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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转课堂把更多的学习决定权交给学生，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对教

学者的新挑战。本文从学生层面，运用分类组织法对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进行分类整合，为学生开展

自主学习规划了自学路径；从科研教学者层面，运用布拉德福定律确定信息素养类核心期刊、根据普

赖斯定律得出信息素养类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协助教学者及时高效地获取最核心、最前沿的信息素

养知识，以便在翻转课堂中传播更高质量的内容、更权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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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ip the classroom to more learning decision to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to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but also the new challenges to the teaching. From th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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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转课堂把学习决定权交给学生，对学生和

教学者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学生具有更高的

教育信息化素养 [1]，利用互联网资源开展自主学

习，同时要求教学者及时掌握学科动态趋势，在

短时课堂提供更高质量的知识、更权威的观点。

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有 1.54 亿的学生网

民使用互联网，超过 9840.6 万大学生认为自身依

赖互联网 [2]。同时据 CNNIC2014 统计，高等学

历者更加倾向于互联网生活、学习，高等院校教

学者通过学术资源（CNKI 等）辅助教学，关注

学科趋势分别占比 82.4% 和 61.7%，网络资源已

成为自主学习形势下最重要的学习资源。

2002 年教育部将文献检索课更名为信息素质

教育，同年第一届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

讨会在黑龙江大学召开，将信息素养教育作为高

等教育目标的核心之一指出：高等学校必须培养

学生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

基本素质之一，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也是高等教

育的基本任务之一 [3-4]。

从学生层面，本文对大学生学习信息素养课

程最常利用的精品课程资源网进行分析，为过

渡期的大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用、更靠谱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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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自主学习；从科研教

学者层面，对信息素养教学者普遍采用的网络

学术资源（CNKI）进行分析，运用布拉德福定

律确定信息素养类核心期刊、根据普赖斯定律

得出信息素养类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协助教

学者及时高效地获取最核心、最前沿的信息素养

知识，以便在翻转课堂中传播更高质量的内容、

更权威的观点。

1　国家精品课程网资源分析

国家精品课程是“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

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

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对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具有示范作用，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工具 [5]。

在保障课程资源优良的情况下，让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爱好、学习特性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教学

方案。

1.1 信息素养类国家精品课程资源概况

全国信息素养相关的国家级、省级、校级本

科教育类精品课程共 38 项。从院校分布来看，图

书情报类学科领头羊武汉大学以国家级 5 项、省

级 1 项共 6 项排名首位，以编辑学著称的西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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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学凭借 3 项校级项目排名第 2 位，牵头制定

