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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大学生的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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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充满好奇和求知欲的青年大学生更是每天与海量

的信息接触着。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学生当中进行信息教育，培养学生了解信息知识、识别信息需求、

检索信息资源、分析评价信息、有效利用信息、遵守信息道德规范的教育活动。这既是信息社会对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又是现代信息社会人的精神诉求。  

    

    高等教育的新内容  

    

    当前，信息社会需要的不是信息的简单传递者或使用者，而是具有较强信息意识和能够熟练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将大量支离破碎的信息与数据进行归纳与综合，使之条理化的有较高信息素养的人

才。可见，信息素养不仅是现代人文化素养、整体素质的一部分，更应把它看作素质教育的灵魂来培

养，是信息社会高等教育的新内容，培育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时，信息素养是创新活动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信息素养的培育过程同时也是创新思维的培养过

程，两者共存互动、相得益彰，对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从信息素养的定义

看，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进行学习的人。信息素养作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和促进因素，它是

所有学科的学习都需要的。拥有信息素养不仅能使学习者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拓展研究范围，而且还

能使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也就是终身学习所强调的"自我导向学习"。  

    

    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现状  

    

    分析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可以使我们适时地调整高校教育职能，使之发挥更大的功用。据笔者调

查，当代大学生信息素养状况主要如下：  

    

    信息能力亟待提高：目前，许多大学生虽然对信息资源有一定的认识，但其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

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讲：一是获取信息的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对如何获取文献资源尤其是电

子信息资源较为陌生，以致于变得越来越"不会使用现代图书馆了"，具体表现是不能"广、准、新、

精、全、快"地查找自己所需要的真正信息。二是利用信息盲从无目的。调查表明，大学生有目的地利

用信息资源和积累信息资源的能力较差，许多学生通常没有目的和计划地阅读书刊。大部分学生还不具

备鉴别、筛选、利用信息的能力，往往不知从何下手，造成盲目借阅的局面。三是对信息的需求存在应

急心理。许多学生为适应某一阶段的需要或完成某一任务、某项活动而去选材、收集资料，应付了事。 

    

    信息道德和信息法规意识尚需培养：据调查，在对信息道德和信息法规内容，诸如对"计算机犯

罪"、"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网络上的人为恶习"的认识上，有相当多的学生

仅认为"计算机犯罪"属违法问题，只有少数学生了解"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

犯"和"网络上的人为恶习"等也是违法或不道德范畴。再如，有的学生不清楚或不遵守信息行业的网络

社交安全规则，以致网络欺诈、网络成瘾以及进入网恋误区等网络社交不安全的情况屡屡出现。这种状

况一方面说明大学生对信息道德和信息法规内容的认识和了解不够全面；另一方面主要反映了信息化社

会信息道德内容的更新和变化发展。总之，上述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大学生信息道德水平等还处



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当前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信息道德素养的培育。  

    

    深化信息素养教育的对策  

    

    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也十分广泛。对此，我们应按照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在逻辑，

制定信息素养培育目标、明确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构建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具体言之，就是：  

    

    制定信息素养教育目标。信息素养教育应达到以下目的：提高学生的信息关注程度，形成"信息就

是资源"、"信息就是效益"、"信息就是生存权"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用一定的信息伦理与道德准则规

范自身行为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够主动确定所需信息的种类、范围和价值的能力；培养学生建构和完善

科学的信息策略，从而能够有效获取所需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够批判性地分析、评价信息资源的能

力；培养学生能够独立、有效、准确地利用信息资源创造性地完成某一任务的能力；培养学生能够进行

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能力等。  

    

    明确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包括信息意识教育、信息道德与信息法规教育、信息能

力教育等。其中，信息意识教育主要培养人们对信息的敏感度，或捕捉、分析、判断和吸收信息的自觉

程度，包括信息需求意识、信息获取意识、信息时效意识、信息超前意识、信息创新意识等。信息道德

和信息法规教育要求人们防止信息垃圾与信息污染，不制作、不传播、不使用不良信息，不借助网络进

行人身攻击，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隐私权，不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信息

能力教育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包括信息认知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

等。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宜采用三级教育模式，即将大学生信息教育分为初级

培养、中级教育和高级培训三个层次。如，针对刚入学的新生，进行信息基础知识和信息利用基本技能

的教育。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以及最基本的信息获取能力与信息接受意识。针对

二、三年级的学生，进行专业类检索工具和信息资源利用能力的培育。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能力及学习

的主动性。对于四年级和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进行信息理论教育。应着重结合专业学习进一步培养学生

专业信息收集、利用与评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承担研究课题，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提供信息依据。 

    

    加快文检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当提高文检课的地位，把它作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

段，列入公共必修课，给予充分的学时保证；其次，要进行文检课内容的改革，以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

要求；再次，将信息素养教育渗透到相关课程教学中；还有，将文检课与学生的具体专业相结合，促使

文检课教学内容具体化。  

    

    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现代高校图书馆既是学校教学、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典型的信息集

散地和信息资源中心。在对学生实施信息素养教育的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应责无旁贷地成为主要的承担

者。具体说，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在信息资源提供、信息查询、信息网络、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

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推进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黄兵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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