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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研诚信建设背景下，生物医学科研领域的可重复性研究教育方兴未艾。本文从教育形式、教育内

容、实施策略角度，对美国医学院校图书馆可重复性研究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在总结教育特点和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我国应发挥行业引领作用、注重协作交流、力推阶段式教育、深化教育内容、强化馆员培训，以此来

推动相关教育的逐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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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院校图书馆开展可重复性

研究教育的调查与分析*

1  可重复性研究教育概述

“可重复性”可定义为使用与原始研究相同的数据

和代码、方法或程序，通过独立研究获得一致的结果[1]。

可重复性是确保研究成果具备可信度的最低要求。然而

目前许多已发表的科研成果都经不起可重复性验证，科

研领域正逐步陷入可重复性危机。其中，生物医学领域

更是饱受危机困扰的重灾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每年

都会发生关键数据或结论无法重复而导致的大规模论

文撤稿事件，不仅严重损害学术公信力，降低知识累积

与技术转化的速率，还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损失。而正是这场危机带来的危害，引起了包括生

物医学领域学术期刊、出版商、科研院校、学术团体、行

业管理机构等在内的各类科研利益方的广泛重视，纷纷

从制度、政策、服务、资源、法规等角度提出应对策略。

针对科研主体加强教育引导，使其树立危机意识，

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来提升科研工作的可重复性，逐

渐成为危机语境下各方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此类

教育活动没有统一称谓，存在“研究可重复性（Research 

Reproducibil ity）”“可重复的研究（Reproducible 
Research）”“可重复性与严谨性（Reproducibility and 
Rigor）”教育等多种表达，为便于专指，本文统称为可

重复性研究（Reproducibility Research，RR）教育（以下

简称“RR教育”）。

目前关于R R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大多分

布于国外，内容聚焦在4个方面。①教育的重要性与价

值探讨。如Janero[2]认为，对博士群体开展科研数据可

复制性教育，是解决可重复性危机的关键举措，在提

高临床前研究成果质量以推动药物发现上具有重要

价值。高校教师与管理者应转变思维方式，对数据负

责并积极致力于RR教育发展。Meid[3]认为，针对临床

研究人员的所有课程都应统一包含可重复性与严谨性

原则，建立良好的科研方式以确保科研人员自身、合作

伙伴、科学界、广大公众都能从中受益。Mohan等[4]分

析了现有动物研究实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对人类疾

病新疗法开发的影响，重点讨论了RR教育在克服实验

缺陷、提高研究效率方面的核心作用。②教育框架研

究。Azevedo等[5]分析了将开放和可重复研究培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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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RT）纳入高校人员科研培训的必要性和实施策

略。Weggemans等[6]基于德尔菲法，为转化医学科研人

员构建了用于可重复性培训和能力评估的置信职业行

为框架（EPA）。③RR教育案例分析。Toelch等[7]为本

校学生设计了可重复性入门课程，以引导学生走向可重

复的科学工作流程。概述课程核心与拓展内容，分析

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并讨论了将此类课程

整合到现有专业课程的方法。Auer等[8]对“人人可重复

性”（R4E）组织的RR研讨会从设计到实施过程进行详

细介绍，为后续不同类型的RR培训提供参考。④RR教
学评价。Kalichman等[9]利用“课前-课后”评价法对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RR研讨会教学效果进行评估，

