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一、基于社会合作下的高校图书馆对创新创业教育服务支撑模式研究

项目前期基础佐证支撑材料（共 3 项） 

 

 

1 、 医 学 信 息 社 会 化 服 务 研 究 的 立 项 通 知 及 有 关 佐 证 材

料…………………………………………………..…………………………..2 

 

2、E-learning 环境下广东医学院图书馆教育资源服务研究的立项通知及有

关佐证材料…………………………………………………………………...18 

 

3、“互联网”时代医学院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研究的立项通知

及有关佐证材料………………………………………………………….….36 



 

 

 

 

 



 

 

 

 

 

 



 

 

 

 

 

 



 

 

 

 

 

 



 

 

 

 

 

 



 

 

 

 

 

 



 

 

 

 

 

 



 

 

 

 

 

 



 

 

 

 

 

 



 

 

 

 

 

 



 

 

 

 

 

 



 

 

 

 

 

 



 

 

 

 

 

 



 

 

 

 

 

 



 

 

 

 

 

 



 

 

 

 

 

 



 

 

 

 

 

 



 

 

 

 

 

 



 

 

 

 

 

 



 

 

 

 

 

 



 

 

 

 

 

 



 

 

 

 

 

 



 

 

 

 

 

 



 

 

 

 

 

 



 

 

 

 

 

 



 

 

 

 

 

 



 

 

 

 

 

 



 

 

 

 

 

 



 

 

 

 

 

 



 

 

 

 

 

 



 

 

 

 

 

 



 

 

 

 

 

 



 

 

 

 

 

 



 

 

 

 

 

 



 

 

 

 

附件二: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成人教育科研规划课题 

 

立 项 申 请 书 
 

 
 

 

 

课题名称  “互联网+”时代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 

课题负责人  江秋菊        电话  13620430893   传真           

所在单位   广东医学院                                        

通讯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文明东路 2号                                      

邮政编码      524003                                     

申请日期      2015.8.22                                    

编号  



 

 

说      明 

 

    1.本申请书所列各项内容均须实事求是认真填写，表达明确

严谨。 

2.每个课题原则上限报 1 名课题负责人，特殊情况不得超过

2 人。课题负责人须是该课题的实际主持者和指导者，并在课题

研究中担任实质性任务。 

3.申请人不必填写封面的“申请编号”、“批准编号”。 

    4.对课题论证应尽量充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预期成果

及意义的填写，应简明扼要。 

5.本申请书须经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和协（学）会领导审核，

签署明确意见加盖公章后上报。  

    6.上报的申请书一式 3 份，报送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学术部。 

  

 

 

 

 

 



 

一、基本情况 

课题名称 “互联网+”时代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 

负责人姓名 江秋菊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1 年 11 月 18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馆员 学历 本科 研究专长 信息服务 

工作单位 广东医学院图书馆 联系电话 13620430893 

通讯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文明东路 2 号 邮政编码 524003 

电子信箱 387972106@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学历 工作单位 

江秋菊 女 34  馆员 本科 广东医学院 

陈寿 男 51 采访部主任 研究馆员 本科 广东医学院 

管进 女 41 技术部主任 研究馆员 硕士 广东医学院 

黄锦元 男 35  助理馆员 本科 广东医学院 

蔡惠霞 女 30  馆员 硕士 广东医学院 

陈惠琼 女 45  助理馆员 本科 广东医学院 

张 熹 女 33  副研究馆员 本科 广东医学院 

 

祝娟 女 44  馆员 大专 广东医学院 

阮 丹 女 34  馆员 硕士 广东医学院 

萧洁婷 女 33  馆员 硕士 广东医学院 

预期的主要成果 B A、专著 B、论文 C、研究报告 D、工具书 E、其它 

经费来源及数额 学院配套：3000 元 

预期完成时间 2017.12 

 



 

二、课题论证 

1．本课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随着医学科技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 知识更新速度愈来愈快, 一次性学校教育已无

法满足快速变化的社会需要。继续医学教育是以学习新理论 、新知识 、新技术、新方

法为主的知识更新性教育 ,不断提高在职医务人员的专业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适应医

疗事业发展新常态。但是, 目前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由于临床工作繁忙、紧张,很少有时

间和精力到正规院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和系统的培训学习。这与医疗卫生人员接受继续教

