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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重庆市高校教参资源系统产生的背景基础上#对重庆市高校教参资源数据库系统的主

要建设内容)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以及建设的关键问题和难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给出了该项目的建设方

案#提出了高校教学参考资源数据库系统建设要突出学校的专业特色和教参资源信息收集手段需丰富化)

科学化的观点$阐述了基于 f4Z 的教学参考资源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以及基于课程的教参资源采访决策模

型)教参资源整合模式等关键问题*

关键词!教学资源数据库$高校图书馆$建设方案

((中图分类号!3e!BH 文献标志码!M

教学参考资源是所有与教学目标相关的辅助资源的集合2 广义的教学参考资源除了教师指定的教材(

课外参考书及参考资料外#还应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计划(讲义(试题库等信息资源#教学参考资源是高

校有效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的重要基础)#*

2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等现代化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

资源数字化的进程2 在高校中#读者对通过网络获取教学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强烈#特别是在一些实行学分

制的学校#在选课前期对课程有个概要(快速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国内外许多高校图书馆纷纷建设

教学参考资源系统)!#G*

#提供数字化服务以满足读者的需求2 重庆市许多高校也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网络

教学资源建设#但这些网络教学资源主要以外购成品为主)H*

2

-电子教学参考资源是传统教学服务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2 它以网络为传播通道# 以专用电子教学参

考资源系统和数据库为依托作为新型的基于网络的服务系统将教参资料以数字形式提供给用户# 是图书馆

提供的传统有形载体教参服务的扩展形式2.

)D*它的主要特点是无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在权限允许的范

围内#方便快捷地实现对同一资源的并行阅览(下载等2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中采取的建设模式一般有两

种%依托成熟的商业软件构建和自主开发软件系统2 国内建设比较成功的有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2/;M5;?4R25̀ 2Z[;[YzW/\%[R;<2%/ =Y8<4R#简称-M̀W="主持的-十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子项目111高校

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A*

#参与该系统建设的成员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四川

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在重庆地区#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参加了 -M̀W= 教参项目2 系统将高校教学信息和教

学参考书数字化#并通过方正公司的MU;Z2教参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供师生检索和浏览下载2 国

内许多高校图书馆的教参系统选用此方案2 教参系统的建设#实现了电子教学参考书与馆藏纸质图书有机

结合#不但使用户的选择多样化#在对图书馆有限资金的利用上#也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从而进一步拓展

和提升图书馆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效率#促进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2

-M̀W=的教参系统通用性方面考虑要多一些#反映本校与该课程相关的信息较少#对教学其他资源的整



合方面也涉及较少2 我校作为一所多科性的大学#学科专业比较齐全#图书馆的资源比较丰富#也具备自己

的专业优势%经(管(文为主#并拥有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2

同时#它也面临重庆市其他高校图书馆同样的困惑%资金有限#无法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教学参考书复本!一

般 GID 册"$院系资料室(校区较多#未进行有效的整合#无法方便的提供给读者使用2 因此#以我校为建设基

点#建设重庆市高校教学参考资源数据库#并逐步辐射全市高校的建设目标是有很大的可行性的2

#(教学参考资源系统建设

#+#(系统的建设目标

本研究自行开发集成的f4Z服务系统#整合以课程(专业为基础的教学参考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提供

