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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ure Search and Scientific Paper Writing is a course combining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It aim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n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uch as single teaching mode, limited retrieval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urse.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is course, taking the undergraduate 
majors of engineering colleges as an example, through systematic sorting and summa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measures 
of comprehensive teaching system, integr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rich assessment methods based on 
student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leve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is cours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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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是一门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信息素养、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进而提高综合能力。然而针对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教学模式单一、检索资源有限和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
够等问题。为此，论文针对该门课程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工科类院校本科专业为例，通过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基于
学生专业背景和水平的综合教学体系、融入思政教育和丰富考核方式等改革措施。以期提升该课程教学质量，从而达到培
养高素质科研人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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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4 年教育部颁布《教高一字 004 号文件》，提出将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设为高等院校的指定课程，着力提高大

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造就“四化”建设

需求的专门人才。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从最初的起步时期，

到 90 年代的全面普及以及到现在的成熟稳定，文献检索

及其相关的课程已逐渐演变为高校本科教育的重要课程之 

一 [1]。《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涵盖文献检

索与管理、开展实验和分析整理数据、毕业（科技）论文的

撰写、修改与投稿、经验交流与分析等内容。

但目前，针对一些工科类院校，该课程的授课模式存

在着授课内容单调、检索资源有限以及课程互动少等问题，

这样不仅起不到锻炼学生信息检索、分析与整合以及科研写

作能力，反而会引起学生的厌学心理，使其更加不重视该门

课程。因此，学习钻研一些成功的讲课案例，结合本课程的

特点，笔者将“点对点”针对《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

授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教学实践中融入科技前沿成

果及案例分析、教学与实践并进、思政教育以及丰富考核方

式等改革策略，真正做到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效培

养大学生信息筛查、总结与运用能力；启发大学生的创新思

维，激励其提出关键科学问题，分析并解决科学问题的潜能；

锻炼大学生的语言组织和文字表达能力，为大学生高质量的

本科毕业论文和科技论文的撰写奠定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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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课程现状

2.1 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兴趣不足，科研能力培养

欠缺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

程，但大多数教授采用传统的“填鸭式”和“满堂灌”的授

课模式开展，缺乏自主性和针对性的实践练习，严重影响到

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学生学习兴趣不足，授课

效果不理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从学生角度出发，将复杂

的理论知识融入新颖的教学中，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适

当减少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和投稿内容的占比，因为该阶段学

生尚未开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无法与老师所教授的知识达

到共鸣与融会贯通。

2.2 检索资源有限，文献管理能力和写作水平不高
由于学校资金不足，大多数学生在外文数据库，如

Elsevier、Wiley、RSC、ACS 等没有下载权限，导致文献无

法顺利下载，对机械设计制造、材料科学与工程和材料成

型与加工等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教学造成了很大麻烦。另

外，由于学生缺乏相应的文献管理能力，导致对文献不能进

行较好的分类，使部分文献会重复下载，找不到文献所在位

置等。因此，通过对学生针对 Endnote、Mendeley、Zotero

等文献管理工具的系统培训，依照文献的应用方向、研究的

材料、期刊的类别、发表年限等进行归类，方便高效定位到

所需文献。目前大部分工科学生，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相对较差，且专业英语基础也比较薄弱，日常阅读文献以中

