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概述
2013年的国际图联趋势报告指出不断扩大的

数字宇宙给信息素养技能带来了更高的价值，这意

味着那些不具备信息素养技能、基本阅读和写作技

巧以及访问互联网等技术能力的人将越来越多地

面对融入社会的障碍[1]。可见信息素养已逐渐成为

信息时代每个人所必需具备的技能，为此，奥巴马

曾宣布2009年10月为美国的信息素养宣传月。其

实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也非常重视公民

的信息素养教育问题，早在中小学阶段就开设了相

应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而我国的信息素养教育课

程主要集中在大学阶段。高校图书馆成了信息素

养教育的主要阵地，大多采用面对面的课堂授课形

式或者结合网络进行的在线教育模式进行教学，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教学资源有限、授

课时间长、实践操作少、无法满足学生碎片化的学

习需求等不足。

自2011年斯坦福大学开设的《人工智能》课程

后，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股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

线课程）狂潮。《2013地平线报告（高等教育版）》指

出MOOC和开放资源将成为未来五年内教学学习

以及创造力探究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和主流[2]。目前

国内已有几所高校尝试制作了一些信息素养MOOC

课程，如：武汉大学《信息检索》、中国科技大学《文

献管理与信息分析》等。课程发布后，吸引了不少

学习者，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然而调查显示：

由于MOOC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其真正服务

的是那些学习自主能力强、教育背景良好及技术接

受度强的学习群体[3]。而我国学生一直接受传统教

学模式的培养，大多数学生自学能力差、主动性弱，

如果完全采用MOOC模式进行教学，效果可能不理

想。因此笔者认为信息素养教育应结合我国高等

教育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特点，并综合课堂教学和

MOOC教学的优点，更适合于采用线上线下相混合

的教学模式。笔者曾于2014年 11月将MOOC（慕

课）、信息素养（信息素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

几个关键词在知网中进行组配检索，发现这方面的

研究寥寥无几。

2 目前国内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现状
“信息素养”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

主席保罗泽考斯基于1974年首次提出的。它指的

是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如何去获

取、评价并有效地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虽然教育

部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

与利用课》的意见文件，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缺乏

统一的评价体系和规范化的教材体系[4]。高校对信

息素养教育也普遍不重视，主要是通过图书馆开设

的文献检索课(必修课或选修课)、新生入馆教育、学

科专题讲座等面对面授课的形式进行非专业性的

通识教育。虽然这种方式对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有一定的帮助，但容易受时间、空间、教师人员等方

面的限制，普及率不高，也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

学习需求。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利用信息素养

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在线教育，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网

络培训教程[5]。这种以学生自学为主并辅以在线指

导的网络教学方式能有效地扩大教育范围，但由于

平台的资源多以word、ppt、pdf、静态网页或课堂录

像等形式存在，用户体验差，缺乏吸引力[6]，教学效

果并不理想。而且大部分“985工程”高校图书馆独

立建设的教育资源仅对校内开放[7]，校外有学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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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人根本无权共享其优秀的教育资源。

3 信息素养MOOC教学形式的优缺点
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中国又叫慕

课，其教学形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通过看视频、

做练习及参与讨论等方式获取新知识。课件视频

大多为10分钟左右，而且容量小、易下载，具有开放

性和网络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碎片化的学习

需求。教育部曾在《2014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

提出要深入研究MOOC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支

持“985工程”高校开设开放在线课程，组织部分地区

实现高校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网络共享[8]。目

前已有部分高校开设了相应的信息素养MOOC课

程，并得到了一些学习者的认可。总的来说，采用

MOOC形式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具有以下优缺点。

MOOC形式的优点：（1）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促

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技能

和爱好，免费获取名校的教学资源。教师也可根据

本校学生的特点，充分吸取名校的课程精华，调整

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水平。（2）突破了时空界限，有

效地扩大了信息素养教育范围。MOOC具有开放共

享性，学习者可以免费注册参与学习，使普及全校

信息素养教育成为可能。（3）根据自身条件，调整学

习进度。MOOC课程的学习方式灵活，学习时间也

相对自由。学习者可根据学习内容的难易，随时调

整学习次数，对不懂的地方多听几遍，也可跳过比

较容易的部分。

MOOC形式的缺点：（1）实践课教学反馈不及

时，使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降低。信息素养教育课

特别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采用MOOC课

程形式，教师的实践指导部分是缺失的。学生在课

后独自进行实践操作，碰到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会导致其学习信心不足。（2）名校的信息素养教学