发现研讨会能够显著地促进受训人员采纳各类有助于

RR实践的措施及行为。

作为面向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信息服务部门，医学

院校图书馆（以下简称“医学馆”）开展RR教育是在新

时期拓展其教育职能的必然要求。虽然医学馆RR教育

的理论研究尚待起步，但实践上早已有探索。特别是近

几年美国众多医学馆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开创性、示范

性、引领性的教育成果。通过调查分析美国医学馆的RR
教育实践情况，将有助于把握RR教育最新进展、发展特

点和规律，进而为我国医学馆开展相关教育提供参考。

由于美国医学院校主要以学院形式附属于综合性

大学，本研究主要根据世界大学排名榜U. S. NEWS 
2023[10]，按照“美国-医学-研究”条件筛选出美国排名

前50位的医学院校，再登录所属图书馆网站主页获取

相关RR教育信息，并利用必应、百度等搜索引擎对信息

做进一步拓展求证。调查时间为2022年4—8月。最后对

调研信息进行整理、提炼，从教育形式、内容、实施策

略角度展开总结分析。

2  美国医学馆可重复性研究教育形式

美国医学馆RR教育面向对象广泛，涵盖生物医学

研究领域的所有潜在群体。但考虑到可重复性是早期

科研工作就应确立的核心行为准则，因此将校园内的

研究生、博士后、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列为教育的重点人

群。在教育的开展形式上可归纳为以下5种。

2.1  组织专题培训

绝大部分的美国医学馆（42所，占比84%）会组织

本馆用户进行专题培训。按照连续性可分为2种。①临

时性培训。由馆员主持，邀请外界机构人士到馆内开展

面对面研讨会、讲座报告、圆桌会议、下午茶分享会等

活动。这类培训活动周期较短、培训主题灵活、开展日

期不固定，通常会在图书馆网站上提前发布通知预告，

标注课前准备事项、适用人群等信息，用户可结合个人

需求提前预约学习。例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

馆举办的为期4天的2022 Carpentries Bootcamp训练

营[11]。②系统性培训。这类培训涵盖若干主题模块，根

据涵盖主题的数量确定培训周期[12]。一般会组织专业

教学团队，每周在固定时间段连续为用户提供培训活

动。该培训往往内容连贯、针对性强，但为保证教学效

果，培训用户在数量上都会有所控制。在2019年之前用

户专题培训都采取线下模式，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基本转为线上模式，依托Zoom等平台进行。

2.2  建设在线课程

美国医学馆借助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开展线上教

育，形式有3种。①开发线上课程（online course）。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将知识点浓缩，以图文并茂、

影音结合的方式呈现，自主开发模块化课程《记录您

的研究数据》（Documenting Your Research Data）、
《开放科学》（Open Science）供学生在blackboard上
学习，同时创建了一个名为“利用软件提高研究可重复

性”的22分钟微课程 [13-14]，内容有软件组织、版本控

制、代码归档等。杜克大学图书馆为培养用户可重复性

研究技能，与课程商Epigeum、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

购买《研究质量和可重复性》（Research Quality and 
Reproducibility）交互式在线课程的版权[15]供用户通过

学习管理系统访问该课程进行自主学习。该课程由13个
互动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都包含简短能力评估。②制

作网络公开课（online open courses）。共有5所大学图

书馆联合其他部门在慕课平台制作专题课程。如哈佛

大学针对生物统计学、计算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数据

科学领域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在edX平台开设《可重现

数据科学》（Reproducible Data Science）网络公开课

程[16]。华盛顿大学基于Coursera平台的《再现性和数据

科学》（Reproducibility and Data Science）课程以视

频、案例研究、点对点教学融合方式讲解R/RStudio、
Git/Github等可重复计算工具和平台内容[17]。由于这些

课程得到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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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的官方认可，学习者按照要求完成课程教学

计划即可获得学分，因此吸引了众多来自校内外的生物

医学科研群体，有效促进了可重复性研究理念的广泛传

播。③建设教育指南（educational guide）。有24所（占

比48%）大学图书馆以开设学术博客、在网站主页建立

研究指南或专题信息门户等作为微课教育补充形式，提

供可用于提高可重复性的理论概念、行动号召、实践清

单和资源汇总。这样既能实现相关教育资源一站式浏

览，也为研究人员拓展了自学途径。

2.3  独立课程教学

美国部分医学馆利用课程教育相对稳定的特点，

对现有独立承担的学分课程进行改造，以便进一步开

展系统化、规范化的RR教育。例如，纽约大学学术健康

科学图书馆一直为本校生物医学科学博士群体提供1学
分的研究技能课程[18]，授课馆员在参考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出台的严格性和可重复性政策后，对原有课程

