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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特征，信息环境变迁与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创新
∗

周　 剑　 王　 艳　 Ｉｒｉｓ ＸＩＥ

摘　 要　 当前世代大学生偏好的教育活动是个性化服务，电子媒介交互式学习，任务参与型学习甚至自主的学

习；他们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能力，但差异巨大。 本文指出：随着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及应用的深入发展，大学生信息素

养能力包括三个层次，低层次是信息检索技能，然后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 ＩＴ 能力，更高层

次是独立思考、认识论认知能力，最终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高校图书馆已经不能独立满足学生多层次信息

素养能力的要求及当前世代大学生对教育培训的偏好。 本文提出信息素养教育五分策略：培养目标分层，教学内

容分级，学科专业分类，培养过程分段，学生管理分流，并建议从网络课堂、图书馆、学院、学校、教育部、第三方平

台等多个层面，共同推动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图 ３。 表 ３。 参考文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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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ｅｌｐｓ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
ｆｉｇｓ． ３ ｔａｂｓ． ６３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０　 引言

《布拉格宣言》认为，信息素养是人们有效

参与信息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终身学习的

保障，获得信息素养也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Ｂａｙｒａｍ 和 Ｃｏｍｅｋ［１］ 、文炯［２］ 以及 Ｍｏｈａｇｈｅｇｈｚａ⁃

ｄｅｈ［３］ 等的研究已经表明，良好的信息素养对于

大学生学业及此后的职业表现都具有积极的影

响。 进入 ２１ 世纪，由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和应用的飞

速发展，个体所在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和信息

环境日益数字化和多元化，个体在学习、工作和

生活过程中所面临的信息实践活动日益复杂，
掌握必备的信息素养能力显得比之前任何时代

都更为迫切和紧要。 因此，世界各国纷纷颁布

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各高校也不遗余力

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素养教育。 但是，各国

高校学生信息素养能力却依然堪忧［４－８］ 。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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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从文献分析及笔者最近两年的

调查及教学实践来看，可能有三个方面。 第一，
对当前世代大学生的个性特征认识不够，信息

素养教育培训活动的供给方式不能匹配其需

求；第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和应用的日益深化不可避

免地对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提出新要求，但迄

今学界对此尚无统一认识，大学生信息素养能

力标准（如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ＣＲＬ ）
２０００ 年颁布的《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

准》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没有及时更新，不能引领大学

生自我评估并激励其积极上进；第三，图书馆已

经不能独立支撑当前世代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培训活动，迫切需要教育主体的重构和教育策

略的调整。 有鉴于此，本文就大学生世代特征、
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信息需求及信息能力水平，
以及各高校开展的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类型等，
进行文献分析和实际调查，从而就高校开展信

息素养教育培训活动的方式及内容，提出建议。

１　 当前大学生的世代特征

１ １　 大学生个性特征及学习方式偏好

２０００ 年，盖茨欢呼，社会将进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时

代［９］ 。 Ｃｏｌｄｅｗｅｙ［１０］ 总结过去十年 ＩＴ 技术的飞跃

发展，尤其是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变迁，认为，
当前大学生群体具有典型的“自我”特征（Ｇｅｎ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Ｍｅ），一方面争取个体独立，另一方面却总

期望归属于某类，个人总处于瞬时联通和持续孤

立的悖论之中。 Ｌｅｖｉｎ 和 Ｄｅａｎ 认为，当前大学生

不再如父辈一样由于生活所迫而劳苦工作（ｌｉｖｅ
ｔｏ ｗｏｒｋ），他们有极强的自信和激情，追求自己的

梦想（ｗｏｒｋ ｔｏ ｌｉｖｅ），热衷于应用社交媒体，同时积

极接受文化的多元性和全球化世界观［１１］ 。
Ａｓｇｈａｒ ［１２］ 、 Ａｌｓｔｏｎ ［１３］ 以及 Ｇｉｂｓｏｎ ［１４］ 对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０ 年出生的被称为 Ｙ 世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Ｙ）的群