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形成了矛盾。作为医学院校图书馆，具有丰富的医学信息资源，但

一直以来主要为本单位的教学科研提供医学信息服务，社会化服务一直处于半被动或封

闭状态。2002 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 第二十一条

指出 :“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从政策层面

对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提出了要求，医学院校图书馆应突破传统思想观念，积极

开展社会化服务，为继续医学教育作贡献。“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3 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其实就是指

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促进各行各业产业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医学院校

图书馆应运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核心理念，借助信息技术，利用互联网平台，让

服务走出去，尽可能最大程度社会化，主动服务医疗行业，将服务元素嵌入到其工作与

生活空间，促进医务人员积极学习，继续医学教育。面对“互联网+”给继续医学教育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促进继续医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理论价值：①对于图书馆来说，可以将医学信息资源融入和谐社会建设经济发展的

大潮中去，发挥医学信息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益，发挥图书馆的教育

职能作用，促进图书馆自身的发展与建设。②对于在职医务人员来说，利用图书馆开展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化服务，能够更加高效、经济、灵活地更新自身的医学知识，

缓解工学矛盾，学习新理论 、新知识 、新技术、新方法，提高自身医学水平和汲取更

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适应医疗事业发展新常态，同时也强化了医护人员有效使用图书

馆的意识与自觉地接受终教育积极性。 

实践价值：“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为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促进继续

医学教育提供了发展契机。图书馆利用新型技术，如博客、网络社区、即时通信等突破

时空限制进行继续教育，为继续医学教育建设提供深层次，专业化的服务。广大医护人

员可以借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PC 等设备终端，利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工具，

利用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开放的信息资源，随时随地，高效、灵活、自主进行继续医

学教育。另外图书馆搭建的社会化服务开放网络平台，在帮助药企、医护者之间的互通、

企业的管理、医护者寻求的临床或者最新文献，一些个性化订制的内容服务等方面，都

将有一个前沿性的突破。 

 

http://so.pc841.com/cse/search?s=4929329715495988808&entry=1&q=%E4%BA%92%E8%81%94%E7%BD%91%2B
http://so.pc841.com/cse/search?s=4929329715495988808&entry=1&q=%E5%8D%81%E4%BA%8C%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5%A4%A7
http://so.pc841.com/cse/search?s=4929329715495988808&entry=1&q=%E6%94%BF%E5%BA%9C%E5%B7%A5%E4%BD%9C%E6%8A%A5%E5%91%8A


 

2．本课题所达目标和主要内容 

研究目标： 

构建出“互联网+”时代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促进继续医学教育发

展平台框架，让医学院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插上“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的翅

膀，飞入广大医护人员的继续医学教育的天堂，让继续教育变得更加灵活生动有

趣，拓宽继续医学教育的形式和途径，积极发挥图书馆教育职能作用，为我国的

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增进各级领导对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视和医

护人员的认可，使继续医学教育从“需求(NeedS)”变成“需要(Demand)”,更好地

促进继续医学教育健康发展。 

主要研究内容： 

（1）通过文献调研、人物访谈等形式，研究目前医护人员继续医学教育的现

状，存在的问题，研究其继续医学教育的学习动机与学习障碍，为促进继续医学

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基础数据，研究继续医学教育具体内容需求，分析影

响医护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的因素，为进一步提高继续医学教育的效果提

供实证。通过文献调研了解国内外图书馆继续医学教育服务研究成果，总结先进

经验。 

（2）加强领导层面沟通，在实际操作层面形成合力,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为开展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争取支持。与人事部门、继续医

学教育管理部门沟通合作，要求授予一定继续教育学分或颁发证书进行管理，保

障学习的效果与积极性。 

（3）与其它医学类图书馆进行协调合作，构建医学类资源共享体系，建立医

学信息传送网络，让医学院校图书馆尽可能地开展社会化服务，让更多的医护人

员能利用医学院校图书馆资源与服务，自主继续医学教育。 

（4）利用“互联网+”时代先进信息技术，让医学院校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融入到广大医务人员继续医学教育中去。开发继续医学教育服务客户端，通过开

