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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实用教程》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信息素养实用教程》从提升大学生信息素养入手，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信息素养的相关知识，包括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评价标准、信息检索基础知识、计算机信息
检索基本知识等。在检索技能方面，介绍了比较常用的中外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电子图书检索、
特种文献检索、综合数据库检索、网络信息检索以及搜索引擎检索等。在信息利用方面，针对大学生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的需要。详细介绍了科技论文写作的相关知识和具体写作方法。阐述了信息检索
与利用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学术道德问题。全书内容新颖，逻辑清楚，层次分明，系统性强，在现有教
材中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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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文献的分类 1.按文献的加工层次划分 （1）零次文献是指形成一次文献之前
的信息、知识、情报，即未经记录或未公开于社会的最原始的文献，或没有正式发表的文字材料，如
书信、手稿、口头交谈、实验的原始记录、新闻草稿等。 （2）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是作者根据自
己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写成的文章，也可称原始论文。主要包括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记录、专利
说明书、学位论文等。一次文献是文献的主体，是最基本的信息源，是文献检索的对象。 （3）二次
文献也称检索性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并按照其外部特征（篇名、作者、作者单
位、刊名、出版年、卷、期、页）或内部特征（分类号、内容摘要等）按一定的规则加以编排。主要
包括书目、题录、索引、文摘、各种书目数据库等。 （4）三次文献三次文献是在利用二次文献的基
础上，对一次文献分析、归纳、整理和推理，进行概括、论述，重新组织、加工、提炼，可供人们了
解某一学科或专题的进展，了解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文献。主要包括综述、评论、述评、
进展、动态、年鉴、专著、指南数据库、书目之书目等。这类文献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和针对性的特
点。 总之，零次文献和一次文献是最基本的信息源，是文献信息检索和利用的主要对象；二次文献是
一次文献的集中提炼和有序化，它是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三次文献是把分散的零次文献、一次文献
和二次文献，按照专题或知识门类进行综合分析加工而成，是高度浓缩的文献信息，它既是文献信息
检索和利用的对象，也可视为检索文献信息的工具。 2.按文献的载体形式划分 （1）印刷型又称纸质
型，它主要以纸张为载体，以文字或图表、图像为记录符号，以印刷为手段所形成的传统的文献形式
，是最常用的一种文献载体。上千年来它在人类的阅读、信息的流通中功不可没。其优点是收藏丰富
、易携带、易阅读、用途广泛、可保存；缺点是信息密度低、容量小、体积庞大、占有大量存储空间
、不易更改、不易长久保存。 （2）缩微型缩微型文献是通过光电技术设备，以感光材料为载体，用
摄影的方法把文献的影像体积缩小，记录在胶卷或胶片上。现在常见的有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它的
显著优点是体积小，只占纸质文献存储空间的十分之一，存储密度高，便于复制，易保存和流通，价
格低，管理方便；主要缺点是它需要使用比较昂贵的专用设备，检索与阅读不便。 （3）视听型又称
视听资料或声像资料，它以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为记录介质，使用特定的设备，用声、光、磁、电等
技术将信息表现为声音、图像、影视和动画等形式，包括唱片、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等。 （4）
电子型 即电子出版物，又称机读型文献，是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新的载体形式。它
是以数字形式将信息存储在磁盘、磁带、光盘、闪存、硬盘和网络等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或远程通
信进行阅读的文献；具有信息存储密度高、存储速度快和易更改更新的特点，可以方便实现电子加工
、出版和传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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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信息素养实用教程》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信息检索课
程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等研究人员提升信息素养的参考用书。

Page 6



《信息素养实用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