体调查发现，他们不盲从权威，自信而有激情，喜
欢灵活自主且难度较大的任务，渴望成功，热衷

采用电子方式沟通交流，和父母交流频繁，渴望

成为团队的一员并期望自己是团队焦点。 在我

国，一方面缘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 ６＋１ 现象，
另一方面同样受益于 ＩＴ 技术和应用的飞速发展，
大学生典型的特点是：自我意识强，集体意识弱，
重视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不迷信权威，敢于挑

战传统，思想观念多样化，交流沟通电子化［１５－１６］ 。
综上，无论中外，当前大学生的特点是：①

自信，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传统； ②自我，独

立，热衷电子交流而非面对面交流；③有激情，
有担当，乐于接受挑战；④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

二者兼顾；⑤渴望成功，渴望成为团队活动的焦

点。 因此，对大学生而言，灌输式、说教式、单一

化教育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１７］ ，
他们需要个性化服务［１８］ 、电子媒介交互式学

习［１９］ 、任 务 参 与 型 学 习［２０］ ， 甚 至 自 主 的 学

习［２１］ 。 大学生世代特征与其所偏好的学习方式

之间关系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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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学生世代特征与学习方式偏好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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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大学生信息行为特征

Ｌｅｎｈａｒｔ 等［２２］ 对 １ １００ 名 １２—１７ 岁之间的

美国青年进行调查，发现：８４％拥有一个或多个

数字设备，８７％每天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８３％应用社交

平台；青少年不仅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内容的消费者，还
是内容制造者，包括分享照片、故事、影像，更新

自己博客、个人网站等。 本文第一作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１２ 月 １０ 日对 １９５ 名西南大学

新生进行调查，发现 ８８％的学生拥有可以上网

的智能手机，７９％的有个人电脑，每天较为频繁

地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学生占 ９３％。 学生信息行为

统计见表 １①。

表 １　 西南大学大一学生信息行为调查

高考填报志愿时信息渠道 使用图书馆情况 阅读图书来源 利用过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资源

自己网络搜索 ３５ 没有去过 ２５ 自己购买 ８６ 视频讲座 １９

高招指南 ３８ 基本不去 ３９ 网络免费或购买 ３１ 某门课程课件 １２

老师、家长、亲戚推荐 ８１ 偶尔去 ８３ 图书馆或向同学借阅 ５５ 网络公开课 ３０

网络搜索、同学讨论 ８６ 经常去 ４７ 英语计算机考级资源 ７３

没使用 ４６

Ｋｉｍ 和 Ｓｉｎ［２３］ 、Ｌｅｅ 等［２４］ 以及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Ｂａｒ－Ｉｌａｎ［２５］ 的研究都表明，大学生已经具备基本

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判断能力和应用社交平

台相互分享和协作的能力。 而且，当代大学生

日益表现出“多线程”信息处理行为习惯，一边

听音乐或看视频，一边敲击电脑键盘，又不时用

手机回复或浏览社交媒体信息。 即使是完成课

程作业或者学位论文过程中，需要搜寻学术信

息，也不再将图书馆视为第一选择，而是转向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资源，尤其是搜索引擎。 与此同时，暴露

出资源单一，检索策略灵活性不够，无法判断高

质量资源的现象［２６－２７］ 。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学生信息

能力具有较大差异，性别、专业、年龄等都可能

影响各自的信息能力［２８－２９］ 。 而且，越是信息能

力偏低的学生，越可能高估自身的能力［５，３０］ 。

２　 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要求的历史演进

每一种新的信息载体、信息表现形式、信息

传播工具的出现，都会引起信息素养内涵的变

化，也会对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提出更高的要

求［３１］ 。 ＡＣＲＬ 前主席 Ｓｔｅｖｅｎ 陈述，自 ２０００ 年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颁布以来，
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应该重

新讨论和规划修订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ＡＣＲＬ 已经在 ２０１１ 年成立工作小组负责此项

工作［３２］ 。

２ １　 信息陡然爆炸及存在传播障碍阶段（２００６
年以前）

关于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信息素养问

题，１９９８ 年，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ＡＳＬ）和教育传播

与技术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ＥＣＴ）联合制定了《面

向学 生 学 习 的 信 息 素 养 标 准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ＳＬ），该
标准包括信息素养、独立学习和社会责任三个

