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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全球进展及我国的对策

黄如花　 冯　 婕　 黄雨婷　 石乐怡　 黄　 颖

摘　 要　 信息素养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美国被提出之后，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ＩＦＬＡ、欧

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通过教育提升全球公众的信息素养。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资料，以及政府文件、会议记录、重要机构或项目的报告、指南、年鉴等文献，总结全球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渊源、演变历程和实践现状。 研究发现当前全球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存在三

个突出问题：整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研究滞后于实践。 为提升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水平，建议尽快出台专

门政策和标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力求覆盖各类受众，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大力培养师资，合作建设资源，搭建交

流平台和传播中国声音。 表 １。 参考文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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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虚假信息的传播及其危害在国际上引起了

前所未有的共同关注。 自 ２０１９ 年底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爆发以来，网络虚假信息的产生与传播

引发一波又一波舆情，严重影响疫情防控。 针

对这种“信息疫情” （ ｉｎｆｏｄｅｍｉｃ），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专门组建团队开展“传言与事实澄清”
研究，于官网设立专栏发布研究成果。 《美国信

息科学技术学会会刊》 （ ＪＡＳＩＳＴ）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发布“全球健康危机也是信息危机：行动倡议”。
人民网、光明网、《华盛顿邮报》等国内外知名媒

体均刊文讨论虚假信息相关问题。 哈佛大学肯

尼迪学院就“新冠肺炎与误传疫情”面向全球各

领域专家紧急征稿［１］ 。 全球七大社交网络巨

头———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Ｇｏｏｇｌ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Ｒｅｄ⁃
ｄｉｔ、Ｔｗｉｔｔｅｒ 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共同发布打击虚假信息

的声明［２］ 。
虚假信息的产生、传播与公众信息素养关

系密切。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虚假信息产

生与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涉及信息披露

机制、媒体宣传、网络平台的管理，也关乎公众

信息素养，包括面临突发事件是否意识到可以

利用信息解决问题，是否能够从权威渠道获得

所需信息，是否能够甄别信息真假，转发信息是

否遵守信息伦理与法律等。 因此，开展公众信

息素养教育，有助于提升公众识别虚假信息的

能力，减少虚假信息的危害。
关于“公众”的定义，笔者检索知网词典发

现，《现代汉语词典》等 ３ 个词典解释为“社会上

的多数人”，最新的解释是 ２０１２ 年上海辞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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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新词语 １００００ 条》的“全体公民”。 “公众”
的相关词有大众、民众、群众、公民、人民等。 有

学者认为，２１ 世纪以来，“公众”一词的频繁出现

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相关。 “公众”是介于“公

民”（法律概念）和“人民” （政治色彩）中间的词

汇，不过于严肃又适合应用在学术话题［３］ 。 基

于此，本文用“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意指信息素

养教育应面向国家全体公民。
为全面了解国内外关于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的相关成果，笔者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ｐｕｓ、Ｐｒｏ⁃
Ｑｕｅｓｔ、中国知网、万方、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为检索工

具，获取该主题相关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

议论文 ４００ 余篇。 研究成果集中在图书情报、计
算机科学、健康信息和新闻传播领域，主要涉及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主体、内容、模式及障碍

等。 但这些成果主要是关于信息素养教育的理

论研究，还不能如实、完整地反映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和世界各国在公众信息素养教

育方面的各种实践和努力。 为此，笔者再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联邦注册（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与教育资源

信 息 中 心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ＲＩＣ）等检索平台和工具，获取信息素养

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资料，同时还搜集到国内

外同类研究中鲜用的政府文件、会议记录、重要

机构或项目的报告、指南、年鉴等文献。 对上述

文献的分析表明，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更缺乏全面、
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上述

多源异构数据，系统梳理全球公众信息素养教

育的演变历程，总结其研究与实践现状，提出提

升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水平的相关建议。

１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提出及其演变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是什么时间、在什么背景

下、谁提出来的？ 目前尚未发现对此进行明确梳理

的成果，笔者通过相关线索与文献分析找到答案。

１ １　 提出“信息素养”术语

“信息素养”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术语是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时任美国信息产业协会（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ＩＡ） 主席保罗·泽考斯基

（Ｐａｕｌ Ｇ Ｚｕｒｋｏｗｓｋｉ）在向美国国家图书馆和信息

科学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ＣＬＩＳ）提交的《信息服务环

境关系与优先事项》报告中提出的。
为什么是在该时期、向这个机构提出呢？

第一，１９４５—１９７０ 年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图
书馆界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乔治·布宾

斯基（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ｂｉｎｓｋｉ）称此时期为“美国图书馆

事业黄金时代” ［４］ 。 第二，图书馆利用新技术处

理信息并提供检索的能力得到社会认可。 １９６４
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ＮＬＭ）推出了第一个

面向公众的大型、基于计算机的回溯性检索工

具———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ＤＬＡＲＳ）；
１９６６ 年，美国教育部推出教育研究与信息在线

数字图书馆———教育资源信息中心（ ＥＲＩＣ）；直
到 １９６８ 年，图书馆界之外的机构才开发出全球

第一个大型商业性联机信息检索系统 ＤＩＡＬＯＧ。
第三，依法成立的 ＮＣＬＩＳ 规格高、影响大，指导

全国图书情报业务的工作卓有成效。 ＮＣＬＩＳ 成

立于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是根据美国公法（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国家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委员会法案》 （公

法编号：Ｐｕｂ Ｌ ９１－ ３４５） 在行政部门内部设立

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其作用是就与图书馆和信

息政策、计划有关的事项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咨

询意见，负责制定充分满足美国人民需要的图

书馆和信息服务的总体规划［５］ 。 该委员会首届

成员 １４ 人，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大学、出版社、银行、电话公司等机构。
ＮＣＬＩＳ 不仅发布了诸多对美国图书情报事业具

有重要影响的报告，涉及公共图书馆预算、图书

情报学继续教育、国家图书情报服务等内容，而
且向总统提交国家信息政策等建议。

《信息服务环境关系与优先事项》分为五个

部分：达到信息素养目标、私营部门信息资源、
传统的图书馆与产业关系、过渡时期的图书馆

与产业关系、政策问题。 报告指出：美国人口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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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百分之百具有识字能力，但只有一小部分、即
约 １ ／ ６ 的人具有信息素养，为在 １９８４ 年前实现

“普遍信息素养”，将制定重大的国家方案列为

最高优先事项，培养所有公民使用现有的以及

尚处于开发和测试状态的信息工具的能力［６］ 。
可见，保罗·泽考斯基在提出“信息素养”术语

时就强调面向所有人，而且用“普遍信息素养”
表示公众信息素养之义。

另一方面，信息素养由提出伊始强调的工

作场景转向图书馆和学术场景。 保罗·泽考斯

基提出，“重点目标是把信息素养作为解决工作

场所问题的工具。 在图书馆学领域，图书馆员

和学者接受信息素养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重点目

标。 因此，信息素养逐渐从一种仅限于私营部

门解决问题的工具方法演变为图书馆界和学术

界普遍接受的一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技能，后来

演变为一个与信息技术、电子数据库和专门技

术知识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 ［７］

１ ２　 推动美国重视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ＮＣＬＩＳ 认为，公众获取有关健康、教育、工

作、民主生活等各种信息，有助于改善自身生

活、履行公民义务。 因此，必须通过图书馆保障

公众无障碍获取信息的权益，培养公众更好地

利用信息的能力。 ＮＣＬＩＳ 一直关注美国公众的

信息需求，并致力于将这些需求转化成政府的

政策以及图书馆开展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实

践。 为了强调图书馆开展素养教育的迫切性，
ＮＣＬＩＳ 在 １９７９ 年的图书馆与素养会议上倡议成

立国家素养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并在各州成立素养教育的国家资源中

心；提出图书馆应成为素养教育机构，拥有素养

教育专项资金。 ＮＣＬＩＳ 十分重视公众的健康信

息素养教育，倡议图书馆在为公众提供健康信

息、引导公众了解健康信息获取渠道中发挥更

大作用，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向总统和国会提议，推
动图书馆成为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资源中心。
ＮＣＬＩＳ 促进美国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工作完整

地反映于其总结报告《满足美国人民的信息需

求：过去行动与未来倡议》 ［８］ 。

１ ３　 发展信息素养教育概念

如果说 ＮＣＬＩＳ 在国家层面做了大量规划与

指导性工作的话，那么信息素养概念的发展得

益于 １９８７ 年成立的两个重要组织机构，即美国

图书馆协会（ＡＬＡ）信息素养主席委员会和美国

国家信息素养论坛（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ＮＦＩＬ） ［９］ 。
１ ３ １　 丰富信息素养的内容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发布的《美国图书馆协会

信息素养主席委员会最终报告》解释了信息素

养的内涵：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懂得如

何获取信息，如何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的信息；
呼吁要重视信息素养教育，指出了公共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

的作用。 报告第一部分阐述了信息素养对个

人、商业和公民的重要性，并指出阻碍信息素养

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公众的意识不够，因此，
需要在 ＡＬＡ 领导下成立信息素养联盟，与其他

的全国性机构合作促进信息素养教育。 提出该

联盟必须以有力的方式教育公众，使其意识到

信息素养在商业、家庭事务和公民责任各个方

面的重要性，为实现这一目标，联盟应成为一个

宣传教育的网络，在全国信息素养教育领域起

领导作用，并联合相关的教育力量［１０］ 。 可见，自
一开始，ＡＬＡ 就强调信息素养教育是面向所有

人的。
ＮＦＩＬ 是由 ６５ 个教育和图书馆领域的全国

性机构组成的联盟，指出不能再仅将识字视为

阅读和记忆知识的能力，还必须包括获取和评

价任何情况下所需信息的能力；自由教育所追

求的传统的识字要求已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应
以新的学习方式，即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学生