内容进行了大幅调整，重点讲解实验复制、严谨性科学

前提、生物资源认证、计算可重复性、可复制性成果批

判性评估等内容。西蒙斯大学图书馆为适应实践需要，

与信息科学学院合作，重新设计原有《科研数据管理》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必修课，增加研究可

重复性和信息学家专题，以弥补科研用户传统数据技能

和新兴技能之间的差距[19]。

2.4  融入传统教育

为扩大R R教育的关注度，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得

到更好的制度化保障，美国医学馆还将R R教育作为

子模块有机融入现有教育系统框架中，主要表现在两

方面。①融入科研诚信教育体系。美国大多数医学高

校在科研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的倡导下为硕博士生群体提供“负责任的研究

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系
列教育，“科研严谨性与可重复性”在近些年被列为

该系列的必修内容。哈佛大学图书馆组织本馆数据

馆员与技术人员合作，在该部分内容中开发“数据管

理”模块，传授整个研究生命周期中支持可重复性的

数据操作技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图书馆与研究生

院合作，将RR系列研讨会并入本校博士后RCR课程体

系中进行管理 [20]。根据NIH的资助要求，如果博士生

能够及时注册学习，确保出勤率达到80%并完成课前

课后调研，就可被视为完成本课程并获得结业证书，

免除后续的RCR其他课程学习。②融入医学继续教

育课程体系。犹他大学Eccles健康科学图书馆与哲学

系合作，通过DeCART暑期项目为本校生物医学信息

学系学生提供为期2天半的《可重复科学的原则和实

践》短期课程[21]，该课程已获得继续医学教育认证委

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ACCME）的认证，用户通过注册，在规定

时间内完整学习并完成任务，可获得培训证书和美国

医学会医师认可奖（Physician’s Recognition Award，
AMA PRA）指定的1类别教育学分。

2.5  开展嵌入教育

个别医学馆馆员还深入科研部门，与科研群体建

立合作关系，提供非正式的嵌入式教育。如明尼苏达大

学药学馆员深入本校5个大型生物医学实验室，专门为

一线实验人员设计了《实验室可重复性数据管理》课

程，讲授实验室数据描述和保存的最优策略，推广电

子实验室笔记本（ELN）等内容[22]。犹他大学健康科学

馆员介入本校多个科研团队小组，帮助团队明确综述

范围，协助注册综述协议，从撰写协议到合著最终手稿

的过程，开展透明、可重复的文献检索方法教学，指导

科研团体进行真实、可复制的系统评价[23]。

3  美国医学馆可重复性研究教育内容

美国医学馆RR教育内容涉及范围广，按照主题可

归纳为基础知识、科研流程、数字工具、研究项目4个方

面。这些方面相互衔接、层层递进，既强调理论与技能

学习，又以项目为载体确保实际技能的应用，形成完整

的教育内容框架。

3.1  可重复性基础理论知识

可重复性基础理论知识主要介绍可重复性危机起

源与发展，生物医学科研领域可重复性定义、类型、作

用，以及NIH和科研相关利益者针对可重复性危机的政

策反应、挑战机遇、应对策略、实施条件、优势和局限

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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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可重复性科研流程