部分以及相应的九个具体指标，明确了信息素

养在技能、态度、品德等方面的要求。 其后，２０００
年， ＡＣＲＬ 发布《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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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主要内容有：①有能力确定所需信息的性

质和范围；②能有效地获取需要的信息；③能批

判性评价信息及其出处，将所选择的信息融入

自身的知识库和价值体系；④作为个人或团体

的一员，能有效利用信息实现特定的目的；⑤熟

悉与信息使用相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并
能合理合法地获取和使用信息［３３］ 。 英澳日中等

国家，都发布了与 ＡＣＲＬ 类似的标准作为培育信

息素养的指南，这些也可以作为反思信息素养

质量的参考。
综上，尽管 ＩＳＳＬ、ＡＣＲＬ 标准中提及了独立

学习、批判性思维以及信息融合的能力要求，但
从各国各大学开设的信息素养教育培训课程来

看，笔者认为，２０００ 年前后，由于信息量的陡然

爆炸，检索系统多样且检索效率有限，各种资源

获取存在诸多障碍，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要求

侧重于“信息检索技能”范畴［３４－３７］ ，“独立学习、
社会责任”两个更深层次影响个人和社会发展

的范畴被漠视。

２ ２　 Ｗｅｂ ２ ０ 应用深化及社交平台数字化阶段

（２００７—）
搜索引擎技术的革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信息资源的

日益丰富，以及各种 Ｗｅｂ ２ ０ 应用的出现，获得

信息不再是一项不可逾越的障碍。 与此同时，
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为代表的数字化社交平台逐渐普

及①，各种移动技术、可视化技术的出现和应用，
使个人不但成为信息的消费者，也成为信息的

生产者。 在信息膨胀的数字型、网络型社会，传
统资源与数字资源并存，大学生具备有效地辨

识评估各种媒介信息、利用技术整合和呈现信

息的能力，变得异常重要［３８］ 。
２００７ 年，美国发布《面向学生学习的信息素

养标准》（ ＩＳＳＬ）第二版，分为六个部分：①创新

和变革，②交流与协作，③熟练运用信息开展研

究，④批判性思维、问题求解和决策，⑤数字化

公民，⑥技术操作和概念。 Ｋｎ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３９］

报告认为，Ｗｅｂ ２ ０ 及社交平台数字化阶段，大
学生应该具备主动选择信息（ｃｈｏｉｃｅ）、与各类媒

介交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内容积酿（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创造

新知识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与他人分享知识 （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的能力。 Ｃｏｎｓｉｄｉｎｅ 等［４０］ 认为，青年总是

期望掌握超乎其年龄段的媒介信息，但事实上

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没有达到相应水平，导
致他 们 处 于 “ 自 我 教 育 但 没 有 教 育 好 ”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ｓｅｌｆ－ ｔａｕｇｈ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ｅｌｌ － ｔａｕｇｈｔ）
的状态，需要培养大学生传统课堂与数字化课

堂之间自由迁徙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媒介素

养和与自己专业相关的 ＩＴ 技术的运用能力。
Ｍｉｈａｉｌｉｄｉｓ［４１］ 直接言明，课堂之间的迁移取决于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笔者认为，在 Ｗｅｂ ２ ０ 应用深化及社交平

台数字化阶段，尽管海量信息唾手可得，但事实

上，信息并不创造观念，信息本身也不能证明观

念的对错，并且，个体所感知的海量信息更可能

是未明真伪的二手信息，此时，就需要大学生在

信息处理过程中具备质疑反省的能力。 Ｃｏｏｎ 和

Ｍｉｔｔｅｒｅｒ 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评估、比较、分
析、批判和综合信息的能力［４２］ 。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谷振诣教授认为，批判性思维是面对相信

什么和做什么的决断而进行的言之有据的反省

思维②。 大学生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容

易盲从附和或者盲目相信权威，没有主见，不能

正确对信息进行解读及判断，将陷入声色迷离

的海量信息中无法自拔。
可见，Ｗｅｂ ２ ０ 应用深化及社交平台数字化

后，对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而言，不再强调信息

的可获取问题，而是关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 ＩＴ
技术”和“批判性思维”两个因素。 当面对一个