的信息素养能力［１１］ 。 ＮＦＩＬ 将信息素养纳入识

字的要求中。
１ ３ ２　 “信息素养”术语进入图书情报学领域

并被广为接受

１９７６ 年，李·伯奇纳尔（Ｌｅｅ Ｂｕｒｃｈｉｎａｌ）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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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萨斯农工大学图书馆的一个研讨会上使用了

表示信息素养的动词词组“ｔｏ ｂ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
ａｔｅ”（通常译为“具备信息素养的人”），认为要

想成为具备信息素养的人必须具有多种技能，
包括高效地查找信息、利用信息解决问题与做

出决策，但没有使用 “ 信息素养”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这个名词术语 ［１２］ 。 １９７９ 年，“信息素

养”术语被引入图书馆学领域。 罗伯特·Ｓ·泰

勒（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Ｔａｙｌｏｒ） 在《图书馆杂志》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撰文并引入该术语，同时扩大其内容范

围，认为“信息素养”的近似定义包括四个要素，
其中知晓从谁和从哪里获得各种信息资源是这

种素养培养的必要内容，通过信息素养教育提

升信息素养水平是图书馆学专业未来将面对的

四大问题之一，同时还建议将信息素养与图书

馆员联系起来以扩大其传播范围，充分发挥图

书馆员具备多种信息管理技能的优势［１３］ 。
从实践看，在信息素养术语提出之前，图书

馆就已开展指导公众利用图书馆的相关活动，
这些活动被视为信息素养教育的前身，包括图

书馆指导（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书目指导（Ｂｉｂｌ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用户教育 （ Ｕｓ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读者教育（Ｒｅａｄ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信息素养”术语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得到

广泛认同的标志是两个检索工具用词的变化。
１９９２ 年， 《 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词汇表》
（ＥＲＩＣ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在叙词中增加 “ 信息素养”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１９９３ 年，国际主流的图书

情报学文摘《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ＬＩＳＡ）使用“信息素

养”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和 “用户培训” （ Ｕｓ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代替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 年使用的“图书馆：用
户教育”（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Ｕｓｅｒ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９］ 。

１ ４　 提出信息素养教育标准

ＮＣＬＩＳ 高度重视中小学图书馆在信息素养

教育中的地位。 １９８５ 年，ＮＣＬＩＳ 主持召开了由

图书馆员、教育工作者、公民和出版商等参与的

会议，讨论如何界定、发展和促进学校图书馆媒

体中心在向儿童、年轻人传授信息发现与利用

技能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指导中小学信息素养

教育的概念框架［１４］ 。 １９８９ 年，ＮＣＬＩＳ 与美国学

校图书馆员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ＡＳＬ）合作主办主题为“信息素养与

２１ 世纪教育：行动议程”的学术研讨会，围绕中

小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教师背景、教学方

式、管理方式、资助方式和实施方式五大领域提

出建议。 ２００１ 年，ＮＣＬＩＳ 组织两次听证会，讨论

中小学图书馆员如何做好知识领航者、培养学

生的信息能力、推进基础读写教育向信息素养

教育转变等问题。
在 ＮＣＬＩＳ 等机构推动下，１９９８ 年 ＡＡＳＬ 与

美国教育交流技术协会共同提出了《学生学习

的九个信息素养标准》 （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包括信息素

养、独立学习和社会责任 ３ 个类别，共 ９ 个标准

２９ 个指标。 此后，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ＣＲＬ）将这些信息素养标准延伸到高等教育领

域，促成了 ２０００ 年 ＡＣＲＬ《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

力 标 准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出台，该标准包

括五个方面：确定信息的性质和范围，高效地获

取信息，评价信息及来源并与个人的知识背景

有效结合，有效利用信息达到特定目的，懂得信

息利用与经济、法律、社会的关系并遵守社会信

息伦理。 ２００７ 年，ＡＡＳＬ 在 １９９８ 年标准的基础

上，推出面向中小学生的《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ｅｒ），新的四

大标准强调了批判性的知识获取，独立思考、判
断、应用和创造，符合信息伦理的合作与分享，
以及个人成长。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因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需要进行全面修

订，ＡＣＲＬ 理事会先后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提交、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采用《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

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以取代原来的标准。 该框架包括

“权威的构建性与情境性”“信息创建的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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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价值属性” “探究式研究” “对话式学术

研究”“战略探索式检索”六个方面，最突出的变

化是强调信息素养是一系列素养，即元素养

（ＭｅｔａＬｉｔｅｒａｃｙ），而且更具灵活性，开展信息素养

教育的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该框架中的相

关内容。 可见，美国的信息素养教育标准是中小

学先行，再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两类标准的修

订都拓展了信息素养的范围，都强调批判性思

考、信息创造，更能体现信息通过创造而增值。

１ ５　 推动信息素养教育从美国走向国际

１９８０ 年，ＮＣＬＩＳ 成立国际合作规划组，不断

开展调查、研究与交流工作，逐渐走向国际舞

台，包括与欧盟和联合国积极联系，筹办“信息

素养国际领导会议”等。 因在信息领域国际交

流中的贡献，ＮＣＬＩＳ 受美国国务院委托，于 １９７６
年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综合信息

项目美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处。
２００２ 年，ＮＣＬＩＳ 与 ＮＦＩＬ 合作，在布拉格举

行的“信息素养专家会议”期间向 ＵＮＥＳＣＯ 提交

了三份重要的白皮书：①《积极与高效市民的信

息素养》（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认为信息素养教育进入正规和

非正规教育系统有利于推动公民参与社会和民

主进程，而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文化机构具有重

要责任； ② 《 终身学习与信息素养》 （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阐释了终身学

习和信息素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信息素养

教育应融入各类教学活动；③《信息素养促进教

育变革：背景文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ｓ ａ Ｃａｔ⁃
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ｐｅｒ）
指出信息素养教育可以使学生从表面的、依赖

性学习向深度、独立、自我把控的终身学习转

变，有利于推动信息社会向学习社会转变。 可

以说，ＮＣＬＩＳ 在向美国乃至全球宣传公众信息素

养教育的重要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惜因

经费问题 ＮＣＬＩＳ 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被迫关闭，
并入美国图书馆和博物馆服务署（ＩＭＬＳ）。

综上所述，１９７４ 年“信息素养”术语在美国

提出之初就面向公众，ＮＣＬＩＳ、ＡＬＡ 和 ＮＦＩＬ 共同

努力，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

较快发展，并进入国际视野。

１ ６　 在全球范围统一 “信息素养”的术语与

标识

ＵＮＥＳＣＯ 是最重要的引领和指导全球信息

素养教育的国际组织，国际图联（ ＩＦＬＡ）在其指

导下带领全球图书馆界积极开展工作。 虽然这

两个机构没有明确用“公众信息素养”的名称或

相关术语，但一直、一致强调信息素养教育应面

向所有公民。 经过二者多年努力，信息素养教

育的重要性逐渐得到认可。
为方便全球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者与从业者

的交流，ＵＮＥＳＣＯ 统一了信息素养的名称与标

识。 如前文所述，“信息素养”术语在美国提出

的重要背景就是 ＭＥＤＬＡＲＳ 等多个计算机检索

系统的问世，受此背景影响，与信息素养相关的

术语还有计算机素养（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网络

素养（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但它们更侧重于信息存

在的形态或载体而非信息本身，而信息素养强

调的是对信息内容的获取、评价与利用。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在加拿大魁北克举办的世界图书馆信息

大会上，ＵＮＥＳＣＯ 负责传播与信息事务的副总干

事宣布了国际信息素养徽标大赛的冠军得主，
宣告信息素养国际通用徽标的诞生，该徽标以

一种简单的方式体现了人类搜索和访问信息的

能力［１５］ ，这也标志着“信息素养”术语在全球的

统一和广泛认可。 一个重要的例证是，ＩＦＬＡ 信

息素养部（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ＬＳ）网站

汇集了全球 ７９ 个国家的语言表示的“信息素

养”术语。 ２００８ 年，为方便公众更好地理解信息

素养，ＵＮＥＳＣＯ 出版《理解信息素养：启蒙读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 Ｐｒｉｍｅｒ）。

１ ７　 提出“媒介与信息素养”
随着与信息素养相关的术语不断增多，如

媒介素养、数字素养、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素养

等，ＵＮＥＳＣＯ 认为需要使用一个综合概念涵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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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多种素养。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ＵＮＥＳＣＯ 在法国巴

黎会议上正式提出“媒介与信息素养” （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ＭＩＬ），将 ＭＩＬ 定义为一

组能力，使公民有能力使用一系列工具，以批判

的、合乎道德的、有效的方式获取、检索、理解、
评估和使用、创造、分享所有格式的信息和媒体

内容，从而参与和开展个性化、专业化和社会化

的活动［１６］ 。

２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全球实践

２ １　 不断提升信息素养重要性的高度

不断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是 ＵＮＥＳＣＯ 在全

球持续倡导的行动。 １９８２ 年发布的《格伦瓦德

宣言》（Ｔｈｅ Ｇｒüｎｗａｌ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强化了公民对自由获取信息这一基本人权

的意识，强调了政治和教育系统需促进公民理

解媒介传播现象和参与媒介活动［１７］ ， 此后

ＵＮＥＳＣＯ 关注重点主要是通过媒介教育保障公

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其 ２００１ 年启动的全民信息

计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ＩＦＡＰ） 强调

的依然是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权利。 直到 ２００２
年， ＮＣＬＩＳ 与 ＮＦＩＬ 提 交 了 三 份 白 皮 书 后，
ＵＮＥＳＣＯ 才开始重视通过信息素养教育保障公