生物医学研究的不可重复性主要体现在实验设

计、记录和实施等方面的不缜密，因此必须增强整个

科研流程的严谨性，而进行开放科学实践有助于高质

量研究成果的产生。因此绝大多数医学馆会介绍生物

医学科研中满足或提升可重复性所必须采取的关键步

骤、策略与方法，帮助用户批判性反思现有实践，建立

严谨、开放、透明的科研流程。①预研究的严谨性：科

研常见偏倚定义、来源、评估工具、预防策略等。②严

谨性的实验设计：实验设计、方法、分析、解释、报告

等一系列严谨的操作策略。③可重复性数据管理：以

FAIR原则为基础，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最佳

实践，如制定DMP、数据发现与获取、组织与揭示、可

视化处理、统计分析、存储与建档等。④开放式科研策

略：预注册、开放评审、开放实验协议、开源代码、开放

存储、开放出版等。⑤科研质量控制：NIH拨款计划中

包含的关键生物或化学实验资源认证、生物变量处理、

样本量计算、异常值处理等。⑥系统化解决方案：基于

code ocean、open science framework等一站式平台的

可重复性科研流程构建。⑦政策与指南解读：生物医学

领域科研机构的数据共享与共享政策、可重复性研究

指南等。

3.3  可重复性数字工具

可重复性数字工具是指为提高科研的计算可重复

性而用到的一系列数字化科研工具集合，可重复性数字

工具教育包括工具的应用原理、使用方法与技巧等内容

（见表1）。

表1  可重复性数字工具教育内容一览表

命令行工具

版本控制

编程语言

同行评审

代码质量控制

代码记录文档

实验流程管理

分析管理

环境模拟

Bash shell、Unix

GitHub、Bitbucket

Python、R语言

Gerrit、Goodtables

Travis CI、Circle CI

Jupyter Notebooks、

RMarkdown

CrowdLab、VisTrails

Snakemake、GNU Make

Docker、Reprozip

构建和执行可读、可重复的命令序列，并可作为脚本存储在文本文件中，以供后期检查和执行

组织、存储与共享代码；透明地跟踪项目期间文件更改情况

数据、代码生成与可重复分析工具

在提交存储库之前，对代码和数据分析成果进行人工审核验证

持续集成测试，确保测试自动运行并呈送结果

使用结构信息对代码进行注释，要求其他用户必须遵循相关代码规范；以纯文本形式创建可运行的

代码

基于工作流的系统提供实验结构的明确表示、重复性任务和计算的自动化，并透明地捕获出处信息

提供脚本的形式描述研究过程与方法，协助其他用户以机读形式阅读开展复制工作

保持数字实验环境一致性，减少操作系统中参数变化的影响

类  别 代  表功能定位

3.4  可重复性研究项目

可重复性研究项目教育主要针对已有数据进行再

次复制分析。该部分旨在将所学理论知识、流程方法或

工具技能转化为实际科研情境中可以立即实施的可操

作步骤，并作为技术报告公开分享，使学生能够熟悉可

重复性研究的完整工作流程，可分为3种形式。①直接

复制：学生在某篇已发表的专业论文成果已有代码或

数据基础上，利用已学技术采取相同研究步骤，进行成

果复制并提供解释。②使用版本控制工具：对自身科研

项目中的数据进行编码化以实现复制分析，整合开放科

学实践与现有科研工作流程。③盲数据分析：运用技术

来掩盖已有的数据显著性结果，同时提供足够的提示

信息引导学生重新运行论文中的原始数据，从而确定该

成果是否有效，发现数据是否存在更改或其他质量问

题。可重复性研究项目教育的目标是对所学知识和技能

进行综合检验，而结果可重复生成程度、清晰度等是项

目成果的主要评估指标。

4  美国医学馆可重复性研究教学实施
策略

美国医学馆在RR教育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始终以

学生为主体，运用多种策略组合指导课堂教学，为学生

提供充分的交流、阅读、写作、反思、体验和练习的空

间，加速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巩固与强化，培养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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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同时提升解决实际科研过程中可重复性问题的