中文核心期刊的北京大学共 3 项位列第 3，与院

校图书馆或图书学科呈正相关趋势；从院校属性

分部划分，课程覆盖 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

校和普通高校，其中 985 高校占据 13 席，211 高

校（除去 985 高校）占据 8 席，普通高校占据 17

席，与对应高校总数比值分别为 13/39、8/73、

17/1170，由此可知院校质量越高，获得信息素养

类的精品课程平均数量越多，重点高校展开信息

素养教育的优势明显。详情见表 1。

序号 院校 院校属性 数量 序号 院校 院校属性 数量

1 武汉大学 985 6 13 西南科技大学 普通 1

2 西北政法大学 普通 4 14 西南交通大学 211 1

3 北京大学 985 3 15 四川农业大学 211 1

4 中国人民大学 985 2 16 山西大学 普通 1

5 苏州大学 211 2 17 华东理工大学 211 1

6 安徽大学 211 2 18 湖南科技学院 普通 1

7 广西民族大学 普通 2 19 福建师范大学 普通 1

8 黑龙江大学 普通 1 20 福建中医学院 普通 1

9 中南大学 985 1 21 华北煤炭医学院 普通 1

10 湘潭大学 普通 1 22 山西医科大学 普通 1

11 上海大学 211 1 23 安庆师范学院 普通 1

12 中山大学 985 1 24 山东理东大学 普通 1

表 1 按院校划分的国家精品课程网信息素养类课程数量排行

1.2 利用信息素养类精品课程开展自主学习

进行自主学习的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访

问学习国家精品课程网的资源，实现全程完整的

学习，同时根据学习内容，有针对地选择课程。

如通过访问武汉大学黄如花教授主持的国家级精

品课程《信息检索》、西南交通大学高凡教授的

《信息检索》、山东理工大学葛敬民教授的《信

息检索与利用》、西南科技大学赵静教授的《现

代信息查询与利用》等；学习档案类的同学可以

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的国家级精品课程

《档案学概论》、上海大学金波老师的《档案学

导论》、广西民族大学黄世喆教授的《档案管理

学》等；学习图书馆类的同学可以访问北京大学

吴慰慈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图书馆学概论》、武

汉大学彭斐章的《目录学概论》等；医学高校的

学生可以访问山东医科大学王秀平的《医学信息

检索》、华北煤炭医学院黄晓鹂、唐品的《医学

信息检索》等。

在根据学习内容选择合适的精品课程后，

就可以按照精品课程“一流教学方法”享受“一

流的教师队伍”运用“一流的教材”带来的“一

流的教学内容”。如学习信息检索的同学选择西

南科技大学赵静老师的《现代信息查询与利用》

进行自主学习，进入课程网站（http://www.lib.

swust.edu.cn/xxkc/）后，可以根据教学团队制定

的教学内容按部就班的学习，首先展开理论学习，

通过在线 PPT 或视频教学，完成“起步 - 入门 -

提升-拓展”的理论学习，进而通过交互答疑系统、

视频教学检索系统等完成实验 6 步骤操作，遇到



035

自主学习形势下信息素养教育网络资源分析

疑问还可以通过微信方式咨询教学团队，可以在

线获取其他高校同学学习该课程的总结。

2　信息素养类学术资源分析

中国知网，即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以实

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

数字出版平台。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知识共

享池，所收录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

某个学科的研究水平、研究成果和研究热点，是

教学者关注学科热点、关注学科权威专家的高效

保质平台 [6]。翻转课堂迫使教学者不断学习，学

术资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本文运用布拉德福定律确定信息素养类核心

期刊、根据普赖斯律得出信息素养类研究领域的

核心作者，协助教学者及时高效地获取最核心、

最前沿的信息素养知识，以便在翻转课堂中传播

更高质量的内容、更权威的观点。

以“信息素养”或“信息检索”为关键词在

CNKI 中进行文献检索，统计 2002 年至 2015 年

近 14 年时间从教育部首次采用“信息素养教育”

期刊数量 A 每种期刊论文数 B 期刊数量累计数 C 积 D=A*B 期刊累计数对数 E

1 58 1 58 0

1 52 2 110 0.301

1 50 3 160 0.477

1 37 4 197 0.602

1 34 5 231 0.699

1 30 6 261 0.778

1 28 7 289 0.845

1 27 8 316 0.903

2 25 10 366 1

1 22 11 388 1.041

2 19 13 426 1.114

3 18 16 480 1.204

2 15 18 510 1.255

1 14 19 524 1.279

1 13 20 537 1.301

3 12 23 573 1.362

3 11 26 606 1.415

1 10 27 616 1.431

5 9 32 661 1.505

5 8 37 701 1.568

4 7 41 729 1.613

7 6 48 771 1.681

10 5 58 821 1.763

12 4 70 869 1.845

21 3 91 932 1.959

60 2 151 1052 2.179

237 1 388 1289 2.589

表 2  2012-2014 年信息素养教育文献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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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发文的论文，得到 14991 篇中文文献，涵盖