民信息获取的权利，并与 ＩＦＬＡ、欧盟委员会等众

多合作伙伴联合推出了一系列倡导社会各界关

注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宣言（见表 １）。 这些宣

言强调如下内容：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是终身学

习、全民教育的关键领域；政府、教育系统、图书

馆等各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在
正式和非正式教育中培养公众的信息素养，以
及在不同领域和特定场景利用信息的相关能

力。 ＵＮＥＳＣＯ 分别在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０３０ 年教育：
仁川宣言》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３０：Ｉｎｃｈｅ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教科文组织推进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

议程》（ＵＮＥＳＣＯ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中将公众信息素养的

重要性上升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高度。

２ ２　 召开峰会引起各国领导人关注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ＳＩＳ）是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主导的、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而举办的各国领

导人最高级别会议。 ＷＳＩＳ 希望各国共同努力，
建设一个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发展的信息社会，
鼓励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

组织、民间和私营部门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真正

参与其中。 ＷＳＩＳ 分别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５ 年

召开的三次会议，均致力于探讨如何缩小全球

数字鸿沟，邀请部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民间

社会和私营部门代表参加。 各国政府在 ２００３
年召开的“创造数字机遇”圆桌会议上，就 ＩＣＴ
能力的培养纳入中学和大学阶段的教育问题

达成共识，并签署《日内瓦行动计划》 （ Ｇｅｎｅｖａ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承诺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充分考

虑对成年人的教育，确保其使用创造性的方式

分析和处理信息，以全面参与到信息社会中；
２００５ 年会议发布的 《 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
（ Ｔｕｎｉｓ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强调，
各国政府将提供教育和培训项目，旨在帮助公

众提高 ＩＣＴ 能力、树立 ＩＣＴ 信心。 ＷＳＩＳ 之后，
ＵＮＥＳＣＯ 采取了一些后续行动［１８］ ，包括自 ２００９
年起设立的 ＷＳＩＳ 论坛，多次探讨关于信息素

养教育的话题，如 ２０１７ 年召开“在线新闻界的

挑战与机遇” 主题研讨会，议题包括公众 ＭＩＬ
能力、记者与其他媒介角色的作用、虚假新闻

等；２０１９ 年设立“数字时代多利益相关者打击

骗局和虚假新闻的方法” “人工智能助力媒介

与信息素养以应对多样性和灾难”等多个专题

研讨会。

２ ３　 指导成员国出台国家政策和评估框架

为了给成员国制定信息素养教育政策提供

一个有效和可靠的框架，ＵＮＥＳＣＯ 于 ２０１３ 年发

布两份重要报告：《媒介与信息素养：政策和战

略指南》 （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和《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

评估框架：国家状况与能力》 （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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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 Ｒｕｈｕａ，ＦＥＮＧ Ｊｉｅ，ＨＵＡＮＧ Ｙｕｔｉｎｇ，ＳＨＩ Ｌｅｙｉ ＆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２０

表 １　 ＵＮＥＳＣＯ 及其他机构发布的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系列宣言

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者 与公众信息素养相关的表述

《布拉格宣言： 迈向信息素养社会》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ｕ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ＮＣＬＩＳ、 ＮＦＩＬ、
ＵＮＥＳＣＯ 等

各国政府应制定强有力的跨

学科计划，在全国范围促进信

息素养；信息素养应成为全民

教育的组成部分。

《信息社会灯塔：关于信息素养和终身

学习的亚历山大宣言》 （ Ｂｅａｃ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Ｐｒｏｃ⁃
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ＦＬＡ、
ＮＦＩＬ 等

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是信息

社会的灯塔；信息素养是终身

学习的核心；信息素养是数字

时代一项基本人权，能促进社

会对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包容。

《媒介与信息素养的菲斯宣言》 （ Ｆｅｚ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

文明联盟（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
ＡＯＣ）等

将 ＭＩＬ 纳入正式教育与非正

式教育体系，确保每个公民有

权接受新的公民教育；使教师

和学习者都具备 ＭＩＬ 能力，从
而建立一个 ＭＩＬ 社会。

《国际图联媒介和信息素养建议书》
（ ＩＦＬＡ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ＩＦＬＡ
通过实施 ＭＩＬ 项目提高女性

和弱 势 群 体 的 就 业 与 创 业

能力。

《哈瓦那宣言： １５ 项信息素养行动》
（ Ｈａｖａｎ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ｆｔｅ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ＩＦＬＡ
制定不同背景下的教育计划；
探索开展适应公众特定信息

需求的技能培训。

《媒介与信息素养的莫斯科宣言》 （ Ｔｈｅ
Ｍｏｓｃｏｗ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ＦＬＡ、
俄罗斯 ＩＦＡＰ 委员

会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等

将 ＭＩＬ 纳入所有课程体系，包
括各级教育的评估系统，尤其

是终身学习、工作场所的学习

及教师培训。

《数字时代媒介与信息素养的巴黎宣

言》（Ｐａｒｉ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ＵＮＥＳＣＯ 等

确保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构

定期更新其 ＭＩＬ 策略和教育

规定，培养图书馆和文化机构

专业人员必要的能力。

《信息获取与发展里昂宣言》 （ Ｔｈｅ Ｌｙ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ＩＦＬＡ 等

呼吁联合国成员国认可信息

获取与有效利用信息能力是

可持续发展之需。

《关于不断变化中的媒介与信息背景

下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里加建议》 （ Ｒｉｇａ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ａ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ＵＮＥＳＣＯ、欧盟委

员会等

在所有教育层次的课程中建

立 ＭＩＬ 标准。

《关于媒介与信息素养的青年宣言》
（ Ｙｏｕｔｈ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ＵＮＥＳＣＯ 等

将 ＭＩＬ 纳入课程体系；媒体和

图书馆对 ＭＩＬ 发展的作用不

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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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七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前者指出，ＭＩＬ 为所

有公民提供了在 ２１ 世纪生存所必需的关键能

力，各个国家需要制定政策和战略和以目标为导

向的计划，以提升所有人的 ＭＩＬ，ＵＮＥＳＣＯ 支持会

员国通过公开和包容性的国家磋商使这些准则

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后者则阐释了 ＭＩＬ 的概念、
核心要素、能力要求指标、教育、政策等一系列相

关问题，为 ＵＮＥＳＣＯ 成员国提供方法指导和实用

工具，以评估国家级 ＭＩＬ 的准备情况与能力。

２ ４　 建立国际合作网络

ＵＮＥＳＣＯ 建立了两个国际合作网络。 ２０１１
年，建立国际媒介与信息素养和文化间对话国

际大学网络，旨在推动 ＭＩＬ 和跨文化对话政策

的相关研究，将国际大学网络融入各层次的正

规教育体系及相关媒介制作实践，推出面向教

师的 ＭＩＬ 课程。 自 ２０１３ 年起，国际大学网络每

年出版年鉴，２０１７ 年还出版进展报告，总结其在

全球的活动情况。 ２０１３ 年，组建全球媒介与信

息素养伙伴关系联盟，旨在体现全球各地区的

话语权，面向包括妇女、儿童、青年、残疾人和其

他边缘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提供 ＭＩＬ 教育；促
进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 ＭＩＬ。

国际学术会议为合作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
信息素养教育领域已有多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

议，如欧洲信息素养会议［２０］ 、信息素养峰会［２１］ 、
信息素养会议［２２］ 和国际信息素养大会［２３］ 等，该
领域的教育者、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积极参与，
共同推动世界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

２ ５　 开展宣传与推广活动

２ ５ １　 启动“全民信息计划”
全民信息计划（ ＩＦＡＰ） 是 ＵＮＥＳＣＯ 于 ２００１

年启动的政府间计划，旨在为知识社会的所有

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平台，以讨论、出台与信息

获取相关的政策、战略和实践方案的指导框架，
统筹 协 助 各 成 员 国 确 定 行 动 方 针。 现 在，
ＵＮＥＳＣＯ 将信息素养作为 ＩＦＡＰ 的六大优先领

域之一，将构建信息素养社会作为其愿景之一。
工作重点包括：支持成员国制定公众信息素养

标准，评测国家层面的公众信息素养水平及培

训服务能力；通过国家及区域间活动、试点项

目，增强政府对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决策意识。
为在全球顺利推广 ＩＦＡＰ，ＵＮＥＳＣＯ 设立了政府

间理事会主席团、六大优先领域工作组，在全球

５ 个地区建立了 ３８ 个国家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ＦＡＰ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我国的 ＩＦＡＰ 国家委员会设立在中

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２ ５ ２　 培养信息素养师

信息素养师资培训班项目是 ＩＦＡＰ 理事会

于 ２００７ 年提议的全球推广项目，旨在增加信息

素养师数量，改善全球缺乏合格信息素养师的

现状，鼓励项目参与者的所在国家与机构积极

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活动；该项目着重提升妇女、
失学失业青年、移民和难民、残疾人、农村偏远

地区居民、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信息

素养。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该项目在全

球 １１ 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图书馆、协会以及文

化教育机构分别举办为期 ２—５ 天的培训班，共
计 ９９ 个国家的 ７６１ 名学员参加。 培训内容涉及

最新的信息检索知识与技能、最佳教学方法、信
息素养教育最佳实践等，举办地包括中国武汉、
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帕提亚、埃及亚历山大、
土耳其安卡拉、爱沙尼亚塔林、西班牙格拉纳

