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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 世纪的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
摘　要　开展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落实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 ,把文检课作为

一门正式课程 ;选择恰当的开课学期及教学内容 ;建立一支由图书馆员与专业教师相结合的信息

素质课教学队伍 ;有充足的文献作保证 ,加强与系科和教师之间的联系 ;提高教师素质 ;加强现代

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电子信息源的利用等方面的教学内容等。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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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information quali2

ty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clude : implementing related regulations of governments , establish2

ing suitable curricula , selecting teachers with backgrounds both of librarians and teachers , collecting e2

nough documents , etc. 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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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是社会信息化的世纪。高校大力开展信

息素质教育 ,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首

先 ,信息素质教育的提出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

次 ,信息素质教育符合人的自身发展需要 ;第三 ,信息

素质教育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信息化进程 ;第四 ,信

息素质教育是信息专业教育的一大趋势 [1 ] 。在对面

向 21 世纪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进行深入阐述之前 ,

有必要对信息素质这一概念加以界定。

1 　信息素质概念源流

信息素质[2 ] ( Information Literacy) 是一动态发展

概念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它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信息素质脱胎于图书馆素质 (Library Literacy) 。图书

馆素质主要内容包括如何利用图书馆的相关技能与

知识 ,并以此解决问题或做出决策。随着社会信息化

进程的加快 ,信息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竞争

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信息服务的提供已经

不再局限于图书馆 ,各种商业运营的信息机构都在提

供诸如联机数据库服务、电子邮件服务、电信服务、数

据分析服务等信息服务 ;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手段也已

及修订的类目编制主题词组配标题 ;全面审查、修订

原有类目对应的主题词组配标题 ;参照“分类号对应

的标引词”统计数据 ,全面审查、调整类目对应的单个

主题词。(4) 编制主题词对应栏的参照和说明语。

(5)根据《中图法》第 4 版新增类目与主题词对应的需

要 ,提出须再增补的新主题词。(6) 根据类目 —主题

词对应的结果 ,纠正《中图法》第 4 版明显的错误。

(7)将上述 3～6 的修订数据返回主题词规范数据库 ,

对该数据库进行第 2 次修订 ;然后再重复本项的修订

过程 ,直至从语义上、逻辑上没有错误为止。

最后是使用词表管理系统完成《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各版本编排和编写《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标引手

册。

《中图法》编委会准备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完

成修订任务。我们提出上述初步构想旨在引起图书

情报界同仁对此项工程的关注 ,对修订的各种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 ,为《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修订奠定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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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很大变化 ,传统的目录卡片等手工服务方式虽

