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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 ,高校内部院系学科的调整 ,高校信息素质教育也应适

应学校新的发展目标 ,明确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 ,制定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计划 ,努力探索

信息素质教育的新模式。美国 3 所大学提供了多校园、多学科和多机构等多种形式的信息素质

教育实践模型 ,值得我们借鉴。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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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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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人们更快地适应国家信息化发

展 ,消除信息贫富者之间的差距 ,美国各级各类学校

中开发了许多信息素质教育实验项目 , K - 12 教育、

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均有所涉及。仅以高等教育

为例 ,据美国学院和研究图书馆 1994～1995 年的统

计 ,有 22 %的高校开发了适用范围广泛的信息素质

教育项目 ,有 25 %的高校开设了重在培养学生信息

能力的课程[1 ] 。在《信息素质在线资源指南》中 ,高

等教育部分列出了美国 24 个州的 50 所高校开发的

信息素质教育项目 [2 ] 。通过对这些实验项目的分析

研究 ,总结它们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信息素质教育的

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就美国高校中影响最大

的、最具代表性的三大项目进行分析和研究。

1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的信息能力计划 ———

多校园模型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的信息能力计划

(CSU Information Competence Project) ———多校园模

型 (Multi2Campus Model) ,是美国多校园合作开展信

息素质教育项目试验的典型代表。这一计划的目的

是为了开发具有指导性的信息素质教育模式 ,教授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查找、评价、利用和交流

信息。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所有的 22 所分校 ,在开展

信息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充分合作 ,以满足各类

学生的需要和实现各类型院校的目标。1995 年 4 月 ,

该校成立了信息能力工作小组 ( The Work Group on In2
formation Competence) ,该小组成员包括主管学术工作

的副校长、校长办公室负责人、图书馆馆长、教师和分

校的行政管理人员。1995 年 11 月该工作小组主持召

开了全校范围内有 65 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共同研究

有关信息能力的界定问题。会议要求 22 所分校中每

所分校派一名教师和一名图书馆馆员参加加利福尼

亚州立大学系统信息能力的研讨会 ,会后发表了《加

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信息能力 :一份报告》( Inf orma2
tion Competence in the CSU : A Report) 。

这份报告确定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信息能力

包括 10 种核心能力 :确定研究主题 ;确定适合于研

究课题的信息需求 ;检索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信息 ;利

用信息技术获取信息 ;评估信息 ;组织和分析信息 ;

3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信息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素质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 :01BT014) 子课题的研究报告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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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交流 ;明确有关信息和信息技术

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政治问题 ;批判性地利用、评价

和对待从大众媒介中获取的信息 ;对研究过程和研

究结果作出评价。

1996 年该工作小组主持了全校范围内关于“利

用信息资源促进积极学习、实例研究及方法探讨”的

专家座谈会。

1996 年 6 月 ,有 5 所分校获得了 67000 美元的

资助用来开发多校园信息能力培养计划 ,目的是为

了开发交互式指导性资料 ,用来促进这 5 所分校培

养学生信息能力的教学 ,最后在 22 所分校中推广和

应用。这 5 所分校合作开发了适合于图书馆学分课

程和其他学科课程的“交互式信息能力模式”( Inter2
active Information Competency modules for applications

in library credit courses and other courses within the

curriculum) 。该模式包括 :

(1) 信息能力课程 ,由 Cal Poly San Luis Obispo

分校开发。课程内容主要有 :课堂多媒体演示、合作

性积极学习的课堂练习 (collaborative active learning

in2class exercises) 、电子手册、课堂教学外开放式的设

计工作、远距离学习。

(2)将上述课程和指导内容用于专业课程和试

验性项目 ,并在图书馆主页中设立单独的界面。

(3)设立了信息能力资源交流中心 ,使所有的分

校能够利用网络来共享有关信息能力的研究成果和

信息资源。

(4)研究和确定各专业学科的信息能力 ,在 Cal

Poly Pomona 和 Fullerton 分校的合作努力下 ,确定了

农业、建筑、工程、商业、科学和数学等学科的专业信

息能力。

1996 年的多校园计划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信

息能力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后的几年 ,各

分校还合作进行了不同项目的研究和开发。主要集

中在中学和社区学院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教师信

息能力的培养、不同学科和不同年级学生信息能力

的培养。到 1999 年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共开发了

29 个关于信息能力的项目 [3 ] 。

2 　纽约州立大学的信息素质开创性计划

纽约州立大学的信息素质开创性计划 ( SUN Y

information literacy Initiative) 是由纽约州立大学的图

书馆馆长理事会 (SUN Y Council on Library Directors)