达、加拿大魁北克、秘鲁利马、南非开普敦、牙买

加蒙特哥贝。
由于现场参与信息素养师资培训班存在诸

多不便，ＵＮＥＳＣＯ 推出了面向信息素养师资的系

列著作与课程，包括：《媒介与信息素养课程方

案（ 教师用）》 （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８ 年分

别推出三个版本的《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

框架》 （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与通

信技术能力框架〉本土化修订指南》 （ ＩＣＴ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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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 Ｒｕｈｕａ，ＦＥＮＧ Ｊｉｅ，ＨＵＡＮＧ Ｙｕｔｉｎｇ，ＳＨＩ Ｌｅｙｉ ＆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２０

２ ５ ３　 确立信息素养宣传周和宣传日

全球媒介和信息素养周（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Ｗｅｅｋ，ＭＩＬ Ｗｅｅｋ） 于 ２０１２ 年

设立，每年 １０ 月 ２４—３１ 日举行，旨在呼吁政府间

组织、教育机构等 ＭＩＬ 相关组织在世界各地开展

本地化活动，促进跨学科和专业的 ＭＩＬ 交流。
２０１５ 年，ＵＮＥＳＣＯ 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通

过关于将 ９ 月 ２８ 日设为“普遍获取信息国际

日”的决议，旨在呼吁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

各机构、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

人，以各自认为最为恰当的方式， 开展庆祝

活动。
此外，ＵＮＥＳＣＯ 还开展“信息素养之星” “全

球媒介和信息素养奖”等评选活动，以表彰在信

息素养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与项目，
激发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信息素养教育。

３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主要问题

得益于 ＵＮＥＳＣＯ 和 ＩＦＬＡ 等国际组织的指

导、推动和各国的响应，全球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

性逐渐得到认同，信息交流和数字化等技术不

断应用于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批判性思维、虚假

信息识别、多场景信息素养教育等问题逐渐引

起关注。 但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仍不够理

想，主要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３ １　 整体水平不高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受众在职业、年龄、受
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且涉及多种场

景，因而实施难度大；面向大学生和学术场景的

信息素养教育发展较完备，面向其他教学对象

和场景的实践则相对滞后。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从受众与场景而言，信息素养教

育涉及学习、工作与生活三大场景，但目前实施

的信息素养教育一般是为高校学生设计的，忽
视中学生、工作场景以及不同从业者和广大公

众的日常生活需求［２４］ ，导致“公众参与公共生

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做出知情决定所需的信息

素养技能十分薄弱” ［２５］ 。 正是意识到这种不

足，保罗·泽考斯基在 ２０１４ 年庆祝“信息素养”
术语诞生 ４０ 周年之际提出了 “ 行动素养”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强调培养所有人将信息应用

于各种场景中的各种行动能力。 第二，从教学

内容来看，更关注科研与学术信息、信息搜索能

力的培养，对信息意识、信息伦理与法律、批判

性思维和利用信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能力的培

养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导致出现了本文开头所

述的公众缺乏甄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容易轻信

与盲从的现象。 第三，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师资

的意识与能力不足，目前图书馆员是公众信息

素养教育师资的主要力量，但他们精力有限，对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认知不足，教育能力较为

薄弱［２６］ 。 一项基于美国图书馆的调查显示，尽
管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得到认可，但图书馆

员开展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积极性不高［２７］ 。 第

四，信息素养教育过程中需要开展大量的信息

检索与利用实践，但教育空间不足，检索工具落

后，异地访问关键技术的权限欠缺，以及网络连

接不畅等，导致受教育者实践学习的时长不够，
学习效果不理想，动手能力差［２８］ 。

３ ２　 发展不平衡

由于各个国家开展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起

始时间、国民受教育程度、政策与法律保障、经
费投入和研究支持等方面不同，全球公众信息

素养教育水平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地域不平衡。
３ ２ １　 发达国家优势明显，各具特色

（１）美国：全国性政策与标准引领

如前所述，美国是全球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实践与研究的引领者，并推动着公众信息素养

教育走向国际。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９ 日，ＮＦＩＬ
和 ＵＮＥＳＣＯ、ＩＦＬＡ 在埃及亚历山大城联合召开

国际高级信息素养和终身学习研讨会，发表《亚

历山大宣言》，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全球公众信

息素养教育领域的影响。 进入 ２１ 世纪后，美国

一直从国家层面重视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２００９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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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将每年 １０ 月确定为“国家

信息素养意识月”，此后每年组织庆祝活动，以
增强全体国民的信息素养意识，推广该领域的

相关成果，提供交流平台。 在信息素养教育标

准领域，美国分别于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０ 年提出了面

向中小学、高等教育的信息素养标准，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又分别出台新的标准与框架，以适应信

息素养教育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美国的

信息素养标准在全球起到引领作用。
（２）英国：研究与实践互相促进

受 １９８７ 年美国成立 ＮＦＩＬ、１９８９ 年 ＡＬＡ 发

布《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素养主席委员会最终

报告》的影响，英国提高了对信息技能重要性的

认识［２９］ 。 英国学院、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协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ＳＣＯＮＵＬ） 信息素养工作组于 １９９９ 年发布

《高等教育信息技能：ＳＣＯＮＵＬ 立场文件》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ＳＣＯＮＵ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提出为研究项目搜集资料的七大信

息技能模型，即识别（ｉｄｅｎｔｉｆｙ）、评估（ ａｓｓｅｓｓ）、规
划（ｐｌａｎ）、收集（ ｃｏｌｌｅｃｔ）、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 和展示 （ ｐｒｅｓｅｎｔ），于 ２０１１ 年进行修

订、２０１５ 年进行评估［３０］ 。 ２０１８ 年，英国图书馆

与情 报 专 家 协 会 （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ＬＩＰ）信息

素养工作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Ｇｒｏｕｐ，ＩＬＧ） ［３１］

更新了信息素养的定义，强调信息素养教育面

向所有公民，逐一界定了五种场景的信息素养：
每日生活、公民身份、教育、工作、健康，这是涉

及场景最多的信息素养的内涵。 为了实现信息

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互相促进，ＣＩＬＩＰ 建立了

专门的信息素养教育网站，汇集该领域研究、实
践与教学资源；创办专门刊物《信息素养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讨论生活、研究

与工作等场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实践与

方法；组织召开讨论信息素养教育领域各种问

题的年度学术会议“信息素养会议”。
（３）新加坡：后起之秀

２０１１ 年，新加坡启动国家信息素养计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ＮＩＬＰ），旨在

提升公众对复杂信息环境下信息素养技能重要

性的认识。 为使不同群体、具有不同需求的新加

坡人受到良好的信息素养教育，２０１３ 年正式推广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运动“来源、理解、研究与评

估” （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 Ｕ Ｒ Ｅ．），包括 Ｓ Ｕ Ｒ Ｅ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Ｕ Ｒ Ｅ
ｆｏｒ Ｗｏｒｋ 和 Ｓ Ｕ Ｒ Ｅ ｆｏｒ Ｌｉｆｅ 三个子项目。 ２０１９
年发布 《数字媒介与信息素养框架》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３２］ ，内
容丰富、新颖，可指导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开展数

字化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项目的规划，包括目

标、主要学习内容（必备内容与可选内容）、案例、
相关工具与资源。 为提高 １３—１８ 岁公民的信息

素养，新加坡媒介素养委员会与美国通识教育机

构（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合作，开发了帮助青

少年提升媒介素养技能的“工具包” ［３３］ 。
（４）其他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 １９９２ 年就开始学习美

国的信息素养教育最佳实践［３４］ 。 两国密切合作，
成立信息素养研究所（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ＺＩＩＬ） ［３４］ ，以推

动两国信息素养教育事业发展。 ２００１ 年，澳大利

亚大学图书馆员委员会发布《信息素养标准》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３５］ 。 ２００４ 年，
ＡＮＺＩＬ 出版《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
原则、标准和实践》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旨在总结、分享成功

经验，被爱尔兰视为本国信息素养政策制定的重

要参考文献，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３７］ 。
瑞典、法国重视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法律

保障，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将加强媒介素养

教育写入《瑞典高等教育法》 ［３８］ 和《打击信息操

纵法》 ［３９］ 。
日本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中多用“信息活用

能力”一词代替“信息素养”，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日本

文部科学省在最新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将信息活

用能力置于与语言能力、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

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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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２０

力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信息活用是开展所有学

习的基础［４０］ 。 韩国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就开始

实施中小学信息素养教育，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

的五大内容体系之一是“信息的理解和伦理”，贯
穿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并从 ２００１ 年起在中

学推行“信息素养认证制” ［４１］ 。
３ ２ ２　 发展中国家起步晚，重视程度差异大

有些发展中国家比较重视公众信息素养政

策或框架的设计，当然，其推行及实效有待时

日。 ２０１８ 年 ＵＮＥＳＣＯ 的报告显示，建立了信息

素养框架的发展中国家 ／ 地区集中于非洲、西南

欧、东南亚和南美洲［４２］ 。 南非是非洲媒介素养

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 可比肩西方国家［４３］ 。
２０１９ 年 ＷＳＩＳ 论坛 １０ 周年庆典上，为 ９０ 个公众