仍在起作用 ,但各种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服务方式正在

或已经成为信息服务的主导方式。

1. 1 　信息素质概念的起源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图书馆素质这一概念

已不能涵盖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等各

领域对人的素质要求。1974 年 ,美国信息产业协会

主席 Paul Zurkowski 在向全美图书馆学与信息学委员

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首先使用了信息素质一词 ,他提

出要在未来十年内在全美实现普及信息素质教育的

目标。他认为“经培训以后能够在工作中运用信息的

人即认为具备了信息素质 ,他们在掌握如何使用信息

工具及主要信息源的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 ,能够以此

解决具体问题”。Paul 对于信息素质的理解包含以下

三个层面 :在具体问题中使用相关信息、具有运用信

息工具与主要信息源的知识及技能、利用信息的目的

是解决具体的问题。

1976 年 ,Lee Burchinal 在一篇会议论文中将信息

素质定义为“一个具备信息素质的人需掌握一系列新

的技能 ,包括高效地检索与利用所需信息解决实际问

题及决策的能力”。Burchinal 也将信息素质分解为三

个层面 :检索与利用信息的技能、在具体问题与决策

中应用信息、高效地检索与利用信息。1979 年 ,全美

信息产业协会对信息素质提供了官方的解释 ,他们认

为具备信息素质的人即“掌握了利用信息工具的知识

与技能 ,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之中”。同年 ,在一篇

阐述图书馆学未来发展的论文中 ,Robert Taylor 将图

书馆专业与信息素质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他认为信息

素质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 ①在大部分问题

(而非全部)的解决方案中使用恰当的事实与信息 ; ②

各种可获得信息源的基础知识 ; ③信息的存储组织是

一持续的过程 ,它与用户的信息需求同样重要 ; ④必

须掌握信息获取的策略与方法。

1. 2 　概念的发展

进入 80 年代以后 ,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

技术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 ,信息素质

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82 年 ,美国信息产业协会出版了信息基础设

施调查报告 ,该报告认为新技术将成为信息素质的重

要特征之一。同年 ,Forest Horton 认为计算机在信息

时代将体现其潜在的价值 ,他认为“相对于计算机素

质而言 ,信息素质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知识爆炸的认识

水平 ,是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在问题处理和决策过程

中对所需信息进行标识、存取等提供支持的水平”,这

一定义尽管比较简单 ,但是它标志着计算机信息处理

已被引入信息素质概念之中。

在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Auraria 图书馆 ,就该

馆的用户教育如何提高 3 万名学生的信息素质进行

了广泛的调查 ,在此基础上 ,信息素质被定义为“信息

素质是有效获取与评价所需信息的能力”,它的特征

包括 : ①一组有机联系的技能 (研究方法、信息评价能

力) 、知识 (信息工具与信息资源等方面) ; ②敏锐的信

息意识 ; ③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的投入 ; ④信息需求驱

动 ; ⑤与素质及计算机素质既相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

系 ; ⑥信息素质不仅仅是有关信息源的知识 ; ⑦信息

素质不单纯依赖于图书馆 ; ⑧信息素质不仅包括信息

检索 ,还包括对信息的理解与评价。它标志着信息素

质与图书馆的用户教育表现出融合之势 ,信息素质教

育成为图书馆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7 年 ,美国召开了旨在探讨大学图书馆在教

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的全国性研讨会 ,会议的总结报

告认为 :为了更好地完成终身学习的任务 ,大学生必

须具备很强的信息素质 ,这就要求他们具有 :掌握信

息获取的过程、能够正确评价各种信息源对不同信息

需求的有效性、掌握获取与存储信息的基本技能 ,如

数据库 ,文字处理等技能、能够遵守国家有关信息方

面的法律法规 ,比如版权、隐私权等。

80 年代后期 ,信息素质的重要性受到更为广泛

的认同 ,将信息素质教育纳入大学教学大纲 ,作为一

门课程来进行 ,而不仅仅是由图书馆的用户教育来完

成 ,图书馆员在信息素质的教育中担负起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80 年代出现的信息素质的各种定义有以下鲜明

的特点 : ①先进的信息技术为信息工作与信息技能的

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②敏锐的信息意识 ; ③对信

息的独立思考能力更为重要 ,比如对信息的理解与评

估能力 ; ④图书馆是主要的信息源 ,而非唯一的信息

源 ; ⑤单纯的图书馆技能对于完整的信息素质来说是

不够的 ; ⑥用户教育课程需扩充内容 ,使其能够包容

信息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完整的技能 ; ⑦在信息社会

中 ,信息素质可以认为是图书馆素质的延伸 ; ⑧信息

素质是每位要求上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的必备

条件 ; ⑨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是信息素质教育的目

标 ; �λυ信息素质教育需要图书馆界与教育界的通力合

作 ; �λϖ将信息素质教育纳入教学大纲和建立基于信息

源的教学模式是确保教学效果的前提 ; �λω信息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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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能主要包括 :确定信息需求的时机、选择信息

源的能力、检索信息的能力、评估所检信息的能力、高

效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至此 ,信息素质这一概

念的内涵已经比较明确 ,ALA 的定义已广为接受。

进入 90 年代以后 ,信息素质这一概念在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 ,信息素质教育

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图书馆在信息素质教

育中的地位问题等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 　美国加州大学的成功经验

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进展之中 ,信息素质教

育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但是 ,在实际课程改

革方案中 ,却没有它应有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 ,加州大学圣保罗分校的图书馆工作者成功地将信

息素质教育课程纳入了本科生的教学大纲 ,成为公共

基础课。加州大学的成功经验包括 [3 ] :

2. 1 　转变观念

图书馆由传统的“知识的仓库”向“学习实验室”

