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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背景

图书馆特色学校改革国家政策 课程特点

，课程背景

图书馆特色学校改革国家政策 课程特点

• 信息素养培养

• 嵌入教学

助力科研

• 知识点宽泛

• 开放性答案多

• 加大本科教改

• 推进研究型教学

• 育英才

• 出名师

报国家 • 助力科研• 发挥主观能动性• 培养创新型人才• 报国家

以启迪创新、鼓励研讨为核心

教学模式改革： 项目式教学；嵌入式信息素养提高教学模式改革： 项目式教学；嵌入式信息素养提高

考核方法改革： 开放式与参与式



课程历史

缘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给本科一年级新生授课缘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给本科 年级新生授课

的教学改革

针对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生开设针对 年级第 学期新生开设

 2007    王如竹、李勇 20名学生

 2008    王如竹、李勇（图书馆） 25名学生

王如竹（图书馆) 名学生 2009    王如竹（图书馆)          30名学生

 2010-13 王如竹、葛天舒（图书馆） 30名学生 2010 13 王如竹、葛天舒（图书馆） 30名学生



二，课程设计–思想，课程设计 思想

明确1条主线

英才培养

发挥3块职能
科研习惯启蒙培养

英才培养
科研习惯启蒙培养
专业知识系统掌握
演讲表达综合提升

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嵌入式

突出2个重点

创新课堂
实施4大准则

名师保障 服务支撑

新生研讨课新生研讨课新生研讨课新生研讨课

促进研讨
名师保障 服务支撑

兴趣导向 持续创新



课程设计 - 知识点

围绕开放性课题替代能源安排

能源危机
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现状能

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 风能 生物质能 海洋能 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

清洁能源 （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
煤的清洁利用（煤气化、CCS）、天然气、天然气水
合物、先进能源转化与动力系统

核能（新能源技术）
中国CO2减排的近中期必然选择中国 2减排的近中期必然选择

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深入分析、政策法规、政府的作用



课程设计 – 项目式教学规划

专业知识 信息素养 写作指导 研讨互动

可再生能源
及技术简介

如何利用图
书馆资源

如何写好科
技论文及
PPT

学生主讲，
老师把关
模拟国际会议

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趋势

Libguides
利用

PPT
文献管理

模拟国际会议
辩论赛模式
期末考试

追踪溯源
跟踪前沿

磨刀不误
砍柴工

加速科研 创意课堂



课程设计 – 学时分配

典型36学时分配方案：

•12学时： 老师讲课4次，导论课2次后分配课题

•6-9学时：专题课2-3次

（文献资料、如何写作论文、PPT专题讲座）

•6学时： 学生分组研讨集体学习2次，老师逐个点评

•6-9学时：学生（小组）专题汇报课堂报告2-3次， 老

师点评

•3学时： 模拟专题报告会1次（配合图书馆年会）

•3学时： 创新课程公开展示1次（最后汇报）



课程设计 - 递交成果

多样性成果

PPT表达报告（15分钟）：老师逐个课堂点评，最后

通过课程开放展示集中考核通过课程开放展示集中考核

研究论文 （5000字）：按照选定的命题完成研究论

文1篇，要求具有科技论文的规范

图书馆Lib id 课程网站数据库的建立维护图书馆Libguides课程网站数据库的建立维护

随着教学改革以及学生能力培养的深入，最终考核方随着教学改革以及学生能力培养的深入，最终考核方

式多样：课程辩论比赛、研究专题DV、课程电子书

集中报告会视频 以 课程资料集中报告会视频，以及课程资料DVD



课程设计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30%）研讨室展出作品和利用情况、图书馆学科
博客和课程资源的收集整理、参与小组讨论和活动情况