内容并不适合所有高校开展的信息素养教育要

求。尽管校外人员可参与学习其优秀的教育资源，

但对资源的获取利用过程中仍受到诸多的限制。

某些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很多高校并未购买，学

习者缺少训练实践的条件，学习积极性不高。（3）对

信息技能差、学习主动性弱的学生教学效果可能不

理想。MOOC课程对学习者自身的信息素养能力有

一定的要求，一些“数字绝缘体”将无法参与MOOC

课程学习。（4）考核的真实性和公平性存在较大漏

洞，无法避免代考、抄袭等作弊行为。

4 MOOC与课堂混合教学模式
MOOC模式整体教学氛围不强，学习者长期在

线学习有种精神上的孤独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各

种障碍很容易导致其选择退学。传统课堂的面对

面指导也许能增强MOOC学习者的学习自信[9]。因

此笔者整合了传统课堂以及MOOC学习的优势，提

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模式，进一步优化学生

的学习体验。

高校的信息素养教育形式多样，本文以文献检

索课的教学模式为例进行研究。传统的文献检索

课采用理论课和实践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授

课比例大多为1∶1。混合教学模式也采用该授课

比例，理论课由学生自主学习MOOC平台课程为

主，实践课由老师在机房里以实验课教学的方式进

行现场指导学习。具体的流程如下：

（1）第一次课：主要让学生了解本门课的基本

情况以及MOOC平台课程的学习技巧。采用教师

讲授——学生实践——教师讲授的模式进行教学，

授课地点在机房。教师首先讲授本门课的学习目

标、学习方法、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并重点介绍

MOOC平台的学习技能。接下来的时间由学生自由

操作，主要任务：注册成为MOOC平台的会员，参加

本门课的MOOC课程学习，学会看视频、做练习、提

交作业、在线讨论等，教师巡视指导。最后教师布

置下次课需要学习的知识点。

（2）课程学习期的教学流程如图1，主要由实验

课学习和MOOC平台自主学习这两个过程构成。

图1 混合模式课堂教学流程

实验课教学授课地点在机房，分四个时间段进

行。第一个时间段：讲解上次课布置的由学生在

MOOC平台中自主学习的那部分知识模块的重难

点。如：在学习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这

部分内容时，重点掌握基本检索与主题检索这两种

检索方式，懂得如何去调整检索策略达到自己满意

的检索结果，并且学会对检索结果进行简单的处

理，如何去定题跟踪该课题，同时还要理解主题词

与关键词的区别等。这样有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

识，整体把握知识内容的重难点，同时也为部分主

动性差，没有参与自主学习的学生补充最基本的知

识。第二个时间段：解决学生在MOOC平台自主学

习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讨论交流一些好的学习方法

或建议。如：在课题检索过程中对关键词的选择，

主题词与副主题词的匹配等问题。第三个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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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实践操作，教师巡视指导。课堂首先让学生实