期刊、报纸、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其中期刊论

文 12272 篇，占比为 81.9%，硕士、博士学位论

文 2282 篇、国内外会议论文 517 篇，分别占比为

15.2%、3.5%，可见信息素养已成为学术期刊、学

术会议等的热点问题。

2.1 信息素养类核心期刊

确定信息素养类核心期刊，教学者可以通过

关注核心期刊，及时获取学科热点、趋势，不断

更新已有知识，为自主学习的学生提供更权威的

知识、更新颖的教学方法，改变只通过更新缓慢

的书本教学的局面。

以“信息素养教育”为关键词在 CNKI 中对

2012 至 2014 年 3 年时间进行文献统计，得到文

献总数 1423 篇，其中期刊 1365 篇，占据总数的

96%，剔除期刊总目录、征文通知、编辑寄语等

无研究意义文献 76 篇，得到最终文献总数 1289 篇，

分属于 388 种期刊。运用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

的区域法、图形法和计算法对近 3 年信息素养教

育类核心期刊和核心作者进行研究 [7]。

将 388 种期刊依据登载信息素养教育类文

章的数量进行递减排序于表 2。其中期刊累计数

对数 E=lgC。

由表 2 可知，我们将 388 篇文献按照载文量

分割成论文数量大体相等的三个区，即载文 18 篇

以上的核心区、载文 4-18 篇的相关区、载文 1-3

篇的外围区。核心区期刊数目为 13 篇，论文总

数 426 篇；相关区期刊数目为 57 篇，论文总数为

443 篇；外围区期刊总数为 318，论文总数 420 篇，

详细见表 3。

由 表 3 可 知， 各 区 载 文 数 占 比 分 别 为

33.05%、34.37%、32.58%，近似 1:1:1，即满足布

拉德福定律划分三区时使每一个区所包含的相关

文章大体相等；核心区期刊数、相关区期刊数、

外围区期刊室占据总期刊比例分别为 3.35%、

11.60%、85.05%，三区期刊之比为 13:45:330，近

似等于 13:60:325，简化为 1:5: 25，即 1:5: 52，可

知布拉德福离散系数为 5。

利用布拉德福定律图像法，用表 2 中数据做

图，以横轴表示期刊累计数的对数 E、纵轴表示

信息素养教育论文累计数 D，描绘出信息素养教

育论文分布的曲线，如图 1。 

由图 1 可知，信息素养教育论文分布曲线符

合布拉德福离散曲线，其中 LM 段与 MN 段分界

点 M 的横坐标 E 对应的值 C=13, 证明图像法和

区域法得到的结果完全一致。

最后通过比利时埃格赫（Leo Egghe）于 1986

年提出的布拉德福离散悉数计算法和 1990 年提出

的核心区数量计算法进行布拉德福离散系数 m、

核心区数量 P 计算 [8]。

布拉德福离散系数计算公式：m=(eE·Y)   (1)；

核心区数量计算公式：P=2ln(eE·Y) (2)，

其中，m 为布拉德福离散系数，为未知数；

Y 为最大载文量期刊的载文数，即 Y=58；R 为

分区数量，即 R=3；P 为核心区期刊数量，为未

知数；E 为固定数值欧拉系数，即 E=0.5772。将

Y、R、E 代入公式（1）、公式（2），得到待求

区域 平均载文密度 期刊数 占期刊总数 载文量 占论文总数

核心区 >18 13 3.35% 426 33.05%

相关区 4-18 45 11.60% 443 34.37%

外围区 1-3 330 85.05% 420 32.58%

合计 388 100% 1289 100%

表 3  2012-2014 年信息素养教育期刊分布区

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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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公式 M=(2.718280.5772·58)  =4.692≈5；

P=2ln(2.71828E·58)= 12.275≈13，可得计算法与区

域法、图像法结论完全一致。

通过三种方法，我们得到信息素养教育核心

期刊为 13 种，相关期刊 45 种，外围期刊 330 种。

核心期刊如表 4 所列。

其中，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

2015）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和中文核心期刊

(2011) 双核心为 4 本，分别为《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图书馆建设》，占比 30.8%，信息素养教育作