给读者使用#界面友好(便于归档管理和检索是其基本要求2 系统对以下几种资源进行整合%部分纸本教学

参考书(已购的分散在各个库中的电子教学参考书(师生推荐的教学参考书(教学相关资源!课件(讲课视

频(教学大纲(考题等"(考试图书(课程相关信息!如学分(开课教师等"整合2 系统主要围绕数字教学参考

资源服务的两个基本要素进行设计#即数字化的教学参考资源数据库和集成的 f>6服务系统2 其中教学

资源建设是基础#服务是系统建设的最终目标2

#+!(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

系统主要分为 H 大模块!如图 #"%管理子系统(检索子系统(个性化服务子系统和资源建设子系统2 管

理子系统实现了对整个系统的用户信息及权限(数据管理(更新与维护功能等$个性化服务子系统主要包括

教学参考书推荐(各类统计(师生在线交流平台(图书使用率分析等2 检索子系统分为 H 个子模块%教材图

书(教学参考图书(考试图书(教参辅助资料2

图 #(功能模块示意图

每本教材(教参图书都与相应的课程相关联

对应#并能查询课程名称(学院(专业(开课时间(

使用教材等相关信息#并能查询到教材使用轨

迹2 考试图书按考试类别细分以供读者检索2

教参辅助资料模块目前能提供部分配套课程的

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供读者参考2

#+G(技术路线与研究思路

#+G+#(技术路线

系统采用,=e作为开发语言#f4Z 服务器采

用MU;5.43%R5;<A+@#数据库采用 =ǹ I=4[:4[#利

用 *d6-!*U4/ d;<;Z;84-%//45<2:2<Y#开放数据

库互连"数据源连接f4Z应用程序#采用,!>>!,;:;! e&;<\%[R>/<4[U[284>?2<2%/"标准作为程序设计规范#支

持负载均衡及分布处理等网络技术#从网络的安全性(稳定性及大规模的访问支持上提供强有力的保证2

教学参考图书数据全文采取超星电子图书的存储格式#浏览全文时候#需要下载超星阅读器#主要通过

图书的W=6)号与超星图书的 ==号对应获取全文#同时#还可以通过与图书馆*eM-系统连接定位该图书的

纸本馆藏地址2

#+G+!(研究思路

系统启动于 !@@B 年 " 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顺应我校学分制改革试点#体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的教育思想#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师生教与学的参考平台2 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在学

校教务处(网络中心等部门的协助下#开始建设-重庆工商大学教材(教参数据库.项目#从环境生物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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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会计学院等学院试点#建设-重庆工商大学教学教参数据库.2 以期能以我校为基础#为师生备课(选课

以及学习研究提供便捷资源2

!#" 基于课程的教参资源整合研究2 采集学校各学院课程的教材(教参选用数据#再按图书 ]MV-

!];5.2/4V4;?;Z&4-;<;&%0#机器可读目录"标准进行细化#与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进行比照#定位链接或者

直接数字化成电子图书#供读者查询2 研究要点%教材(课程选用的历史轨迹查询$课程详细信息的采集如

开课学校(学院(专业(开课年等$课程相关资源的收集如考题(教学大纲等2

!!" 教参资源采访决策评价研究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图书优先度评价%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对师生

推荐的教学参考图书如何取舍6 结合图书馆现有馆藏以及学科发展#图书馆应该首先配备哪些急需的电子

图书6 是根据图书馆馆员非专业的主观选书还是依据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建立评价模型来提供决策依

据6 研究要点%通过数学建模的方法#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图书采访优先度评价的数学模型#通过计算

得到数值#从而确定购买的先后顺序以供决策者参考2

基于读者体验文章抽取的教学参考资源评价研究%一些读者基于其阅读体验写下了大量的针对教学参

考资源的评价性文章#这些评价#往往反映了读者对所阅读图书资源质量的真实感受#对于建设高质量教参

数据库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2 但这些评价文章往往混杂于博客(论坛等网络场所中浩如烟海的各种文章

里#因此#对博客(论坛等网络场所的海量文章进行自动识别#抽出其中的读者体验评价文章#作为教学参考

资源分析(评价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B*

2 研究要点%以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为核心#构筑教学参考资源读

者体验评价文章抽取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教学参考资源评价算法2

!G" 基于f4Z教学参考资源软件系统开发2 开发平台和技术规范的确定$与第三方软件的接口$数据

的安全性(稳定(标准$数据存储方式的选择与发布$数据使用率统计与分析$在线交流平台设计$图书荐购

平台和采访决策平台设计2

!(关键问题研究

!+#(突出学校的专业特色

教参资源的资料收集应分为教学型和研究型两类2 教学型的教参资源主要服务于本专科学生的教与

学的使用#而研究型的教参资源主要服务于研究生以上的群体以及学校的一些重点研究基地2 教学型的教

参资源在兼顾学校大众教育的基础上#应突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我校是以经(管(文为主#重庆交通大学是

国家特别是西部交通建设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重庆邮电大学则是以信息科学技术为特色和优势2 由于研

究型教参资源服务群体的需求较高#因此#应突出资源的时效性和前沿性#特别需要注重与学校相关的重点

研究基地和科研团队合作#在其指导下#收集前沿的信息#包括相关的期刊(图书(会议等#在精品服务的同

时#也给教学型受众体的提升和研究提供了资源平台2

!+!(科学提高教参资源信息收集的决策模式

其实无论是-M̀W=的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还是我馆自建教学参考资源系统#在教参资源

信息的获取上都存在同样的困惑和问题#那就是资源获取的方式较为简单(获取的途径比较单一且多取决

于相关人员的主观决策2

我馆在教参资源的收集上主要通过调查表和直接与教务处合作提取相关信息两种模式2 这两种模式

在收集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可行的#一旦数据量激增#那么#怎样对众多的数据信息进行筛选(整

合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6 目前#我馆的建设思路是在拓宽信息来源的基础之上#根据获取的数据进行