研究论文（20%）规范性，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

PPT展示（20%）资料的收集整理、阐述完整性、论点明确、
论据充足 结论合理 PPT制作技巧 现场表达能力论据充足、结论合理、PPT制作技巧、现场表达能力

最终考核（30%）内容、形式、组员之间分工明确、每人都
能参与其中

成员互评（10%）成员互评（10%）



课程设计 – 培养学生的三个能力

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

科研能力（科研兴趣、资料收集与整理分析）

表达能力 （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PPT与论文）

团队合作能力（分组研究分析， 如何分解工作、如

何整合工作）何整合工作）

经过过课程学习了解了如何做科学研究？经过过课程学习了解了如何做科学研究？

如何独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培养了科学研究的兴趣！



三，课程的改革实践–教学方法三，课程的改革实践 教学方法

• 培养科技文献搜
索基本信息素养

• 引导性教学
• 注重前沿性、开放性
激发学生兴趣教师授课

（教室）

索基本信息素养
• 资料收集、整理
及归纳能力

• 培养学生的科研

• 激发学生兴趣

• 接触前沿知识专家讲座
信息素养

教学培养学生的科研
习惯和能力 • 与专家面对面（报告厅）

教学

（图书馆）

实地教学
小组讨论

（讨论室）

实验室参观

（实验室）
构建网上

• 互动性强
• 教学被动向主动的转化

• 实地教学
• 激发学生兴趣
• 接触实际
• 启发灵感构建网上

学习平台
（Libguides）

• 教学被动向主动的转化
• 团队合作能力

启发灵感
• 鼓励创新

• 网络平台学习
• 团队合作能力

 在教学模式上突破传统的单向授课方式，将多途径、多互动的教学方法
嵌入到教学过程中

团队合作能力

嵌入到教学过程中
 讲授式、自主式、合作式、研究式交叉的多元学习方式；教室、报告厅、
图书馆、讨论室等扩展的教学空间



课程的改革实践–考核模式

• 报告要点过程考核 终期考核

PPT报告
（15min）

• 资料搜集、整合能力
• 总结能力
• 表达能力
• 团队合作能力

网络平台

过程考核 终期考核

（15min）

研究论文 公开成果 • 形式具有挑战性
提高主观能动性

团队合作能力（Libguides）

研究论文

（5000字）

公开成果
展示

（DV、辩论、
网站、电子书）

• 提高主观能动性
• 信息获取能力
• 总结能力
• 动手能力

• 科研论文规范
• 信息表述能力
• 书写能力

讨论房间
• 自学能力
• 学习习惯
进度情况 动手能力

• 表达能力
• 团队合作能力

书写能力
• 总结能力
• 团队合作能力

• 进度情况
• 团队合作能力

 考核方法采用过程考核（20-30%）、终期考核（70-80%）结合的模式

 摒弃常规单一考查方法，采用多手段、全方面的考核方法结合的综合

模式 （研究论文、PPT汇报、网上平台展示、公开成果展示）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考核，通过成员互评实现小组内部分数的差异化



精彩课程作品

PPT、网站、辩论、DV、电子书等辩 等



2008年 新生研讨课课程作品

翻译：王红兵

李卿怡李卿怡

徐逸帆

审校：王如竹



2010年 辩论赛选段



2011年 DV选段



课程的改革实践–学生科研能力培养

• 学术兴趣的培养 - 教师授课鼓动和吸引

• 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 -文献资料搜索、整理、
Libguides 网络平台

• 科研习惯和能力的培养 - 设置小组研讨课题（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

• 科研经历的培养（论文翻译与写作等）

课程信息素养培训现场教师授课现场 课程学生翻译的科技论文



课程的改革实践–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培养

• 设置分组研讨分析和学习考核，促进团队协助研讨，
锻炼如何分解工作 如何整合工作锻炼如何分解工作、如何整合工作

小组讨论学习现场和部分分组名单



课程的改革实践–学生表达能力培养

• 考核形式：开放、公开

• 考核方法：小组论文、模拟国际会议Poster介绍、PPT
表达报告、辩论、 Libguids网站和DV展示等

课程学生Libguides平台建设 课程学生Poster介绍、辩论会、小组制作视频展示现场



课程的改革实践–解决教学问题方法

• 注重课程内容前沿性和趣味性

• 授课过程设置开放性问题和讨论话题学习兴趣培养 • 授课过程设置开放性问题和讨论话题

• 扩展的教学空间，多元的教学场景

• 考核形式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

学习兴趣培养

• 嵌入信息素养教学、培训和咨询

• 设置小组研讨课题，培养科研习惯和能力
研究能力培养

设置小组研讨课题，培养科研习惯和能力

• 鼓励参加科研工作（科技论文翻译等）

• 嵌入实验室参观和科研介绍

• 设置小组学习和考核机制

• 设置多种考核成果类型，锻炼分解整合工作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培养 设置多种考核成果类型，锻炼分解整合工作能力培养