信息素养教育项目颁奖，其中 １０ 余项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项目获得冠军奖。

３ ３　 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３ ３ １ 关于评估的研究比较薄弱

如前文所述，ＵＮＥＳＣＯ 希望各国重视公众信

息素养教育的政策与评估。 政策问题研究引起

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研究重点包括已有政策

的分析、政策制定的方法及政策中涉及的关键

问题等，且已形成关注美国和欧洲地区信息素

养教育政策的核心机构与核心学者，如欧洲信

息素养网络设立的信息素养政策与研究专门兴

趣小组主要关注高等教育系统的信息素养教育

政策。 ＮＦＩＬ 的副主席、普渡大学全球政策研究

所教授莎伦·韦纳（ Ｓｈａｒ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是信息素养

政策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作者，她同时重视研

究、实践与政策，强调所有场景尤其是工作与生

活场景下信息素养的应用，强调以多学科思维

研究信息素养政策的制定［４４］ 。 相较而言，公众

信息素养教育评估的研究显得比较缺乏，如信

息素养教育水平的评估指标、方法，面向不同对

象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及其评估，信息素养教

育政策执行和项目实施的评估等。
３ ３ ２　 研究的系统性不够

公众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多个行业和领域的

教育主体共同参与，贯穿所有教育阶段，覆盖各

类受众，涉及多种场景，其统筹与设计都需要理

论的指导。 但当前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侧重

于分别讨论公共图书馆、社区等不同主体开展

的非正规教育，对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多元主

体、对象、内容、方法、效果评估等重要问题的研

究远未形成体系，如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有哪些

主体，各自特色、主次关系如何，各主体间如何

合作，面向不同教育层次、不同行业或职业、不
同场景的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如何设计与

实施等，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且比较分

散；关于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模式的研究

比较薄弱，如 ＵＮＥＳＣＯ 提出的“媒介与信息素养

五大法则”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进行介

绍与解读，对其理论价值与应用的探讨不多。
３ ３ ３　 实践成果未能得到及时反映

如前文所述，ＵＮＥＳＣＯ 为促进全球公众信息

素养教育付出了诸多努力，但现有相关研究主

要关注其在 ＭＩＬ 方面的会议、宣言、政策、理念，
偶有涉及 ＵＮＥＳＣＯ 为推动 ＭＩＬ 而开展的一些活

动，但针对某项活动开展深入研究的成果甚少。
如 ＵＮＥＳＣＯ 提出了 ＭＩＬ 框架与指南，组织了高

规格会议 ＷＳＩＳ，开展了影响力广的 ＩＦＡＰ 项目，
建立了多个国际交流平台，开发了公众信息素

养教育资源系列工具，开设了两门公众信息素

养教育开放在线课程等，对这些具有全球影响

的实践进行案例分析的研究成果不多，更是缺

乏对 ＵＮＥＳＣＯ 举办的多种推动 ＭＩＬ 的活动进行

全面研究的成果。 各国开展的公众信息素养教

育活动的素材散见于相关机构的总结报告、媒
体的报道，但对各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成就、
特色以及问题的分析非常欠缺。
３ ３ ４　 跨领域合作研究不够

ＵＮＥＳＣＯ 在其官网的“媒介与信息素养”栏

目指出，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传统上被视为独

立和独特的领域，其战略就是将这两个领域有

机结合，使 ＭＩＬ 成为当今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

一套综合能力。 早在 ２００８ 年，ＵＮＥＳＣＯ 就提出

以 ＭＩＬ 作为统一的术语代替信息素养、媒介素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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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相关表述，并强调 ＭＩＬ 是一组能力。 但国

内外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研究的融合不够，即
媒介素养多集中于新闻传播和媒体领域，而信

息素养教育和数据素养教育多集中于图书情报

学，教育学领域则侧重于信息交流技术、终身学

习、教育技术与数字素养。 除了嵌入健康科学、
生物、护理等领域的信息素养教育外，对信息素

养教育与其他领域融合的研究重视不够。

４　 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提升之策

在我国，受地域、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等

因素影响，公众信息素养教育长期被忽视，其实

施效果明显滞后于世界很多国家［４５］ 。 例如，在
多个国家备受重视的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却

是我国的薄弱环节。 信息素养教育尚未进入学

校的教育体系，我国中小学很少开设素养教育

课程，学校管理者对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

不足［４６］ 。 多位学者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信

息素养教育的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信息素养

教育发展不平衡，各方参与者缺乏有机的协同

合作， 缺 乏 科 学 完 整 的 “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框

架” ［４７－４８］ 。 我国约占世界人口的 １ ／ ５，且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水平

与这样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亟待加强公

众信息素养教育。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４ １　 出台专门政策和标准

美国信息素养教育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重视政策的制定，莎伦·韦纳（ Ｓｈａｒ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总结了 １９８９—２０１１ 年间美国信息素养

政策领域 １０ 余个里程碑式事件，涉及高等教育、
中小学和公众［４４］ 。 她认为，信息素养政策的制

定有助于应对全球挑战［４９］ ，也是全球优先事

项［５０］ 。 欧盟重视公众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制

定，其“数字单一市场”战略提出了公众在数字

时代所需的多项信息素养技能要求，为开展公

众信息素养教育指明了方向；建立统一在线门

户“欧洲信息政策与研究观察台”，收录 ２０ 余个

国家的 ＭＩＬ 政策。 我国的多个规划提及信息素

养教育，如《“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了

“提升国民信息素养”的目标，《教育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和《教育信息化 ２ ０ 行动计划》分别

提出“学生信息素养显著提升”和“提高师生信

息素养”的目标，但均未就如何实现和保障提出

具体方案，也没有发布相应的评估标准，因而，
实施效果不佳，需要建立专门的政策予以推进。

建议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以下简称“教科文全委会”）牵头制定信息素养

教育相关政策。 因为教科文全委会归口负责中

国与 ＵＮＥＳＣＯ 之间的合作事务，而且是由教育

部牵头领导的跨部门政府机构，由 ３０ 个国务院

职能部门、国家级公共机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

和机构组成，便于汇集多方智慧。 教科文全委

会可组织全国专家，包括 ＩＦＡＰ 中国国家委员会

的专家、从事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

践者，调查与分析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实践

与研究进展，评估与分析公众信息素养水平及

其需求，在此基础上，以 ＵＮＥＳＣＯ《媒介与信息素

养：政策和战略指南》和《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

评估框架：国家状况与能力》为指导，结合我国

信息化战略的需求，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

信息素养教育政策，明确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

目标、主要任务、保障、相关主体及其责任、对

象、信息素养水平的测度、措施与步骤等，为构

建我国公众信息素养培养体系提供指南。
建议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信息

素养教育工作组组织研制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教

育系列标准。 先制定综合性的高等教育信息素

养教育标准，因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信息素养教

育工作已开展 ３０ 余年，实践基础较好。 该工作组

已做了相关的前期探索，在《北京地区高校信息

素养标准》（２００５ 年）基础上，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提出

了《高校大学生信息素质指标体系》 （讨论稿），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信

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意见》 ［５１］ 对信息素养教育的

内容、形式、评估、条件与实施进行了规定。 该标

准的出台无疑有利于规范和指导各高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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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教育工作。 鉴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与信息技

术水平均存在地域不平衡的问题，制定标准时可

考虑必备标准与可选标准相结合，以增强其可操

作性。 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化到不同学科（专业）
的信息素养教育标准，可以参考 ＡＣＲＬ 面向新闻

学［５２］ 、护理学［５３］ 、人类与社会学［５４］ 、教育学［５５］ 等

学科制定专门信息素养标准的做法。
在中小学师生的信息素养标准制定方面，

可参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进行细化。 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课程标准（试行）》 ［５６］ 要求，教师培训课程需涉

及“学科资源检索与获取” “信息道德与信息安

全”等信息素养相关内容。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５７］ 要求

完善“覆盖全学段” “符合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特

点”“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的教育质量

标准体系。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５８］ 设置

的基本要点之一就是“信息意识”，即“能自觉、
有效地获取、评估、鉴别、使用信息；具有数字化

生存能力，主动适应‘互联网＋’等社会信息化发

展趋势；具有网络伦理道德与信息安全意识

等。”制定针对高中生的信息素养标准，可以借

鉴教育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

版）》 ［５９］ ，该标准提到的学科核心素养、课程培

养目标均与信息素养密切相关，不仅将学生的

信息素养水平划分了四个等级，还设置了三个

层次的课程模块，并针对教学与评价、学业水平

考试命题、教材编写、地方和学校实施课程等四

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为进一步深入研制相关信

息素养标准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４ ２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

我国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有赖于多方

共同努力。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
“支持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行业协会、培训

机构等开展信息素养培养，加大重点行业工人

职业信息技能培训力度，完善失业人员再就业

技能培训机制，开展农村信息素养知识宣讲和

信息化人才下乡活动，提升国民信息素养。”

４ ２ １　 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可提供政策、经费等相关保障。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的负责单位为

“中央网信办牵头，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农业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各部委可以结合自己的主管业务

推动相关领域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开展，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可重点参与行业工人、失业人员

的信息素养培养工作；在农村信息化、数字乡村

建设中，农业农村部应将农民信息素养教育放在

重要位置；国家卫生与健康管理委员会、应急管

理部、工信部则可以分别组织健康信息素养教

育、网络信息安全教育、信息伦理与法律教育等。
政府牵头调动其他社会力量开展信息素养

教育。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教育部与微软公司

签订《关于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在职业院校中建设一批“微软技术实践中心”，
通过开发学校学生信息素养养成与测评方案，
创新教学模式，开发教材与实验手册等教学资

源，提升职业院校学生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和教育水平发达的地方政府可以

先行。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行政命令 Ｓ－０６－０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Ｓ－０６－０９）呼吁成立