为一种新概念得到了传统核心期刊的关注；从主

办单位分析，信息素养教育主题得到了图书情报

类单位的重视。图书情报类期刊为 12 本，占比为

92.3%，包含吉林省图书馆为代表的省部级图书馆

单位 8 所，占比为 61.5%，比重最大。其次是以

山西省科技情报研究所为代表的省级情报研究所

单位 4 所，占比 31.0%。剩下的唯一非情报类期

刊《科技信息》由山东省科技厅主办，其实也是

以科技情报和信息为主，不过因主办单位原因排

除出图书情报类；从发行周期来看，双月刊 1 本、

月刊 7 本、半月刊 4 本、旬刊 1 本，排名相对靠

前的普通期刊《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图书

馆学刊》、《科技信息》都是半月刊或者旬刊，

发行量的优势进而转化为信息素养教育文章数量

的优势，但是广义的核心期刊指得是理想的期刊

入选方案，学术界多会采取流通率法、引文发、

布拉德福等相结合的综合选取。因此本文选取的

图 1  信息素养教育论文分布曲线

1
2

序号 院校 序号 院校 序号 院校

1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6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11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7 河南图书馆学刊 12 图书馆建设

3 图书情报工作 8 科技信息 13 图书馆研究

4 图书馆学刊 9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5 图书馆学研究 10 情报探索

表 4  2012-2014 年信息素养教育核心期刊

自主学习形势下信息素养教育网络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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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只是信息素养教育关键词下依据论文高

产量确定的狭义的核心期刊，对信息素养教育现

状评估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

2.2 信息素养类核心作者

作者是期刊论文的重要外部特征之一 , 关注

核心作者能够直接得到学科发展热点，提高学习

研究的效率 [9]。因此确定核心作者，教学者关注

核心作者的研究动态，可以更快地抓取更权威的

基础理论，从而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的效率。

根据文献计量学的普赖斯定律 , 在某一领域发文

数大于 N 的作者即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 [10]，其中

N 的计算公式为：

N=0.749(nmax
0.5)( nmax 为最高产作者所发表的

论文数 )   （3）

将 nmax=9 代入公式（3），得到 N=3，可知

发文大于 3 篇的作者即为核心作者，共 16 名，具

体见表 5。

统计得出的 16 位核心作者 15 位来自于高校

图书馆，湖北医药学院的孙天敏、王军、王金勇

3 人以“信息素养教育 + 医学院学生”的方式展

开合著，3 人均上榜；其次，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有郭晶、余晓蔚 2 人上榜，分列第 1、第 12，

主要研究高校内各教辅系统通过建立“学习分享

中心”并加以实践举例，研究效果颇丰，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起到了很到的带头

作用。

3　总结

基于自主学习形势下，学生和教学者面临的

新挑战，本文从学生层面，运用分类组织法对国

家精品课程资源网进行分类整合，为学生开展自

主学习规划了自学路径；从科研教学者层面，运

用布拉德福定律确定信息素养类核心期刊、根据

普赖斯定律得出信息素养类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

协助教学者及时高效地获取最核心、最前沿的信

息素养知识，以便在翻转课堂中更传播更高质量

的内容、更权威的观点。

文章从学生、教学者角度分别研究了国家精

品课程网、中国知网的信息素养教育的网络资源，

研究资源不够广泛，同时在确定学术资源核心期

刊时采用布拉德福（Bradford）定律按照期刊发文

量确定核心区期刊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将

在以后的研究中，结合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

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等综合因素确定核心区。

序号 作者 发文数 所在单位 序号 作者 发文数 所在单位

1 郭晶 9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9 王金勇 5 湖北医药学院基础医学院

2 马艳波 7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0 谢守美 5 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3 朱伟丽 6 中山大学图书馆 11 黄晓鹂 5 华北煤炭医学院图书馆

4 刘丽 5 合肥学院图书馆 12 余晓蔚 4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5 孙天敏 5 湖北医药学院图书馆 13 文怡 4 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

6 张梅 5 河北大学图书馆 14 王琳琳 4 牡丹江医学院图书馆

7 明娟 5 南通大学图书馆 15 王磊 4 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

8 王军 5 湖北医药学院图书馆 16 黄晴珊 4 中山大学图书馆

表 5  2012-2014 年信息素养教育研究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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