通微信图书馆、掌上图书馆等形式，方便学习者可以借助多种设备继续医学教育

与学习。搭建网络学习交流互动平台，学习者也可借助多种社交网络平台，向图

书馆或相关部门反馈学习的心得体会,发表个人见解或提出建议、意见 。每一个

学习者的角色既是学习者也可以是老师，大家互相探讨，共同进步。 

（5）在图书馆网站上开设继续医学教育服务窗口，分类组织继续医学教育内

容资源，将医学领域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挖掘、采集、加工整理和序化，建立医

学继续教育所需的信息资源的指南链接。推荐继续医学教育网站和期刊，并做好

分类链接。在继续医学教育服务窗口发布继续医学教育相关的学术讲座 、 学术

会议、业务培训等信息。 

（6）与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合作，利用网络平台开办一些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运用图书馆人才、技术、设施等优势条件通过制作微课堂、mooc 等形式途径，

开展继续教育学习。 

（7）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总结相关途径策略，最终构建出互联网+时代医学

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模型框架，并与前面的研究不断反馈与验

证，保障研究的科学有效性。 

 

 



 

3．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预计有哪些突破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继续医学教育（缩写 MCE），MCE 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等国。

起步早，理论研究成熟，法规制度完善，质量效果较好，社会认同度高。同国外

相比，我国继续医学教育起步较晚，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我国的继续医学教育经

历了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萌发阶段”(50～70 年代)，采取短期进修，在

职培训等形式，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再教育，但尚未形成 MCE 制度;第二阶

段：为“探索试点阶段”(70 年代末～90 年代中期)，1987 年国家颁发了《关于

开展大学后继续医学教育的暂行规定》，1991年颁布了《继续医学教育暂行规定》，

1993 年《90 年代医学成人教育发展规划》等文件;第三阶段：为“积极发展阶段”，

继续医学教育在全国广泛开展，发展迅速。现在国内外 MCE 开展的形式都是十

分丰富灵活的，不管是传统面授式还是借助网络平台都有涉及，但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利用网络技术进行 CME，更加便利、适时、个性化、独立性和系

统性。互联网上的 CME 过去几年在美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在图书馆服务继续医学教育这一方面，纵观国内外大部分论文都是探讨医院

图书馆为继续医学教育服务情况，而且讨论内容都是理论性研究，实践性的研究

几乎没有。对于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国内外有很多文献，但是社会化

服务以继续医学教育为切入点的也不多见。姚苏（2012）对医学高职院校图书馆

继续医学教育服务功能做出了初步探讨，但是没有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大背

景，图书馆具体应该如何借助信息技术工具，采取哪些途径服务继续医学教育都

没有涉及。 

预计有哪些突破： 

（1）促进 CME 以教育者为导向的模式将向自我导向模式转变。 

（2）合作创办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将更注重实践教育，只有实践教育才能真正

促进医生们的学习和工作，才能协助教育家们为医生提供最好的教育。 

（3）借助“互联网+”时代“无所不在”的核心理念，将医学院校图书馆服

务社会化，运用信息技术让资源与服务嵌入到广大医护者的 CME 中，形成图书

馆和医护者双方合作共赢新局面。 

 

 

 

 

 

 

 

 

 

 

 

 

 

 



 

4．本课题实施步骤和保障条件 

 实施步骤： 

（1）通过文献调研、人物访谈等形式，研究目前医护人员继续医学教育的现

状，存在的问题，研究其继续医学教育的学习动机与学习障碍，为促进继续医学

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基础数据，研究继续医学教育具体内容需求，分析影

响医护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的因素，为进一步提高继续医学教育的效果提

供实证。通过文献调研了解国内外图书馆为继续医学教育服务开展情况，总结先

进经验。 

（2）利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契机，运用先进信息技术让医学院校图书

馆的资源与服务融入到广大医务人员继续医学教育中去。重点探讨利用信息技术

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的途径措施。 

（3）最后总结归纳，构建出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的平台

框架。此阶段的研究与前面的研究不断反馈与验证，保障研究的科学有效性。 

技术线路图如下： 

 

 

 

 

 

 

 

 

 

 

 

 

 

 

 

 

 

保障条件： 

①研究可行性保障：从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可以看出，现象内涵描述、实证研

究、模型机理及开发应用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尤其是后阶段的研究为前阶段成

果提供了反馈与验证机制，有利于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有效性。 

②课题参加者能力保障：课题申报者正在承担 2014 年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

局、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科研课题（项目编号：GDSHTWXKT 40） “大学