专门的委员会解决加利福尼亚市民的数字素养

和 ＩＣＴ 素养问题，获得联邦政府资金支持，被莎

伦·韦纳（ Ｓｈａｒ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 称为可作为“其他州

借鉴范例的创新政策” ［４４］ 。 威斯康星州 １９９３ 年

以来发布了三个与信息素养相关的标准与计

划［６０－６２］ ，同时提供了标准的地方实施指南、课程

示例等工具。 近年来，我国多个地方政府积极

响应国家关于提高师生信息素养的号召，纷纷

制定相关教育规划，尤其是教育水平较发达的

地区。 比如， 《 北京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

划》 ［６３］ 和 《 上海市教育信息化 ２ ０ 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６４］ 均明确指出“将信息素养纳

入学生素质评价体系”；《浙江省教育信息化三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６５］ 致力于提高教

育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广东省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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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力体系》 ［６６］ 将“学生信息素养培养”列为

应用能力重点之一，并计划建立相应的课程资

源。 在当前基础上，我国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发

挥先行力量的优势，带动教育水平发展相对滞

后的地区尽快落实相关政策，加强地区间的经

验分享和交流，以逐步缩小信息素养教育的地

区发展差异；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政策的内

容，避免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缺乏可行可用的

标准、依据和工具的情况，相比于美国的地方性

政策，我国现有的地方性政策总体上还缺乏教

育框架、实施指南、评估方案、师生资源工具、优
秀案例推广等具体内容。
４ ２ ２　 教育机构

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在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方

面具有师资优势、教学场地优势，以及教学对象

易于组织等便利条件。
（１）高等学校。 在我国，高等学校信息素养

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最高，高校图书馆积累了丰

富的信息素养教育经验。 教育部（原国家教委）
于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和 １９９２ 年先后发布了三个旨在提

升全国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文件，即《关于在高等

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关于改

进和发展文献课教学的几点意见》和《文献检索

课教学基本要求》。 ２０１５ 年发布修订版《普通高

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三十一条规定，“图书馆

应重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技术，
加强信息素质课程体系建设，完善和创新新生

培训、专题讲座的形式和内容。”教育部、财政部

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全面提升师

生信息素养”。 各高校图书馆已经通过新生入

馆教育、讲座、面向全校开设通识课、嵌入各个

专业课程或者与相关专业教师合作等方式开展

信息素养教育。 各部门和各学科可以再进一步

合作，如“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和“新闻传

播”等相关学科的教师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媒

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通识课程，上述学科的教

师可与高校图书馆员开展合作，针对公众需求

开发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相关的优质在线开放

课程，通过在线教学平台供全国公众学习。 ２０１４
年以来，我国各大高校陆续上线 １２４ 门与信息素

养相关的 ＭＯＯＣ［６７］ ，为进一步开发公众信息素

养教育系列课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中小学。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修订的《中小

学图书馆（室）规程（修订）》要求“开设新生入

馆教育、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阅读指导课等，
鼓励纳入教学计划”。 中小学图书馆员可以与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教师合作，将信息素养教育

的内容融入“信息技术”必修课程，在该课程中

嵌入如何从各种权威途径获取信息，甄别信息

真伪，以及网络安全、隐私保护、信息伦理与法

律等信息素养技能。
４ ２ ３　 图书馆

图书馆员的整体信息素养水平高于其他职

业从业人员，图书馆具有承担公众信息素养教

育的信息资源优势、空间优势，并广受公众信

赖，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信息素养教育机构。
信息素养教育也是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内容和实

现其教育职能的重要途径，正如澳大利亚图书

馆与信息协会于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全民信息素养

声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所言，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专业人员具

有促进政府、企业、专家、教育和工会部门以及

全体澳大利亚公民信息素养提升的责任。 笔者

的文献调研表明，各国开展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的有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含社区图书馆）、
各级学校图书馆等。 目前，我国各高校的信息

素养教育课程只面向本校师生，开展公众信息

素养教育的公共图书馆非常少。 建议在下一轮

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修订中，将信息素养教育

作为读者活动和图书馆员继续教育的考察内

容，以评估推动公共图书馆重视信息素养教育。
各个图书馆可以在已开展的阅读推广、参考咨

询、读者培训、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中增加信

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图书馆如缺乏信息素养教

育的师资，可以在图书馆网站建立免费的国内

外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导航，如西安航空学院图

书馆的“信息素养：学习研究的必修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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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精品课程推荐”；或推介有助于提升读者信

息素养水平的相关开放课程、论文与讲座视频，
后者如中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网络书香讲坛

的“如何利用免费资源提升工作和生活质量”。
４ ２ ４　 行业协会

国外知名图书情报协会通过设立专门机

构、组织学术研究与实践交流活动、设立专门项

目、开发相关工具与课程等方式推动信息素养

教育的发展。 除前文介绍的 ＣＩＬＩＰ 和 ＡＣＲＬ 设

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组织外，ＩＦＬＡ 设立了信息

素养部以支持全球信息素养教育合作［６８］ ；ＡＬＡ
下设多样性、素养和外联服务办公室，开发了工

具包“通过图书馆提升所有成年人的素养”和课

程“通过图书馆提升素养”，在其官网发布虚假

新闻甄别工具包，通过指南教程、项目、研讨会、
谣言鉴别网站集等方式提高用户辨别信息的能

力［６９］ 。 中国图书馆学会近年来也非常重视公众

信息素养教育，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学术年会

都设立专题分会场讨论 ＭＯＯＣ 与信息素养教育

问题，２０１９ 年学术年会组织“信息素养与可持续

发展”主题论坛，发布《中国公民信息素养教育

提升行动倡议》，主办“首届图书馆面向公众信

息素养培训班”，均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 但中

国图书馆学会尚未设立信息素养的专门机构，
建议在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下增设信息素养专

业委员会，一方面，为推动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的

实践与研究提供平台，包括组织召开信息素养

教育的学术会议，研究制定适合我国信息素养

教育的系列标准，开展信息素养师资培训，开发

面向公众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与工具包，建立

信息素养教育资源库或案例库。 如 ＡＣＲＬ 建立

的“同行评审的信息素养在线资源数据库”，旨
在推广、共享由图书馆员创建的信息素养相关

资源，包括科研论文、教学资料等。 另一方面，
中图学会信息素养专业委员会通过加入全球信

息素养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ＡＩＬ）和 ＵＮＥＳＣＯ 的 ＩＦＡＰ 等国际合作

项目，积极参与全球信息素养教育的交流与合

作。 ＩＡＩＬ 的成员有美国国家信息素养论坛

（ＮＦＩ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研究所

（ ＡＮＺＩＩＬ ）、 欧 洲 信 息 素 养 网 络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ＥｎＩＬ） 和北欧信

息素养协会 （ ＮＯＲＤＩＮＦＯｌｉｔ）； ＩＦＡＰ 是 ＵＮＥＳＣＯ
与 ＩＦＬＡ、 ＮＦＩＬ、 ＮＣＬＩＳ、 ＡＮＺＩＩＬ、 ＥｎＩＬ、 ＮＯＲＤＩＮ⁃
ＦＯＬｉｔ、ＳＣＯＮＵＬ 和孟加拉共和国的今日信息科

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ｄａｙ） 等机构参与的全

球性公众信息素养教育项目。
此外，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主体都可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为提升公众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需要开

展跨领域的主体合作。 教师、图书馆员、政府部

门及其他领域从业者都具有合作教学与研究的

责任［７０］ 。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中国图书馆学会与武

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合作主办，海南省图书馆

协会与海南省图书馆承办了“首届图书馆面向

公众信息素养培训班”。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为指导全

国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中国图书馆学会

与中国知网合作，邀请高校教师做题为“公共图

书馆如何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报告，作为“书

香助力抗‘疫’、阅读通达未来———图书馆员业

务能力提升主题活动” 的专题讲座内容之一。
我国各地的文化与旅游管理部门、教育主管部

门可以与当地图书馆合作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提升公众信息素养水平，助力 ＵＮＥＳＣＯ 倡导的

ＭＩＬ 城市建设。

４ ３　 覆盖各类教学对象

国际上信息素养教育是覆盖不同群体和各

类教育对象的。 ＵＮＥＳＣＯ 一直强调信息素养教

育面向所有人，其 ２０１９ 年“普遍获取信息国际

日”的主题是“不让一个人掉队”。 如前文所述，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强调面向所有人

的信息素养教育，并推出相应的全国性措施。
从整体上看，我国面向不同群体的信息素

养教育水平差别较大。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

报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现

状调研显示，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类课程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总体情况较好［７１］ 。 但是，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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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比例很小；老年群体

网络技术的普及率不高，信息素养缺失［７２］ 。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了重点教

学对象，“加大重点行业工人职业信息技能培训

力度，完善失业人员再就业技能培训机制，开展

农村信息素养知识宣讲。”对于上述受众的信息

素养教育，应重视培养其求职与工作场景的信

息素养能力，提升其就业、创业与创收的综合技

能，引导其查找职业教育方面的开放在线课程，
如爱课程网的“中国职教 ＭＯＯＣ”频道。 信息素

养教育可整合到各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如
《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

见》（国发〔２０１８〕１１ 号）指出，“面向城乡全体劳

动者，完善从劳动预备开始，到劳动者实现就业

创业并贯穿学习和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政策”“深入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

计划———‘春潮行动’，将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和

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为高素质技能劳动者。”信

息素养教育还可以与地方性的培训活动相结

合，如贵州省“双培”行动已在全省 ９ 个市州、５７
个县（市、区）举办各类培训班 ６ ０００ 多场次，集
中培训了 ３０ 多万少数民族群众，该行动还融入

信息素养教育能力培训，有助于发挥信息在脱

贫攻坚中的作用。
信息素养教育需结合不同受众的特点与需

求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采用合适的教学资源。
已有成果讨论面向不同对象的信息素养教育，如
面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７３－７４］ 、记者［７５］ 、中小学

