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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美国关于信息素养的定义、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以及信息素养培养途径，提出我国高

校在开展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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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作为目前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学习、生活和工作

的各个领域。信息素养是信息化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信息素养已经成为每个大学生的基

本生存能力，更是信息化社会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备素养。美国是对信息素养教育研究比较

早的国家，美国高校信息素养的研究更是遥遥领先，本文对美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分析，

旨在对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以启示。 
1 信息素养的定义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应用于美国教育领域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人们开始关注图书馆和

图书馆员在教育中的潜在作用。但没有正式提出“信息素养”一词的概念，只是涉及一些有

关信息素养的观点，如 Roe 将知识的持续增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同“学习如何学习”

联系起来。“信息素养”一词最早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提出的，当这

一概念提出后，世界各国对信息素养的研究就没有终止过，产生了众多的信息素养的定义和

成分说。比较典型的信息素养的定义，如最初保罗·泽考斯基将信息素养定义成：“具有信

息素养的人，是指那些在如何将信息资源应用到工作中这一方面得到良好训练的人。有信息

素养的人已经习惯了使用各种信息工具和主要信息来源的技术和能力，以形成信息解决方案

来解决问题。” 
2 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2000 年 1 月，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批准并颁布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这是美国所有高校进行信息素养教学和评价的指导指标体系。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和独立学院

理事会分别于 1999 年 10 月和 2004 年 2 月认可了这一标准，它代表该标准已成为美国的全

国性信息素养标准，标志着美国信息素养教育发展到一个成熟阶段。标准主要体现以下七个

方面内容： 
2．1 信息素养定义 

使用的是 1989 年《总结报告》中的信息素养定义，并对信息素养的培养原因、重要作

用作了简要说明。还将信息素养的能力范围概括为以下几点：具有信息素养的人能够决定所

需信息的范围；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严格评价信息及其相关资源；把所选信息融合到个人

的知识库中；有效运用信息达到特定目的；运用信息同时了解所涉及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因

素，合理合法地获得和利用信息。 
2．2 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 

该部分主要引用 1999 年美国国家研究院的一份报告，说明了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计

算机技术的区别。国家研究院报告针对信息技术提出了“Fluency”一词，即“熟练”之意。

此外还描述了信息素养、计算机素养和更广泛的技术能力之间的几个显著区别。 
2．3 信息素养和高等教育 

该部分首先说明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终生学习能力，为其将来人生的发展

奠定基础，信息素养要成为大学生教育的一个关键成果；其次说明要利用远程教育增进信息

素养；最后说明把信息素养融合到大学课程、学科与服务和管理中，要求教师、图书馆员和



学校领导之间进行合作。 
2．4 信息素养的教学 

该部分阐述了具体的信息素养教学方式，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多样的信息资源来扩充他们的知识，提出好

的问题，增强判断思维能力。 
2．5 标准的使用 

该部分说明了标准对于教职人员、学生、专业教学和学校的不同意义。对于教职人员，

标准列出了判断学生具有信息素养的指标；对于学生，标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指导其决定如

何处理信息的框架；对于专业教学，不同专业会根据标准，再结合专业自身特点，强调某些

环节的学习；而对于学校，为了实现这些标准，它会重新审视学校的宗旨和目标，以判断信

息素养是如何提高教学效果的，并对教职员工进行培训。 
2．6 信息素养及其评估 

该部分指出标准可用于评估所有能力层次的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教师和图书馆员应

根据不同学科、不同能力层次，一起拟定适用的评估方法和策略。评估过程中不能对标准生

搬硬套。 
2．7 标准、表现指标的成果 

列出 5 个一级指标, 22 个二级指标和 86 个三级指标。2003 年 6 月，美国大学与研究图

书馆协会又颁布了《最佳信息素养实践方案指标》，文中并没有对具体的信息素养实践提供

细节要求，只是提出了一个大体框架，是信息素养实践活动元素的“元集合”。各信息素养

执行高校在制定各自的实践方案时，应以文件所描述的元素为方向，在每一元素下再添加具

体的实践措施。 
3 信息素养教育培养途径 
3．1 有专门的机构与组织 

美国成立了许多组织来推动信息素养教育与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美国图书馆协会在

1987 年成立的信息素养总统委员会、1990 年成立的国家信息素养论坛和美国高等教育协会

成立的信息素养教育行动委员会。这些组织在促进信息素养的教育和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除成立专门组织外，有些协会例如美国图书馆协会、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学校

图书馆协会等与专门机构一起，站在信息素养教育和理论研究的前沿，积极促进信息素养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开展相关的调查研究，不遗余力地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 
3．2 开展一系列研究活动 

1994—1995 年，美国对全国 3236 所大学的信息素养教育情况进行调查，评估了高校在

课程设置中结合信息素养的程度。1992 年, C·Doyle 通过德尔菲法调查信息素养，论述了

信息素养与国家教育目标的关系。科教资源信息中心的信息与技术交换中心建设名为 Infolit. 
org 的信息素养网站，向公众提供来自于不同学校的信息素养实施方案。1990 年，美国中部

大学与中学教育协会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了《信息素养教育结果评估大纲》(第一版)， 
1996 年又制定了第二版，并重申了信息素养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中的作用, 1997
年还制定了《图书馆员评估指南》。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制定了《信息问题解决声明》，通过

与美国教育传播和科技协会合作，于 1998 年发布《学生学习信息素养标准》，按信息素养、

独立学习和社会责任三方面制定了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生学习的 9 项标准等。 
3．3 将图书馆与信息素养教育紧密结合 

美国图书馆界和教育界紧密联系，在信息素养教育和研究中开展了有效合作，取得了不

少成果。国家信息素养论坛在这方面贡献突出：它积极促使全国教育管理机构和协会组织制

定并开展各种信息素养计划或项目，广泛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合作与交流，使信息素养成为

倍受关注和重视的活跃主题。它是图书馆、教育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乃至企业公司等多种性



质机构的联盟，能为这些不同机构在信息素养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4 对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协会 2001 年提出的“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中，在标准

二和标准五中分别强调了大学生高效地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懂得有关信息技术使用中所产生

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经济问题，并能在获取和使用信息中遵守公德和法律。我国几乎所有大

学都开设计算机文化基础和文献检索必修课，计算机文化基础只讲授基本操作技能和简单的

编程能力，文献检索课主要讲授信息检索技能，这些都是只处于信息技能层次。因此，我国

高校应开设信息素养课程，首先要构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其次增开信息素养系列

公共必修课，而且还要营造丰富多样、良好的信息素养培养的环境，加大资金投入，建设各

种各样功能齐全的多媒体网络教室和数字化的图书馆，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信息化学习环

境。最好是把信息素养的培养纳入到各门课程的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中。 
总之，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是未来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

的培养，应以信息技术教育为基础、以信息能力、信息伦理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核心，

在各门课程教学中注重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文化、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发展，培养大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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