能力[24]。其教学策略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灵活运用

多种开源教学平台如Github、Git组织教学。加州大学

圣巴巴拉分校图书馆在培训过程中将RStudio与Git和
Github连接，使学生能够使用这种集成平台，了解其在

协作和版本控制方面的优势[25]，提高学习体验感和参

与感。②教学过程突出互动性。更多采取集体讨论、情

境教学、案例分析、角色模拟、辩论比赛等方式实现与

学员的充分互动，培养学员批判性思维和应对可重复性

挑战的能力。③侧重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在教学过程中

增加课堂测验、课外扩展阅读、课后作业、期中考试等

环节，提供大量练习机会，使学生能充分理解概念和掌

握基本技能。④以科研任务驱动为教学主线。针对可重

复性研究项目教育、科研流程教育，通常将受训人员划

分若干小组，设置多个科研项目供不同小组选择，每组

由3~5人组成小型团队，共同协作，运用课程所学完成

各自的项目，而项目的可提交成果形式多样，包括项目

提案、分析报告、网站和视频等。

5  启示与借鉴

5.1  加强行业引领

美国医学馆行业组织在引领RR教育中发挥积极作

用。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作为全国范围医学馆发展的行业指导机构，一

直将促进开放科学实践和提高数据的完整性、透明度

和可重复性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26]。2015年开始，在

NIH发布可重复性和严谨性指导意见后，MLA每年都

召开可重复性专题网络研讨会，促成成员馆之间的广

泛讨论[27]。MLA下属研究培训机构（Research Training 
Institute，RTI）在针对健康科学馆员的继续教育培训

中，也将研究严谨性、可重复性和数据共享作为目前重

点学习的内容[28]。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所领导的培训网

络（National Network of Libraries of Medicine）还致力

于为开展RR教育的图书馆提供资金赞助，辛辛那提大

学、明尼苏达大学、匹兹堡大学等大学的健康科学图书

馆都从中受益[29]，在RR课程开发、培训活动筹办方面获

得充分的资金保障，进而为受众群体提供更高质量的专

业指导。

对于国内医学馆来说，RR教育目前仍是尚待探索

开发的崭新领域，从理论构筑到实践工作开展都需要

长期积累。在此过程中，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

分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分会和全国高校医学图

书馆学会等我国医学馆行业组织可以发挥协调和指导

作用[30]，将RR教育列为成员馆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主

题，增强教育认知，将其作为未来医学馆多元化教育的

一部分；增进与美国医学馆的馆际交流，对一些教育成

果显著的案例进行重点学习总结；对于个别实力雄厚

的医学馆，鼓励其开展示范项目，加强实证研究并注重

效果评价；建立统一的教育工作指南，在制度、流程、

内容、形式等方面提供规范化指导[31]；设立教育资源共

享库，促进成员馆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5.2  注重协作交流

教育内容、形式、实施策略的丰富程度，决定了RR
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医学馆自身难以完成其实

施和推广。因此，美国医学馆非常注重与各方的密切协

作与交流。全国范围内不断涌现的开放科学组织、RR
非盈利教育组织、各级生物医学学会RR指导规划委员

会、商业课程研发机构等都成为美国医学馆可靠的教

育协作对象，从中获得专业教学人才、硬件设施、课程

教材、教育技术等多方面支持。一些医学馆还积极参与

或组建了教学协作组织，如犹他大学Eccles健康科学图

书馆主导的Research Reproducibility Coalition[32]、斯

坦福大学医学馆的SPORR工作组[33]等，汇集校内不同

学院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围绕教学管理、教案设计、

课程设置、教研文化建设等方面定期交流，群策群力，

协同推进RR教育的有序实施。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

图书馆还利用学术联络优势主持虚拟会议[34]，邀请来

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学生和管理

人员，共同分享教学最佳实践，探讨教育新理论、新理

念、新思路、新方法，有力促进RR教育的深入发展。

由于RR教育尚未在我国落地生根，在缺乏全面协

作的环境背景下，我国医学馆更应该为生物医学领域的

各类科研利益主体搭建RR教育交流平台，加强主体对

话，使RR教育理念得到广泛传播，最终达成教育发展

所需的多方共识。在此基础上，争取学校牵头，构建由

图书馆主导，各生物医学教研室、实验室、科研管理、

信息中心多部门联合协作的RR教育共同体；明确各方

职责、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多元化教学团队，同时建立

教育资源库、加强对外教育交流，推动RR教育的全面

落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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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力推阶段教育