文文献居多且缺少精读和细品过程，长此以来，降低了学生

在科技论文写作方面的能力。因此，针对学生科技论文写作

水平不高问题，可以围绕科研绘图和文字撰写两部分展开：

①培训学生们 Origin 和 Excel 等基础作图软件的常规操作，

使其在实践中熟悉掌握相关专业领域作图工具的各项功能，

同时给学生展示高水平期刊和公众号推荐的精美图片的排

版及配色，提升学生的科研作图水平。②针对论文的各个部

分，如摘要、引言、结果与讨论、结论等，向学生分析其写

作技巧，如写作大纲、语句时态、专业术语选择等方面；培

养学生凝练写作主题的技能，使其在实践中掌握科技论文写

作的精髓。

2.3 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大多数高校把《文献检索与

科技论文写作》当作一门选修课，导致学生仅仅是为了修学

分而去选择该课程，忽略了其对学生将来职业发展的重要

性。其次，部分学生只关注本专业相关的知识，缺乏对专业

以外知识的了解，不能做到与领域外知识的交叉融合；同时

由于对研究领域的调研和了解不充分，无法有效掌握国内外

研究前沿，导致研究成果或被研究，或因创新性不足无法在

高水平期刊上发表。此外，由于学生缺乏对检索方法的了解，

只熟悉百度学术、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导致其

无法掌握相关领域国外最前沿的研究现状，同时使其专业英

语阅读和撰写水平较低。

3 教学改革方法

3.1 基于学生专业背景和水平，构建良好的综合教

学体系
在课程开展前期，首先对学生的专业背景、课程需求

和认知、上课模式、期刊数据库的种类、文献管理工具、作

图工具使用和论文撰写等进行调研（表 1）。随后依据调研

结果对学生进行分组，按照学科方向进行综述论文检索与

撰写培训，并保持撰写与授课进度同步进行，通过小组 PPT

汇报等形式对综述论文提纲进行综合评价。在教学过程中，

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激发学生兴趣，依据超星平台评

价学生任务的完成质量，组织各小组进行经验分享和交流。

通过教师与同学互动模式，充分让学生参与到整个教学中，

调动学生的课程参与度和积极性，显著提升教学质量，构建

一个良好的综合教学体系 [2]。

表 1 学生进行信息途径、文献管理、作图以及写作拼写检查常用的资源

文献检索 文献下载 文献管理 数据分析及作图 论文写作 拼写检查 期刊投稿数据库

中文网站 英文网站 SCI-Hub Endnote Origin 百度翻译 Grammarly Elsevier

中国知网 Web of science 青梨 Mendeley Excel CNKI 翻译助手 Writeful Wiley

万方 X-mol
购买的数据库（Elsevier，

Wiley，RSC，ACS）
Zotero AdobeIllustrator 有道词典 ... RSC

百度学术 Elsevier ... ... Photoshop ACS

超星数字

图书馆
Wiley

3D MAX Springerlink

维普 RSC ... ...

ACS

Springerl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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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注科技前沿，崇尚科研精神，立足实际问题，

推动高质量发展
科技进步是国家发展的源动力，创新是民族进步的关

键，科技进步与国家、企业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3]。在《文

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的授课过程中，应多向学生展示高

科技应用成果，分享科学家们的科研历程，从而激发学生创

新活力和从事科研的热情。例如，通过案例式教学讲解中科

大左成杰团队通过坚持不懈的研发，成功掌握了 6G 滤波器

核心技术，突破了关键“卡脖子”技术问题，打破了国外的

技术封锁，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中国也成功发射了世界首颗 6G 卫星，极大地提升了

国际地位与影响力。通过案例式教学给学生普及屠呦呦团队

在抗疟道路上光荣事迹，该团队在系统整理收集 2000 余方

药，编写了《抗疟单验方集》，对将近 200 多种中药展开研

究，历经 380 多次失败，终于在 1978 年被认定青蒿素研制

成功。该团队秉承“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精神，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深深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再如谢和平院士

团队立足实际问题，通过日复一日的实验与坚持，终于实现

了海水制氢的目标，破解了该领域近半个世纪的世界难题，

该成果被荣评为2022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为“走出实验室，

走向产业化”探索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3.3 融入思政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如何将思政

元素融入课堂授课、实验实训、教学研讨和作业论文各个环

节是时代的大趋势，同时也是新时代加强高校人才培养和思

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新举措和新方向 [4,5]。主动将思政元

素贯穿到《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的授课过程中，不仅

能提升学生论文检索与写作质量，也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教导学生认真学习科学家的钻研、创新和

追求卓越精神，遵循学术规范，牢记学术诚信，杜绝学术不

端，对社会、国家贡献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高水平科研成果。

3.4 丰富考核方式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课程，若通过传统的考核方式 [6]，如出勤率、平时成绩、

作业抽检情况以及期末考试等方式作为测评标准，很难精准

评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吸收、消化与理解情况。因此，采用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①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考核模式，主要是

根据课前学生对课程视频的观看情况；②文献PPT汇报模式，

主要依据学生对所学内容汇报及小组打分情况；③课堂互动

模式，根据学生课堂讨论的参与度及对课堂问题回答的准确

度情况；④课后习题测验模式，根据学生课后习题完成的质

量；⑤实践操作模式，根据学生上机操作的准确度和效率以

及论文的写作质量等情况。通过以上全面和高效的多样化考

核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督促学生参与到课程学习中，

使其真正学到知识，学有所用。

4 结论

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已成为物理、化学、材料和生物等专业的一门必不可少的工

具课程。通过学习该课程，能够培养学生在相关专业领域利

用社会各种信息资源查阅、筛选、收集和总结文献资料信息

的能力，提升文献检索、独立研究、科技创新和高效论文撰

写的能力。此外，通过培养学生文献检索和科技论文写作技

能，能够使其将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所学专业的课程

论文写作、学术会议摘要和报告、大学生创新与实践训练项

目和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等科研活动，显著提升大学生的

科研素养，努力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

一体”的教育目标，真正达到全方位培养研究型新时代接班

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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