践一下视频中的操作技能部分，发现很多学生对

CBM数据库的主题检索途径理解的不够透彻，自由

操作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老师稍加指点，他们就能

领悟，而且对实验报告中相应知识点的题目也能够

比较顺利地完成。最后15分钟由教师统一讲解并

演示解决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典型问

题。通过让学生自己操作，碰到问题后再及时地帮

他们解决，这种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对这些知识点的

印象更深刻。目前开设的信息素养MOOC教学主

要以教师讲解演示为主，并未对学生进行实践指

导，要求学生课后独自操作并以作业的形式上交，

这样的学习效果不佳。第四个时间段：布置下次课

需要学习的知识点以及学习要求。学生需要在上

一次实验课后到下一次实验课前的这段时间内参

与教师指定的信息素养MOOC课程中相应内容的

学习，当然也可以参与其它名校教师开设的MOOC

课程相应知识点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碰到问题

可以直接在平台中进行交流讨论，也可以通过QQ、

实验课堂中与授课教师或其他同学进行讨论。同

时教师需要关注平台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有选择地

回答某些问题，并收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一

些典型问题以便在实验课中进行统一讲解。

（3）最后一次课：教师首先梳理一下这门课的知

识点及重难点。然后由学生自主学习、自由操作，复

习一下所学的内容。最后教师组织学生统一参加

MOOC平台的期末测试，教师在课堂中巡视监考。这

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替考、抄袭的可能。

MOOC与课堂混合教学模式综合了传统教学和

MOOC授课的优点，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课堂教

学中出现的课时不足、学生实践练习少、学习方式

单一等缺点，同时也克服了网络教学中容易出现的

学习者孤独症、反馈不及时、教学氛围不好、考试作

弊等不足。总的来说，这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①

实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个引导员，主要

由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这样有利于学生自主能力的

培养。实践课中教师及时地解决了学生的问题，增

强了学生学习信心，提高了学习兴趣。②有利于实

现模块化教学，适应不同专业学生需求。针对同一

个信息素养知识点，教师可以制作不同实例版本的

MOOC短视频，然后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引导学生

学习某些模块内容。当然学生还可以根据个人兴

趣学习其它模块的内容，这也为学生扩大知识面提

供了学习渠道。③增加MOOC学习技巧模块，有利

于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每一个有提升愿望的人

都可以通过MOOC平台进行自主学习。了解MOOC

平台特点，学会平台学习的基本操作技巧，就可以

参与任何一门你感兴趣课程的学习，无形中提升了

自己的学习能力。④考核机制灵活多变。为了成

绩的公平性，教师可以随意设置考核方式及期末成

绩的构成，学生参与平台中课程自主学习时间、平

台的期末测试成绩、实验报告成绩等都可以成为最

终成绩的构成要素。

MOOC与课堂混合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

式，不同于传统的课程授课体系，对教师提出了一

定的要求。首先教师需要对整门课程化整为零，重

新规划教学内容。其次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根据课程计划，重新编制适合学生实践的实验

报告题目。最后要录制短视频，开设相应的MOOC

课程，这就需要教师掌握一定的MOOC学习制作技

巧，可以通过参与一门MOOC的学习、参与学校专

业教师的MOOC制作或者担当某些专业课MOOC的

助教等方式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当然这种模式对

学生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需要学生课后进行自主

学习，对那些主动性差的学生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5 结束语
MOOC能让更多的学生免费或低廉地享受优质

教育资源，但其学习效果一定程度上受学习者自身

的信息素养能力影响[3]。因此，我们应该比任何时

刻都要重视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不能让学生输在

起跑线上。传统课堂教学和MOOC教学方式都有

各自优缺点，综合这两种教学方式的MOOC与课堂

混合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去尝试，相信随着我们不断

的实践探索，这种模式会更加完美，学生的学习体

验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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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OC Combined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Colleges

YE Xiao-jiao, HE Jun-ying，LIU Bo-ying
(Library，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Anhui 241003 )

Abstract: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a pers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traditional

face-to-face or online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which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adopt existed some inevitable

shortages, such as limited teaching resources, long-time teaching and learners’poor experienc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of MOOC platform which combined autonomous learning of MOOC

courses with teacher’s guidance operating learning in the computer room.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ode, at the same time, more serious requirements were set for teachers.

Key words: MOOC;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latform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Plan". Assembly regional advantage,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 powerful teaching staff,

optimized teaching system are emphasized in outstanding engineer train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engineering ability

and develop suitable cultivating approach under regional advantage condition.

Key words: excellent engineers; hydro-electronic engineer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the idea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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