分析决策#建立有效的选择模型#使选择的科学化得到保证2

目前#图书馆在图书遴选综合优先度评价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基本思路%首先通过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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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来源将需求分为直接需求(分类需求和潜在需求!也可称为隐式需求"2 直接需求指读者通过各种荐购

渠道向采购决策层直接提出的购买需求2 分类需求是根据现有馆藏比例与图书馆理想馆藏分类比例比较

以后得到的各类图书的需求程度#潜在需求则是通过对读者在某段时间内的借阅历史的数据挖掘#得到读

者潜在阅读需求2 然后引入dI=证据理论来处理某类图书的采购优先度评价问题#在评价过程中#首先用数

学方法将各类需求整合后归一化处理!调查表用 =e== 软件合成结果后归一化处理"#然后将三类需求分别

作为理论的证据#确定基本可信度分配和权重#然后运用证据理论的改进公式进行合成#得到支持该图书购

买与否的先验概率值2 -该决策过程与人的思维判断过程相符#具有较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为图书馆采购

部门进行最佳采购提供了一种量化的辅助决策方法2.

)E*

参考文献!

)#* 杨芳+教学参考资源数据库在高校教学中的运用),*+经济研究导刊#!@#@!G"%!H@I!H!

)!* 马瑛+试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电子教学参考系统建设),*+农业图书情报学刊#!@#@!#"%!@I!H

)G* 兰东明+中美高校数字图书馆教学参考资源比较研究),*+晋图学刊#!@@E!#"%BGIBA

)H* 郑旭煦#方明建#胡为芹#等+重庆市高校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H"%GEDIGEE

)D* 赵乃蠧#张红芹+基于f4Z 的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践),*+大学图书馆学报#!@@A!D"%HGIHB

)A* 任磊#张育超#葛家翔+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的研究与设计),*+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B!D"%BGIBA

)B* 吴诗贤+体验评价文章抽取模型研究),*+现代图书情报技术#!@@"!H"%EEI"!

)E* 张必兰+基于证据理论的遴选图书综合优先度评价模型),*+现代图书情报技术#!@@A##G"!B"%BBIB"

-%/8<[75<2%/ %\34;5.2/0V48%7[548d;<;Z;84=Y8<4R

%\X20.4[̀ 4;[/2/0W/8<2<7<2%/8

AB6-2V&)/'(

#

# #$,*&)W&'(

!

!#+̀ 2Z[;[Y# -.%/012/0345./%&%0Y;/? 6782/4889/2:4[82<Y# -.%/012/0H@@@AB# -.2/;$

!+=5.%%&%\-%RU7<4[=524/54;/? W/\%[R;<2%/ >/02/44[2/0#

-.%/012/0345./%&%0Y;/? 6782/4889/2:4[82<Y# -.%/012/0H@@@AB# -.2/;"

6789:';9%*/ <.4Z;828%\<.4;/;&Y828%\-.%/012/0, 85%&&404<4;5.2/0[4\4[4/54[48%7[5488Y8<4R

5%/8<[75<2%/# <.28U;U4[;/;&Yk48;/? 8<7?248<.4a4Y288748;/? ?2\\257&<248875. ;8R;2/ 5%/8<[75<2%/ 5%/<4/<8#

<45./25;&R4<.%?8;/? [484;[5. 2?4;82/ <.45%/8<[75<2%/ %\-.%/012/0,8;5;?4R25<4;5.2/0[4\4[4/54[48%7[548

?;<;Z;848Y8<4R# U[484/<85%/8<[75<2%/ U&;/ \%[<.288Y8<4R# U%2/<8%7<<.;<<.45%/8<[75<2%/ %\;5;?4R25<4;5.2/0

[4\4[4/54[48%7[548?;<;Z;848Y8<4R 8.%7&? .20.&20.<;5;?4R25R;m%[5.;[;5<4[28<258;/? 8524/<2\25;&&YZ[%;?4/

<4;5.2/0[4\4[4/54[48%7[5482/\%[R;<2%/ 5%&&45<2%/ R4<.%?8# ;/? 4LU%7/?8<.4a4Y288748875. ;8<4;5.2/0[4\4[4/54

[48%7[5488%\<_;[48Y8<4R?4:4&%UR4/<U[%5488Z;84? %/ f4Z ;/? <.4;517282<2%/ R%?4&# ?45282%/IR;a2/0R%?4&

;/? 2/<40[;<2%/ R%?4&%\<4;5.2/0[4\4[4/54[48%7[548Z;84? %/ 57[[257&7R+

<4= >?:@8%<4;5.2/0[48%7[548?;<;Z;84$ 5%&&404&2Z[;[Y$ 5%/8<[75<2%/ U&;/

责任编辑!代小红

H"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