转变。信息素质教育不应只满足于图书馆辅助科学

研究、课程学习等方面的讲座 ,也不应满足于传统的

图书馆书目使用方法的教育 ,而应当指导学生提高获

取信息、独立评价信息的能力 ,使他们能够对信息具

有很强的意识和敏感度 ,具有较强的信息素质。

2. 2 　寻求支持

得到校领导的支持是信息素质课程能被纳入基

础教育课的前提 ,要使校领导明白信息素质教育的重

要性和课程的开设的可能性。为此 ,图书馆工作人员

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图书馆工作人员尽可能成

为学校的各种机构的成员 (如教学委员会等) ,积极地

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从而扩大图书馆的影响 ,赢得

各方面的支持以及学校经费的资助。

2. 3 　做好开课的各项准备工作

加州大学的公共基础课 ( General Education Pro2
gram)包括 5 个方面 :领域 A (基本技能) 、领域 B (数理

科学) 、领域 C(人文科学) 、领域 D (社会科学) 、领域 E

(终身教育) 。图书馆为每类课程的信息素质教育都

详细制定了培养规格、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学计

划等。在 A 类课程中 ,主要讲授图书馆的使用方法、

技能等。在 B ,C ,D 类课程中 ,则主要讲授如何开展

学术研究工作 ,内容包括相关学科基本的信息源及其

利用。在 E类课程中 ,则主要讲授电子图书馆的有关

知识 ,提高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力 ,并且研制了多

媒体教学软件“Getting Published”,让学生了解学术活

动的一般规律。

2. 4 　加强对学校管理层的渗透

从大学的决策层、政策制定层以及学院管理层都

有图书馆员的身影 ,这是信息素质教育能够纳入学校

公共基础课的关键 ,这也使得图书馆员作为课程教师

的角色得到认可。

3 　对我国的启示

加州大学圣保罗分校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的信息

素质教育有借鉴意义。

3. 1 　有关信息素质的概念

我们认为[4 ] ,信息素质是属于人文素质的一部

分 ,是人文社会的信息知识、信息意识、接受教育、环

境因素影响等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基本的、内在的

个性、心理品质 ,它有明显的外在表现。信息素质的

内涵既包含有理论知识素养 ,也包含信息实践能力和

信息意识 ,在学习、工作中具有正确的治学能力和应

用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素质主要包

含两个层面 ,一是信息知识能力 ,它标志信息专业知

识的水平 ;二是信息认识和意识 ,它表明信息认识水

平 ,主要包括信息收集、整序、利用和评价方面的素

养。

3. 2 　信息素质的培养目标

包括 : ①对信息的关注稳定、持久 ; ②选择与判别

信息源 ,可供选择信息的优劣及获得的可行性 ; ③掌

握与熟练使用各种信息工具、信息手段获取信息的能

力 ; ④运用相关信息提高课题综述和述评的水平 ; ⑤

形成信息是资源 ,信息是财富 ,信息是商品的信息价

值观。

3. 3 　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体系

包括 3 个层面 : ①信息能力教育 ,信息理论、方法

与技能教育 ,培养面对和迎接信息化社会挑战的能

力 ; ②信息意识教育 ,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传播意

识、信息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核

心是倡导与培养信息活动中信息行为的自主性、独立

性及其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 ; ③信息观念教育 ,核心

是信息价值观教育 ,对信息来源、价值的认识 ,信息认

识与信息态度。

4 　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

4. 1 　进一步落实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

早在 1985 年 ,国家教委即颁布了在高等学校开

设文献检索课的通知 ,迄今文献检索课在大部分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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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作为一门正式课程。目前 ,需要做的工作是完善课

程教学 ,使其为信息素质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

4. 2 　选择恰当的开课学期及教学内容

信息素质教育必须与学生的课程以及所学专业

相结合 ,不可千人一面。对大多数专业来说 ,一、二年

级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为学科的基础理论、基础知

识 ,这些知识一般比较成熟 ,因而低年级学生对图书

馆等信息源的利用明显少于高年级学生 ,此时安排如

何使用图书馆方面的教育比较适宜 ;对高年级学生 ,

则安排与专业相关的参考工具书、索引等方面的教学

更为恰当。

4. 3 　建设专职教学人员队伍

目前 ,国内承担信息素质教学工作的主要是图书

馆工作人员或信息管理系的教师 ,实际上 ,这样的师

资队伍结构有其不合理之处 ,比如专业检索工具课 ,

由于图书馆员或信息管理系的教师没有相关的专业

背景 ,有些勉为其难。我们建议 :建立一支由图书馆

员与专业教师相结合的信息素质课教师队伍 ,发挥各

自的特长 ,由图书馆员承担信息利用基本原理的教

学 ,专业教师承担专业检索工具的教学工作。

4. 4 　基于信息源 (recourse - based)

对信息源的选择、利用方面的教学必须有充足的

文献作保证 ,否则 ,教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时 ,变“知识的仓库”为“学习实验室”也需要相应的

文献保证 ,图书馆等信息源利用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

用户的信息素质 ,更重要的是其所能提供的服务。

4. 5 　加强与系科和教师之间的联系

通过各种途径 ,积极参与系科的活动 ,对提高系

科与教师参与信息素质的教学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4. 6 　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素质的提高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教师本身

业务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教师教学艺术、教学水

平的提高。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应根据不同的

教学对象而灵活应用。

4. 7 　助人自助

信息素质教育应达到授之以渔之功效 ,使学生能

够在无需信息中介的帮助下 ,独立就特定问题选择信

息源、检索相关信息 ,并对信息进行评估与高效利用。

4. 8 　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电子信息源的利

用等方面内容的教学

网络信息利用的教学将成为当今信息素质教育

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相关的各种信息技术教学也是

不可或缺的。

4. 9 　领导的支持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信息素质教学要达到预期的

效果 ,必须得到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 ,这一点加州大

学的经验值得借鉴。

4. 10 　多媒体教学

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包括

全套多媒体系统、实物投影仪等必需的设备 ,另一则

为研制多媒体教材。南京大学信管系在这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 ,不仅课堂教学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而且已

经研制出基于 WEB 的多媒体课件系统 ,另外多部检

索用多媒体教学软件正在申报研制之中。

4. 11 　建立专用的信息素质教学用实验/ 实习室

一般的计算机实验室由于缺少相关的检索工具 ,

因而不能满足信息素质教学的需要 ,图书馆的文献检

索中心由于需要满足读者的要求 ,一般也不适合做信

息素质教育实习室。根据南京大学信管系的经验 ,建

立专门的信息检索实习中心对于满足信息素质教育

是非常必要的。该实习中心不仅能满足学习现代信

息技术的需要 ,而且也能满足检索工具的实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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