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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中小学对信息技术基础课程的普遍开设，针对大
学计算机基础与应用教育的方向和重点，我们认为应该研究新的教育与教学模式，使得计算机基础与
应用课程摆脱传统的课堂上课+课后上机这种简单、低效的教学方式，逐步转向以实践性教学和互动
式教学为手段，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实现辅助教学、管理与考核，同时提供包括教材、教辅、教案、
习题、实验、网络资源在内的丰富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和实时或在线答疑系统，使得学生乐于学习、易
于学习、学有成效、学有所用，同时减轻教师备课、授课、布置作业与考核、阅卷的工作量，提高教
学效率。
这是我们建设这套“大学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系列立体化教材”的初衷。
根据大学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社会需求和教育部对计算机基础与应用教育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大学
从2005年开始对计算机公共课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增设课程、改革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进行教材
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在最新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计算机教学指导纲要（2008年版）》中，将与计算机教育有关的内容
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第二层次为“计算机应用类”课程（包含约10门课程），第三
层次纳入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教学范畴，形成1+x+Y的计算机基础与应用教育格局。
其中，第一层次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和第二层次的“计算机应用类”课程，作为分类分层教学
中的核心课程，走在教学改革的前列，同时结合中国人民大学计算机教学改革中开展的其他项目，已
经形成了教材（部分课程）、教案、教学网站、教学系统、作业系统、考试系统、答疑系统等多层次
、立体化的教学资源。
同时，部分项目获得了学校、北京市、全国各级教学成果奖励和立项。
为了巩固我们的计算机基础与应用教学改革成果并使其进一步深化，我们认为有必要系统地建立一套
更合理的教材，同时将前述各项立体化、多层次的教学资源整合到一起。
为此，我们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河北大学、东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等多所院校中从事计算机基础与应用课程教学的一线骨干教师，共同建设“大学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系
列立体化教材”项目。
本项目对中国人民大学及合作院校的计算机公共课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得到了
各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该项目将在原来的应用教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加强实践性教学、实验和考核环节，让学生真正地
做到学以致用，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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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适于财经管理类专业专、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信息检索教材。
主要内容包括信息论与信息检索原理、信息检索技术、搜索引擎与网络信息检索、经管类常用的综合
性中文数据库和英文数据库、专利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信息分析与学术论文写作、职业规划与信
息检索等部分。
本书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结构，强调教材的应用性；强调信息分析与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拓展了信
息检索常规内容，增加了对一些信息检索方式的商业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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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信息资源的特性凡是能称为信息资源的有用信息必然有以下四种特性：有限性、人工性、有
序性和积累性。
（1）有限性有物质的地方就一定有信息存在，只要物质不灭，信息就会像物质一样永恒地存在。
从信息资源本身来看，信息资源作为信息中的一部分，是人类筛选出来的那部分有用信息，因此是有
限的；从人类需求来看，对于信息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所能得到的却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是
有限的。
（2）人工性信息作为物质或事物运行的状态与方式，无论人类是否感知到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
信息的资源化离不开人类的参与。
信息资源的生产、形成乃至组织、建设、开发、利用，无不打上了人类加工的烙印。
信息资源的人工性特点正是我们建设、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理论依据。
（3）有序性信息浩如烟海，但却杂乱无章，处于一种混沌无序状态。
面对浩瀚无边的信息海洋，人类就会常有“信息爆炸”之类的惊呼，觉得信息太多太杂了。
而大量无序的信息，也就是常造成信息通道阻塞的罪魁祸首，让人类也无法有效利用；而信息资源则
是人类按照一定次序组织起来的，具有序列性，因而不会让人手足无措。
（4）积累性信息资源是有用信息的总和或集合。
一条信息或几条信息构不成信息资源。
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使信息达到一定的丰度和凝聚度，才能成为信息资源。
正是这种积累性，才使不断流散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信息，能够汇集到信息机构，再跨越时空限制，从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满足人们特定的信息需求。
3.信息资源的类型信息资源的类型，可以根据多种标准来划分，其中，最简单的划分就是将其分为潜
在信息资源和现实信息资源。
潜在信息资源是指个人在学习、认知和实践过程中，储存在人大脑中的信息资源。
其特点是只能供个人使用，不但容易随记忆衰退而淡化甚至消失，而且也无法为他人直接利用，因此
是一种有限再生的信息资源。
现实信息资源是潜在信息资源经个人表述之后，能够为他人所利用的信息资源。
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社会性，通过特定的符号和载体表述后，可以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广泛地传递并连
续反复地为人类所利用，是一种无限再生的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定范围内各种信息资源所构成的整体。
在这个体系中，潜在信息资源和现实信息资源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与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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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检索与应用(面向经管类)》：大学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系列立体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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