生［７６］ 、农民［７７］ 等。 以老年人为例，教学内容以解

决日常生活问题所需的信息技能为主，包括如何

检索保健、医疗、休闲娱乐、购物信息，如何识别

虚假理财产品等，可将信息素养教育活动延伸到

老年大学、社区中心和养老院等老年群体聚集的

场所，主要通过面对面的培训课程，消除老年群

体的电子设备使用障碍；对青少年则最好采用其

喜闻乐见的教学资源，如动漫、绘本、故事书、卡
通卡片、游戏等，重点培养其信息安全与隐私保

护意识、信息伦理与信息法律意识、信息甄别能

力、自主学习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同样的信息素养

教学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展示，通过中宣部的

学习强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国家公共文化云、教
育部的爱课程网等平台发布以惠及更多受众。

４ ４　 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４ ４ １　 线下教学

线下教学方式包括：各高校开设的面对面

授课的信息素养教育类课程，各类型图书馆开

设的专家讲座、案例分析、模拟实训等多种形式

的到馆或者到场培训，或者结合国际读书日、普
遍获取信息国际日、ＭＩＬ 周、信息素养意识月、信
息搜索大赛等活动开展信息素养类教育等。 如

湖南图书馆走进社区开设信息素养公开课程；
湖北省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月”举办旨在培养公

众文化素养、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的系列讲座

活动。 为了扩大线下信息素养教育的影响，图
书馆可以与华为、百度、腾讯、阿里等知名企业

开展合作。 如英国洛奇代尔市公共图书馆的做

法值得借鉴，２０１６ 年，该馆联合谷歌等 ３０ 余家

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主办洛奇代尔的数字文化

节（Ｒｏｃｈｄａ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７８］ ，在为公众展现

高端数字技术的同时，开展搜索电子书、保健信

息等信息素养技能培养，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

度赞扬，时任洛奇代尔市长苏林德·比安特评

价该数字文化节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４ ４ ２　 在线教学

通过在线授课、在线自测、在线互动游戏、
开发公益性或商业性 ＡＰＰ［７９］ 等方式开展公众信

息素养教育，包括以下四种形式。 ①在线授课

是当前最为普遍的方式，包括通过综合性的在

线教学平台开设面向所有网络用户的 ＭＯＯＣ，如
笔者在爱课程网开设的“信息检索”慕课已吸引

各行业学员近 ２０ 万人，该课程入选中宣部学习

强国首批慕课，供全国 ９ ０００ 余万党员学习。
②为某一特定群体开设的小型私有课程（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如笔者为武汉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研究生开设的“信息检索进展”
课程。 ③专门为信息素养教育建立的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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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如 ＵＮＥＳＣＯ 支持建立的“在线媒介与信息

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课程” （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平台［８０］ 汇集了两门课

程，面向全球开放，可供我国英语水平较好的网

络用户学习。 ④在图书馆等机构的网站或者微

信公众号开设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栏目、微课

程、微视频等，如天津泰达图书馆档案馆自 ２０１３
年始开设旨在普及信息素养理论、提高公众信

息意识与信息能力的“数字易读·泰达信息素

养公开课”，在其网站发布教学内容［８１］ 。
如前所述，国内外已开设的在线信息素养

教育课程有很多，课程建设者和学习者需关注

课程的质量。 不妨参考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

会（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ＪＩＳＣ） 资

助开发的《信息素养与数字素养开放教育资源

评 价 ＤＥＬＩＬＡ 标 准 》 （ ＤＥＬＩＬ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ＥＲｓ） ［８２］ 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 开发的、获 ＣＩＬＩＰ 信息素

养工作组认可的评估高等教育领域信息素养线

下与在线课程的工具与标准［８３］ 。
４ ４ ３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为利用信息技术提升信息素养课程的教学

质量，有效拓展课堂教学，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 笔者给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讲授“信息检索进展”时，除了面对面授课的线

下教学方式外，还采用两种线上教学方式：一是

推荐学生结合自己的情况在爱课程网“信息检

索”ＭＯＯＣ 选择相关教学内容，如本科期间没有

学习信息检索课程的同学可以选择“信息检索

的基本概念”“信息检索的基本方法”等内容；二
是开设只面向这些学生、旨在增强其查找图书

情报工作相关信息与求职信息能力的小型私有

课程（ＳＰＯＣ）。
此外，还需要大力培养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的师资，合作建设优质信息素养教育的资源，筹
划建立中国信息素养教育论坛，广泛传播信息

素养教育的中国声音，笔者已有专文［８４］ 论及，在
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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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ｌｉｎｇ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Ｍ］． Ｔａｉｐｅｉ：

Ｗｅｎｈｕ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Ｌｔｄ，２００５：１１０．）

［ ５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ｏｖ ／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６ ］ Ｚｕｒｋｏｗｓｋｉ Ｐ 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Ｒ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７］． ｈｔ⁃

ｔｐｓ： ／ ／ ｆｉｌｅｓ ｅｒｉｃ ｅｄ ｇｏｖ ／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 ＥＤ１００３９１ ｐｄｆ．

［ ７ ］ Ｈａｓｓａｎｉ Ａ Ｅ，Ｎｆｉｓｓｉ 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６３７２７ ／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

［ ８ ］ ＮＣＬＩ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ｐａ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Ｍ ／ ＯＬ］．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８：１－２［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ｌｅｓ ｅｒｉｃ ｅｄ ｇｏｖ ／

０６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七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７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 ＥＤ５００８７８ ｐｄｆ．

［ ９ ］ Ｌｅａｒ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ｈｉｇｈ⁃

ｅｒ ａｃ ｕｋ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ｄ ｐｄｆ．

［１０］ ＡＬ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Ｒ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ｃｒ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１１］ 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Ｒ 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Ｃ］ ／ ／ 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ｚｎ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０．

［１２］ Ｂｅｈｒｅｎｓ Ｓ Ｊ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１９９４，５５（４）：３０９－３２２．

［１３］ Ｔａｙｌｏｒ Ｒ Ｓ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９，１０４（１６）：１８７１－１８７５．

［１４］ Ｍａｎｃａｌｌ Ｊ 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ｉｎｋ：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８６，１５（１）：１８－２７．

［１５］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ｌｏｇｏ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ａ ｎｅｗ ｌｏｇｏ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 ／ ｅ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ｎｅｗ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ｃｕ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ｌｌ－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ｌｏｇｏ＿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ｎｅｗ＿ｌｏｇｏ ／ ．

［１６］ ＵＮＥＳＣ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Ｒ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 ＨＱ ／ ＣＩ ／ ＣＩ ／ ｐｄｆ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ｍｉ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ｒｅｐｏｒｔ＿ｅｎ ｐｄｆ．

［１７］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Ｇｒｉｚｚｌｅ Ａ，Ｔｕａｚｏｎ Ｒ，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 ／ ＯＬ］．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１： １６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ａｒｋ： ／ ４８２２３ ／ ｐｆ００００１９２９７１ ／ ＰＤＦ ／ １９２９７１

ｅｎｇ ｐｄｆ ｍｕｌｔｉ．

［１８］ ＵＮＥＳＣＯ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ＥＳＣＯｓ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ａｒｋ： ／ ４８２２３ ／ ｐｆ００００１８４９２１．

［１９］ ＩＦＬＡ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ｄｉａ－ｉｎｆｏ－ｌｉ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ｎ ｐｄｆ．

［２０］ ＥＣＩＬ Ｍａｉ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ｌｃｏｎｆ ｏｒｇ．

［２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ｕｍｍｉｔ Ｍａｉ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ｓｕｍ⁃

ｍｉｔ ｏｒｇ．

［２２］ ＬＩＬＡＣ Ｍａｉ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ｌａ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ｍ．

［２３］ ＩＣＩＬ Ｍａｉ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４－ ２０］． ｈｔｔ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ｗｕ ａｃ ｚ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ｉｃｉｌ－２０１９．

［２４］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Ｌ， Ｂａｗｄｅｎ 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Ｋｎｊｉžｎｉｃａ： Ｒｅｖｉｊａｚａ

Ｐｏｄｒｏｃ̌ｊ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ｋａｒｓｔｖａ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ｊｓｋｅ Ｚｎａｎｏｓｔｉ，２０１８，６２（１－２）：１６９－１８５．

［２５］ ＵＮＥＳＣＯ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ａｒｋ： ／

４８２２３ ／ ｐｆ００００２６５５０９．

［２６］ Ｄüｒｅｎ Ｐ，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Ｓ，Ｌａｎｄφｙ Ａ，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ＰＭ）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５９（３）：３４２－３５７．

［２７］ Ｍａｔｔｅｓｏｎ Ｍ Ｌ，Ｇｅｒｓｃｈ Ｂ Ｕｎｉｑｕｅ ｏｒ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Ｊ］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４７（１）：７３－８４．

［２８］ Ｍｅｒｋｌｅｙ Ｃ Ｈａｎｄ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ｅｅｒｓ ｉ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ａｆｆ［Ｊ］ ．

０６８



黄如花　 冯　 婕　 黄雨婷　 石乐怡　 黄　 颖：公众信息素养教育：全球进展及我国的对策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ｈｕａ，ＦＥＮＧ Ｊｉｅ，ＨＵＡＮＧ Ｙｕｔｉｎｇ，ＳＨＩ Ｌｅｙｉ ＆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２０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４，９（４）：５８－６０．

［２９］ ＳＣＯＮＵＬ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ｏｎｕｌ ａｃ ｕｋ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ｅｖｅｎ＿ｐｉｌｌａｒｓ２ ｐｄｆ．