美国医学馆RR教育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既能确

保独立性，又能有效对接各类教育体系，线上线下兼而

有之，且能全面深入到用户专业学习和科研环境，形成

泛在化的教育格局，此外可选择性强，能较好地满足不

同层次科研群体的教育需求。

就我国医学馆实际教育布局而言，既要做到发挥

个馆优势，因势利导，鼓励教育形式多元化发展；又要

尽可能做到全面整合，发挥不同教育形式的优点，以培

养不同科研能力与需求为主线划分不同目标阶段，着力

开展阶段式RR教育模式（见表2）。

表2  阶段式RR教育模式

基础阶段

促进阶段

提升阶段

高级阶段

所有潜在科研群体

本科生、研究生

博士后、职业早期科研人员

资深学者、专家、科研团队

目标和阶段 针对群体

小型培训+宣传推广

融入式课程教育+短期培训

学分课程+系统化培训

嵌入型定制教育

教育形式

单个知识主题

局部知识模块

知识体系

高端知识体系

内容层次

具体表现为4个阶段。①基础阶段：面向广大科研

群体积极组织小型培训，利用其“短平快”特点，广泛

普及RR教育中各类主题概念、关键知识，并通过社交

媒体进行持续宣传与推广，实现教育理念快速传播，提

高整个科研群体的可重复性研究意识。②促进阶段：

将可重复性知识模块有机融入本科生或研究生的专业

课程，如对医学统计学、数据管理、科研诚信、科学导

论、研究方法等课程进行改造，将可重复性元素作为课

程核心目标或重点内容。③提升阶段：开发周期较长的

系统化培训项目或独立学分课程，实现教育内容全覆

盖，帮助用户掌握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和实用技能。④高

级阶段：将RR教育嵌入科研能力突出的用户群体，结

合科研项目特点、实验室环境、实际需求因素，定制个

性化高端课程项目，最终实现教育内容由浅入深、由易

到难的梯度进阶[35]，确保不同科研群体的需求以不同

形式得到精准匹配。

5.4  深化教育内容

美国医学馆的RR教育内容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框架

结构，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可引他山之石，为我国医

学馆开展RR教育教学内容设计所用，但同时还应深化

内容建设。一方面，加强对FAIR数据管理原则、数据生

命周期理论等的解读，挖掘提炼满足科研可重复性的

全新概念要素、方法要素、工具要素、流程要素、目标

要素；结合生物医学领域内各个专业学科的具体特点，

对可重复性基础理论中的概念、方法、原则等做进一步

细化，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内涵。另一方面，要兼顾外延。

RR教育融合了数据科学、统计科学、科研伦理等众多

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综合性教育内容体系，呈现出内

涵与外延学习并重的特点。例如，可重复性工具软件的

学习势必要以一定的编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为基

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

设《可重复性与协作的统计数据科学》（Reproducible 
and Collaborative Statistical Data Science）课程，其

课程准入的基本条件是必须已修数据计算、概率统计

等课程，以此来满足学生在R语言学习中所需的相关学

科知识。因此，我国医学馆需明确RR教育课前准入条

件，加强数据管理、基础编程、概率统计、开源软件等

关联课程建设，使所授内容和受教群体的先验知识建

立明确的联系，以便提高教学效果。

5.5  强化馆员培训 

美国医学馆的数据馆员、学科联络员、咨询馆员、

技术馆员以及可重复性专职馆员等大都具备生物医学

或相关学科背景，学历水平高，有能力承担RR教学任

务。除此之外，多层次的馆员培训项目，如i-Schools联
盟院校提供的学术进修课程[36]，Project TIER专业培

训机构的RR教学研讨会，波士顿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

与LIS、Elsevier共建的研究数据管理图书馆馆员学院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ibrarian Academy，
RDMLA）[37]等，还能有效弥补大多数馆员在RR教学与

指导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技能鸿沟，确保馆员始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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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RR教育的中坚力量存在。

我国医学馆要想在未来确保RR教育的主导性，就

必须同设立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院校加强合作，并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继续教育的职能，构建全方位教育体系，

传授数据分析、开源编程等技能知识，以及特定情境下

的教学策略、教学策划、教学管理等内容，提升馆员教

育教学能力，打造RR教学所需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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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Reproducibility Research Education in U.S. Medical Libraries

KONG XiangHui1  CHEN Zhuo2

( 1.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Jinzhou 121001, P. R. China; 2. Nursing College of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1, P. R. China )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construction, reproducibility research education in biomedical research has become topical 
issue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producibility research education in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form, education content,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education, it proposes that 
medical library in our country should take some measures such as enhance the guild leadership, boost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mplement stagewise 
education, deepen education content and librarian train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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