• 设置公开PPT演讲课程
成果表达能力 • 采用开放的考核形式

• 采用新颖全面的考核方法（辩论、DV）

成果表达能力
培养



四，课程的创新点四，课程的创新点

注重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趣味性，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扩互动
展的教学空间，实现教学被动向主动的转化，增进学生的主动
学习和科研兴趣，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深入，受到学生欢迎。

教学

采用内容全面、方法多样、过程系统的多模式结合的考核模式，
考核方式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可实现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
考核 是对传统考核方法的改进提高 实现了良好的效果

考核
多样

注重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融入，强调以小组为单位的自主学习科研

考核，是对传统考核方法的改进提高，实现了良好的效果。

模式，培养了学生的科研习惯和能力，启迪了学生科学思维和
创新意识，同时还培养了其团队研究和合作能力。

科研
嵌入

实现了图书馆优秀资源与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加强教学队伍
与图书馆的建设沟通，实现教学团队以及教学资源的拓展和延

团队
建设

续性，建立我校的研究型教学新模式。
建设



五，成果推广应用情况五，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课程连续6年形成的资料文献



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学生积极反馈

课程在创新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 2007级学生：2名学生美国UIUC大学全奖、1名第一届“机

课程在创新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构与机器科学”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2008级学生 3位被评选为上海交通大学机动学院十大“毕• 2008级学生：3位被评选为上海交通大学机动学院十大“毕

业达人”。2009级课程的30名学生刚刚毕业，约70%选择继

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续攻读研究生学位。

• 2010级、2012级学生：约10人入选上海交通大学与香港大级、 级学生 约 人入选上海交通大学与香港大

学、普渡大学、巴黎高科等高校的双学士学位项目，2名同

学2013年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大赛分获学2013年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大赛分获

特等奖和二等奖。



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学生积极反馈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收获了团队分工与合作的体验 在王老师的热心指

2010级王子通同学：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收获了团队分工与合作的体验……在王老师的热心指

导下我们逐渐学会了检索资源。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如何正规标注信息来源……

2010级孙宇同学：

毫不夸张的说，这门课，是我这两年里上的最好的选修课……王老师的这种教学

方式更是先进。发动学生自己探讨，注重团队协作，最后以公开考核的方式进行

2010级孙宇同学：

评定……丰富的课程形式更让我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发展了别的技能…

2011级陆翌晨同学：

新生研讨课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学习方式不同……王老师的课程更多的是启

发式的，带我们进入全新的知识领域……也为我们每一位同学带来了锻炼机会

……在以研讨为宗旨的这门课程中，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书本，不断地与老

2011级莫旭明同学：

师和学生来交流，不断地吸收提炼来打磨自己最初的想法，并且通过一遍遍的演

习来达到最佳。我相信这就是研讨的魅力，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做学问的一种方式



成果推广应用情况–老师陆续采纳

这种教学模式首先在上海交通大学内部各大院系广
泛推广，目前有近40门的课程采用此模式进行授课，
受益学生约2500余人。

•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武邦涛教授的《管理学原理》课程进行

受益学生约 余人

了两年的嵌入式推广实践，受益学生300人。

• 物理系徐海光教授的《物理学研究引论》课程开展2年嵌入究

式课程推广实践，受益学生200人。

教学模式也逐步在兄弟院校中获得应用: 例如浙
江大学实践了图书馆尝试嵌入教学过程，使学科江大学实践了图书馆尝试嵌入教学过程，使学科
服务走入“低温制冷机”课堂



成果推广应用情况–学科、社会评价

• 多次学科教学研讨会报告获得好评

• 教育部及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上进行专题报道

• 获得了新闻媒体的关注（新民晚报、东方网、北方获得了新闻媒体的关注 新民晚报 东方网 方
网、上海教育新闻网、新华网等）

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道 新民晚报报道剪图



六，总结六，总结

项目式教学：教会人做研究项目式教学：教会人做研究

每年一度， 学生的水平愈来愈高！

每年一度， 我们的课程也不断探索！

常年积累提高 打造时代精品常年积累提高， 打造时代精品！

通过教学创新， 激发学生兴趣！

通过教学实践， 培养一代新人！

图书馆也可以是教学课堂的重要载体！图书馆也可以是教学课堂的重要载体！



下一步教改下 步教改
研究论文研究论文

网站

模拟国际会议

辩论赛

DV制作

微课&翻转课堂（MOOC）



谢 谢！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