于 1996 年提出的[4 ] 。该计划旨在确立该校所有学

生应具备的信息素质能力 ,并且开发一个适用于整

个纽约州立大学学生信息素质培养开创性项目。为

了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 ,在图书馆馆长理事会下特

设了两个机构 :信息素质开创性计划委员会和基于

Web 的信息素质特别小组 ( The SUN Y Information

Literacy Web2Based Task Force) 。

信息素质开创性计划委员会由图书馆馆长、计

算机专家、图书馆用户教育协调员以及公共管理和

政策方面的教授组成 ,主要承担 5 项任务 :

(1) 确定可望通过课程实现的综合信息素质能

力 ,而不是某一学科特定的信息素质能力。该委员

会认为任何一个学科特定的信息素质能力必须以

综合的信息素质能力为基础 ,特殊的信息素质能力

的培养需要与各学科的教师合作才能实现。SUN Y

的信息素质能力包括 9 条 :确认信息需求 ;从适当

的资源中获取信息 ;培养利用信息技术的技能 ;批

判性地分析和评价信息 ;组织和加工信息 ;决策时

能有效地和创造性地利用信息 ;能产生和有效地交

流信息和知识 ;理解和尊重与信息和信息技术相关

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政治问题 ;培养人们树立终身

学习的观念。

(2)确立在纽约州立大学全校实施该计划的步

骤。学校必须提供技术基础设施用来获取各种形式

的信息资源以及在教学和研究中最佳地利用计算机

技术 ;图书馆员要与教师合作 ,为教师开展教学提供

资源和支持。

(3)通过课程来促进师生对于纽约州立大学信

息素质能力的认可。主要通过建立纽约州立大学的

信息素质网站、开发培养学生信息素质的单个学科

信息素质模式、建立与纽约州立大学技术职业发展

中心的联系、利用远距离学习网络、通过制定教师发

展计划来促进教师对信息素质能力的认可、召开专

题讨论会来帮助教师理解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等措

施来实现。

(4)制定向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师宣传信息素质

的原则 ,尤其是关于信息素质教育课程效果的评估

原则的计划 ,计划制定人员应包括图书馆员、大学教

师评议员、主管大学学术工作的副校长和其他相关

机构的人员。

(5)委员会应通过网络和电子函递名单等方式

共享包括纽约州立大学分校在内的有关信息素质教

育的成功项目和教学模型。

基于 Web 的信息素质特别小组主要承担 3 项任

—77—

李晓娟 :美国高校中信息素质教育项目的实施及经验分析

Li Xiaojuan :An Analysis of Experien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rogram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务 :设计和开设一门适合于整个纽约州立大学系统

的分单元的普通课程 ,该课程必须依照由信息素质

开创性计划特别小组制定的信息素质能力进行设

计 ;提出关于推广上述课程的方案 ;提出如何对学生

学习结果进行评估的方案。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 ,Ulster County 社区学院为纽

约州立大学系统提供了基于网络的信息素质课程

L IB 111 ,学生可以通过远距离学习的方式来学习该

课程并得到学分。

3 　华盛顿大学的 Uwired ———多机构合作模型

Uwired 开始于 1994 年 ,是美国目前在同一所高

校中 ,合作开展信息素质教育以及利用信息技术进

行教学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 [5 ] 。Uwired 最初的项

目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计算机与通讯和本

科教育处合作开发 ,随后又有教育合作处和教育扩

展处两个合作机构参加 ,同时还包括一些附属机构 ,

例如 :艺术与科学学院、工程学院、信息科学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等。

Uwired 的合作者将支持教师和各系在教学中充分利

用新的信息技术 ,探讨新的教学模式 ,帮助学生掌握

和提高信息技术的能力 ,将提高学生的信息素质作

为 Uwired 的总体目标。

Uwired 的组织机构包括 :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

会、实验室管理部、用户能力委员会、信息素质委员

会。

Uwired于 1994 年开发了新生兴趣小组项目

( FIG) ,以保证每年新入学的学生能够做好利用信息

技术的准备 ;1995 年开发校际体育比赛项目 ( IAP) ,

为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提供信息素质教育的指导 ;