图书馆的社会服务研究”，2015 年湛江市科技攻关项目（项目编号：2015B01046） 

人物访谈 

 

文献调研 

 

继续医学教育方面 

现象内涵 

 

实证研究 

 

模型机理 

 

反

馈

与

验

证 

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方面 

开发应用 

 

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途径 

构建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平台框架 

框架 

“互联网+”带来的契机 



 

“医学信息社会化服务研究”，对社会化服务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有利于本课题

的开展，此外还发表 4 篇论文在北大核心期刊。本课题组成员中 3 人是教育部科

技查新员，具有多年的课题查新经验，及 Web of Science、Elsevier、SDOL、

Springer、Emerald、Dialog 等与著名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能保证本课题的新颖性

及相关资料的查全率。课题组成员有 3 位具备高级技术职称，先后承担过多项国

家级、省部级等大型课题，具有较强的课题研究能力，能确保课题顺利开展。整

个课题组成员优势互补，组成结构合理，能顺利推进课题研究。 

③研究经费保障：学校配套研究经费 3000 元。 

附件： 

课题负责人近年公开发表主要的论文如下 ： 

 [1]江秋菊. Web2.0 环境下图书采访工作的互动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

（6）(北大核心) 

[2]江秋菊.基于云计算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实现研究[J].现代情报，2014（3）：

68-70,81. (北大核心) 

 [3]江秋菊. 关于图书资源利用分析评价系统的设计[J].图书馆学研究，2010（2）

(北大核心) 

[4]江秋菊.隐形 Web 的信息查询系统设计[J].图书馆学研究，2009（3）(北大核

心) 

 

 

 

 

 

 

 

 

 

 

 

 

 



 

 

 

三、预期课题中期成果 

 

主 

要 

阶 

段 

成 

果 

序号 起止时间 预期进展 考核指标 

1 2015.12-2016.03 

基于文献调研、人物访谈，分析

研究目前医护人员继续医学教

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学习动

机与障碍以及内容需求，为进一

步提高继续医学教育的效果提

供实证。调研医学院校图书馆社

会化服务，总结借鉴成功经验。 

研究报告 

2 2016.04-2016.10 

与相关领导及继续教育管理部

门沟通合作，在实际操作层面形

成合力，便于社会化服务继续医

学教育的有效开展和科学管理。 

确立相应的管理

制度 

3 2016.11-2017.06 

运用“互联网+”的无所不在理

念，探讨借助信息技术支持开展

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措施

途径。开发 APP服务客户端，搭

建网络服务平台。数据收集、建

模。 

APP 服务客户端，

网络服务平台，服

务模型框架。 

4 2017.07-2017.12 
归纳总结，效果反馈验证。撰写

研究论文，结题。 

公开发表研究论

文 1-2篇。 
 

四、最终研究成果 

最 

终 

成 

果 

重点探讨“互联网+”时代医学院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医学教育的途

径措施，并搭建网络服务平台，开发移动客户端，构建社会化服务继续医

学教育网络平台框架。公开发表 1-2 篇研究论文。 

最 

终 

成 

果 

转 

化 

相关研究论文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供继续医学教育师生及图书馆研究者

阅读，亦可为管理人员及实际工作者参考（尤其是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继续

医学教育研究者）。 



 

五、审批意见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 

  “互联网+”已经影响到各行各业，而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也受到国家层

面的重视。作为医学院校图书馆，具有丰富的医学信息资源，但一直以来主要为

本单位的教学科研提供医学信息服务，社会化服务一直处于半被动或封闭状态。

而国内已经有很多高校图书馆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展社会化服务，高等医学院校图

书馆作为医学、药理学、医药生物学与医药化学等专业的情报中心,在社会发展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医学院校图书馆应运用“互联网+”

无处不在的核心理念，借助信息技术，利用互联网平台，让服务走出去，尽可能

最大程度社会化，主动服务医疗行业，将服务元素嵌入到其工作与生活空间，促

进医务人员积极学习，继续医学教育。面对“互联网+”给继续医学教育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促进继续医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整个课题组成员优势互补，组成结构合理，能顺利推进课题

研究。本单位能够提供课题开展的设施条件，同意申报。 

                    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属协（学）会签署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六、本会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本 会 学 术 委 员 会 评 审 意 见  

主 

要 

意 

见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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