴 确定问题

梳理知识 布置作业

情境导入

问题探究

方法假设操作验证

评价总结

3.4 课堂实施现场情景



PBL项目教学展示

http://fanyapbl.chaoxing.com/pbl/list?classId=&courseId=97760214&pblclassId=&className=&status=0&pageNum=2


Evaluating learning outcomes

2.5 评价学习成果

PBL项目教学展示



Evaluating learning outcomes

2.5 评价学习成果

3.5 SPOC教学实施小结

学生

学生可以通过MOOC平台知
识、能力、素养方面的学习
数据，掌控自己的学习进度，
了解学习中的薄弱环节；

教师

可以全面把握每位学习者的学
习进度、学习积极性和知识掌
握情况等；

可实时调控和督学；

结合课程数据教学反思，调整
教学计划。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部门能够随时全面掌
握教师对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

全面、实时了解教与学的行为
轨迹、教学反馈，为精准教学
管理提供了可能。



2.6 使用学习成果
Using learning outcomes



教学成效

从教师主导到学生主导，学生积极性提高了

•基于PBL的小组教学，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调动学习积极性，“做中学”实现教学过程的学生自导

•协助学生完成新知识的自主探索自主建构

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检索思维能力

•以文献管理工具CNKI E-Study为载体，实现了航空文献资料检索的“检索→管理→分析→利用”工作过程化，提升了学生的信息意识，
培养了学生良好的信息检索思维。

有效的课程评价监控机制保障了课程的教学效果

•平均分为85，通过率98%，学生评教98.32分

•课前任务（视频、测验）的完成度 92% ，主题讨论的参与度90%

树立了学术诚信和信息伦理道德

•习得成果抄袭率过标一票否决制



基于PBL的小组检索报告，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实际锻炼。

由于学生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在知识迁移过程中，其对技能的运用程度不一致。

由于教学过程中借助电脑、手机等教学工具，个别学生自制力较差，使用其辅助学习的过程中
容易“开小差”。

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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