1998 年开发了跨学科写作项目 ( IWP) ,将信息技术

应用于学生的写作课程之中。

Uwired 拥有良好的设备。它拥有全校最大的

公共浏览实验室 (Drop2in Lab) ,到 2000 年已达到

500 个座位 ,不仅供学生收发电子邮件、文字处理 ,

而且为加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The

Uwired 公共实验室 ( The Uwired Commons) 到 2000

年已扩充到 350 个座位 ,为学生掌握信息技术提供

了场所 ,同时为学生提供参考咨询服务。Uwired 计

算机资源中心有 157 个座位 ,是学生掌握信息技术

的实验室。教学和技术中心是帮助教师掌握信息

技术的实验室 ,并为教师提供个别咨询。还有 4 个

上网的教室 ,为实验教育、计算机指导和学生合作

学习而设计。

4 　美国同行的经验分析及对我国高校信息素质教

育的借鉴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

并”的方针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

进展 ,打破了长期以来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

学、教育资源浪费的局面 ,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

置。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校内部院

系、学科的调整 ,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也应适应学校

新的发展目标 ,明确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 ,制定

信息素质教育的发展计划 ,努力探索信息素质教育

的新模式 ,加强合作 ,资源共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提供了多校

园、多学科和多机构等多种形式的信息素质教育实

践模型 ,值得我们借鉴。

从以上美国 3 所高校实施的信息素质教育项目

中 ,可以发现它们的几个共同点 :

(1)充分认识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是

各级领导还是具体从事信息素质教育项目开发的人

员 ,都对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各级

领导不仅为各类人员的合作创造条件 ,为合作提供

良好的氛围 ,而且还为信息素质教育项目的实施提

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2)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保证信息素质教育

的研究的开展和项目的实施。以上 3 所高校分别成

立了信息能力工作小组、信息素质开创性计划委员

会和信息素质特别小组等机构来具体开展信息素质

教育项目的研究和实施。在组织机构内部 ,行政管

理人员、专业人员的结构合理 ,为信息素质教育目标

的实现提供了行政上和人力上的保障。

(3)综合信息素质是专业信息素质的基础。在

培养高校学生综合信息素质的基础之上 ,研究和确

定各专业、各学科信息素质能力 ,针对不同专业、不

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 ,按照专业分层次地进行专

业信息素质能力的培养。

(4)美国高校开展的信息素质教育项目大多经

过多年试验 ,积累了丰富经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

学开发的一系列项目都是围绕着以培养该校所有学

生应具备的 10 大核心信息能力这一中心任务展开

的 ,它的 10 大信息能力是针对该校的教学目标和学

科发展而制定的 ,经过多次修订。纽约州立大学的

信息素质开创性计划的宗旨是为了确立该校所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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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具备的信息素质能力 ,并且通过各种实践活动

来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从内容上来看 ,上述这两

所高校制定的信息素质能力与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

馆 2000 年 1 月 8 日通过的美国高校学生应具备的信

息素质标准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这说明这些

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为美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目标的

制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5) 合作精神是高校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最

重要的基础。一所大学中的不同机构之间需要合

作 ,而且一所大学中的各个分校之间也需要充分

合作。

(6)图书馆员在信息素质教育项目实施中承担

着重要的角色。任何一所高校信息素质教育项目的

实施都离不开图书馆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图书馆员

作为信息资源的导航员 ,不仅是信息素质教育项目

的重要决策者 ,而且是信息素质教育的积极实践者。

图书馆员和教师在信息素质教育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承担着重要任务。图书馆员与教师密切配合 ,共同

推进信息素质教育计划的实施。

上述经验对于新形势下我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

实践的开展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应结合我

国各高校的实际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 ,积极推

进我国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实践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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