［３０］ ＳＣＯＮＵＬ Ｓｅｖｅｎ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ｏｎｕｌ ａｃ ｕｋ ／ ｐａｇｅ ／

ｓｅｖｅｎ－ｐｉｌｌａｒ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３１］ Ｔｈｅ ＣＩＬＩ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ｉ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ｆｏｌｉｔ ｏｒｇ ｕｋ．

［３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ｉ ｇｏｖ ｓｇ ／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３３ ］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ｇ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２０１９ ／ Ｌｅａｒｎ ／ Ｎｅｗｓ－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Ｔｏｏｌｋｉｔ．

［３４］ Ｄｏｓｋａｔｓｃｈ Ｉ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ＺＩＩＬ）：ｎｅｗ ｂｏｄｙ ｔｏ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０２，３３（２）：１１３－１１６．

［３５］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ｎｌａ ｇｏｖ ａｕ ／ Ｒｅｃｏｒｄ ／ ２３１３３６６．

［３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ｂｕ ｆｒ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３ ／ ０２ ／ Ｉｎｆｏｌｉｔ－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ｄｆ．

［３７］ ＣＯＮＵ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ｕｌ ｉｅ ／

ｍｅｄｉａ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Ｇｕｉｄｅ ｐｄｆ．

［３８］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１９９２：１４３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ｈｒ ｓｅ ／ ｅｎ ／ ｓｔａｒｔ ／ 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Ｓｗｅｄｉｓｈ－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ｃｔ ／ ．

［３９］ 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 ＬＯＩ ｎ° ２０１８－ １２０２ ｄｕ ２２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１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à ｌａ ｌｕｔｔｅｃｏｎｔｒｅ ｌａ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 ）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 ｇｏｕｖ ｆｒ ／ ａｆｆｉｃｈＴｅｘｔｅ ｄｏ？ ｃｉｄＴｅｘｔｅ ＝ ＪＯＲＦ⁃

ＴＥＸＴ００００３７８４７５５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Ｌｉｅｎ ＝ ｉｄ （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２０１８－１２０２ ｏｆ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２０１８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 ｇｏｕｖ ｆｒ ／ ａｆｆｉｃｈ⁃

Ｔｅｘｔｅ ｄｏ？ｃｉｄＴｅｘｔｅ ＝ ＪＯＲＦＴＥＸＴ００００３７８４７５５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Ｌｉｅｎ ＝ ｉｄ．）

［４０］ 文部科学省 学习指导要领［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ｘｔ ｇｏ 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ｓｈｏｔｏｕ ／ ｎｅｗ－ｃｓ ／

１３８３９８６ ｈｔ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ｘｔ ｇｏ ｊｐ ／ ａ＿ｍｅｎｕ ／ ｓｈｏｔｏｕ ／ ｎｅｗ－ｃｓ ／ １３８３９８６ ｈｔｍ．）

［４１］ 刘微 韩国：信息素养创造性地应用在生活中［Ｎ］． 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２－１２－１２（２） （Ｌｉｕ Ｗｅｉ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ｉｆ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ｉｌｙ，２００２－１２－１２（２）．）

［４２］ ＵＮＥＳＣＯ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４ ４ ２［Ｒ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 ／ ／ ｕｉｓ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ｐ５１－ｇｌｏｂ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ｓｋｉｌｌｓ－

２０１８－ｅｎ ｐｄｆ．

［４３］ 付玉，赵贺 南非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及对中国的启发［ Ｊ］ ． 传媒观察，２０１９（４）：８４－９０ （ Ｆｕ Ｙｕ，Ｚｈａｏ 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Ｊ］ ． Ｍｅｄｉ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１９（４）：８４－９０．）

［４４］ Ｗｅｉｎｅｒ Ｓ Ｈ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１１，６０（２）：２９７－３１１．

［４５］ Ｗａｎｇ Ｙ，Ｌｉｕ Ｘ，Ｚｈａｎｇ Ｚ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３（１）：１９５－２１０．

０６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七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７

［４６］ 何村，王晴 媒介及信息素养教育推广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Ｊ］ ．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２０１５（２）：９３－９５ （ Ｈｅ

Ｃｕｎ，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Ｊ］ ．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ｄｉｏ

＆ Ｔ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２）：９３－９５．）

［４７］ 王晓卉 “互联网＋核心素养” 视域下义务教育阶段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研究［ Ｊ］ ． 江苏科技信息，２０１７

（８）：６８－６９ （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Ｊ］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８）：６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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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 ０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０３］．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 ｓｈ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ｘｘｇｋ ／ ２０１８０９ ／ ３０２２０１８００２ ｈｔｍｌ．） 　

［６５］ 浙江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３］． ｈｔｔｐ： ／ ／ ｊｙ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７ ／ ａｒｔ ＿ １５３２９８５ ＿ ２７５００５６８ ｈｔｍｌ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３ ］． ｈｔｔｐ： ／ ／ ｊｙ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７ ／ ａｒｔ ＿ １５３２９８５ ＿

２７５００５６８ ｈｔｍｌ．）

［６６］ 广东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广东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２ ０培训课程资源征集遴选工作

的通 知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３ ］．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ｚｘｚｘ ／ ｔｚｇ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 ＿ ２９８４０３５ ｈｔｍ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２ 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ｂｉｌｉｔ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０３］．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ｚｘｚｘ ／ ｔｚｇ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２９８４０３５ ｈｔｍｌ．）

［６７］ 廖嘉琦 我国信息素养类 ＭＯＯＣ 调查研究［Ｊ］ ．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９（７）：２１－２６，１４ （Ｌｉａｏ Ｊｉａｑｉ Ａｎ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Ｏ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

（７）：２１－２６，１４．）

［６８］ ＩＦＬＡ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６９］ ＡＬ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ｏｍ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 ａｌａ ｏｒｇ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７０］ ＤＡｎｇｅｌｏ Ｂ Ｊ，Ｊａｍｉｅｓｏｎ Ｓ，Ｍａｉｄ Ｂ，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Ｍ ／

ＯＬ］． Ｆｏｒｔ Ｃｏｌｌｉｎｓ：Ｔｈｅ ＷＡＣ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Ｂｏｕｌｄ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２０１６：２１１ － ２３４，３１７ － ３８２，

４１１－４２５［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ｃ ｃｏｌｏｓｔａｔｅ ｅｄｕ ／ ｂｏｏｋ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ｉｎｆｏｌｉｔ ／ ．

［７１］ 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组 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ｊｘ ｃｎ ／ ｖｉｅｗｓｔａｔ ／ ３７８８５５７ ａｓｐｘ．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４ｔｈ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ｊｘ ｃｎ ／

０７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七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７

ｖｉｅｗｓｔａｔ ／ ３７８８５５７ ａｓｐｘ．）

［７２］ 张建芳 城市老年人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 Ｄ］．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７：１６－２０ （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ｆａ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Ｄ］． 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１６－２０．）

［７３］ 周倩，霍丹 公务员信息素养培养分析［Ｊ］ ． 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９，４０（１９）：８６－８７． （Ｚｈｏｕ Ｑｉａｎ，Ｈｕｏ Ｄａ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４０

（１９）：８６－８７．）

［７４］ Ｔａｉｔ 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４０（１２３）：８８－１０５．

［７５］ Ｎｅｅｌｙ－Ｓａｒｄｏｎ Ａ，Ｔｉｇｎｏｒ Ｍ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ａ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 Ｔｈｅ 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８，５９（３）：１０８－１２１．

［７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 ｏｒｇ ｕｋ ／ ｉｎｆｏ－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ｎｆｏｌｉ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

［７７］ 成华威，刘金星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素养现状及培养路径探析［ Ｊ］ ． 情报科学，２０１５，３３（２）：１０５－１０８，１２０．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ｗｅｉ，Ｌｉｕ Ｊｉｎｘ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

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３（２）：１０５－１０８，１２０．）

［７８］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２ ／ ｎｅｗｓ－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 １０１３６７ ／ ｒｏｃｈｄａｌ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７９］ ＪＩＳＣ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ｒｅ ｊｉｓｃ

ａｃ ｕｋ ／ ＃ ／ ｈｏｍｅ．

［８０］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 ／ ｅ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ｅｄｉ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ｍｅｄｉａ－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ｏｎｌｉｎｅ－ｍｉ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

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 ．

［８１］ 泰达图书馆档案馆 数字易读·泰达信息素养公开课［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ｄａｌａ ｔｅｄａ

ｇｏｖ ｃｎ ／ ｔｇｇｃ ／ ｘｘｓｙ ｈｔｍ． （ＴＥＤ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ａｓｙ ｔｏ ｒｅａｄ·ＴＥＤ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ｐｅｎ ｃｌａｓ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ｄａｌａ ｔｅｄａ ｇｏｖ ｃｎ ／ ｔｇｇｃ ／ ｘｘｓｙ ｈｔｍ．）

［８２］ Ｔｈｅ ＣＩＬＩ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Ｕｓｉｎｇ ＯＥＲ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 ］．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ｆｏｌｉｔ ｏｒｇ ｕｋ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ｏｅｒｓ ／ ．

［８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 ｏｒｇ ｕｋ ／ ｉｎｆｏ－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

［８４］ 黄如花 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谈信息素养教育的迫切性［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３０２ ／ ｃ１０５３ － ３１６１２１２１ ｈｔｍｌ （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ｈｕａ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ｂ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３０２ ／ ｃ１０５３－３１６１２１２１ ｈｔｍｌ．）

黄如花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冯　 婕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黄雨婷　 石乐怡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黄　 颖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２；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１）

０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