新的观念或者一个有力的论证时，大学生能对

其持有怀疑、求真的态度，辨析那些可能会扭曲

０２９

①
②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任何 １３ 岁以上用户输入有效电子邮件地址都可申请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开课：批判性思维［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０５－２９］ ． ｈｔｔｐ： ／ ／ ｖ １６３ ｃｏｍ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ｃｕｖｏｃｗ ／

ｐｉｐａｎｘｉｎｇｓｉｗｅｉ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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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的隐含假设，谨慎地分析各种信息和论据

观点，检查其逻辑一致性，从而做出理性的判断

及决策。

２ ３　 学习环境全面数字化阶段（２０１４—）
可汗学院（ Ｋｈ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公开课及 ＭＯＯＣ

等资源的兴起，以及各种教学 ＡＰＰ 的相继开发，
学生群体倚重网络进行学习日渐成为趋势。
Ｍｅｎｅｓｅｓ 和 Ｍｏｍｉｎó 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调查显

示，学生接受知识和技能的渠道更多来自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传统的学校教育已经退居第二位［４３］ 。
２０１４ 年，佛罗里达理工大学无书图书馆的开馆，
更被视为数字化学习时代到来的典型象征。 数

字学习时代，大学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信息素

养，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ＡＣＲＬ 修订“美国高等教育信

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工作小组将信息素养定义

为“能力、实践及思维习惯的螺旋上升过程，它
通过个人与信息生态系统的互动来延伸和深化

个人学习”。 工作小组认为，大学生作为信息的

消费者和生产者，务必要具有“针对具体问题，
不停地创造性质询和批判性思考，无偏无私地

发现、评估和管理信息，并在信息生态系统中创

造新知识”的能力①。 新的信息素养能力要求，
表明信息素养是一种过程，最终是推动个人思

维习惯的进化，其中创造性质询和批判性思考

最为重要。
Ｍｅｙｅｒｓ 等［４４］ 认为，数字学习时代，个人需要

的信息能力包括三个层次：获得从前信息社会

所必需的技能，培植思维习惯，融入数字化文化

和实践。 也就是说，大学生在新的信息环境中，

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信息搜集、判断整合技能，更
重要的是，需要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批判性思

维），从而解决自身所处的实际困难和创造新的

信息。
Ｇｅｒｊｅｔｓ 等［４５］ 认为，认知能力不足和自我约

束能力不够是大学生不能有效利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资

源的两大主要因素。 Ｇｒｅｅｎｅ 等［４６］ 持有类似的观

点，认为当前需要规划和监测“搜寻管理信息战

略效率”的能力，以及恰当认识和评估整合这些

信息资源的知识水平；大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
在数字化学习时代，最重要的是提高“个人自身

规制的学习能力” 和 “ 持续的认识论认知水

平”②。
笔者认为，在学习环境全面数字化阶段，大

学生“碎片式” 的阅读、受教育、思考将成为常

态，“多线程”处理信息将成为常态，“合作化”学

习、创造信息甚至获得答案亦将成为常态。 在

这样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良好的信息素养

必然继续依赖信息检索技能和与专业相关的 ＩＴ
技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才不至于迷失和盲从，
才有可能创新；同时，良好的信息素养也需要个

体的自我约束和良好的规划能力，才能保持对

研究问题的专注度并提高效率。 但在这一阶

段，数字信息系统成为完全器官意义上的有生

命的环境，政治、媒体、宗教、社会团体、科学定

理等更可能以“集体”优势影响大学生的思考和

判断，学生更容易屈服于“集体中心主义”的压

力，迅速地做出判断或直接接受某个答案，仿佛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学习环境全面

数字化阶段，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瓶颈在于

０３０

①

②

见：ＡＣＲＬ 相关进展报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ｒｄ Ｄｒａｆｔ）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０５－ ２９］ ． ｈｔｔｐ： ／ ／ ａｃｒｌ ａｌａ ｏｒｇ ／ ｉ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ｆｏｒ － ＩＬ － ｆｏｒ － ＨＥ － ｄｒａｆｔ －
３ ｐｄｆ

凯切纳（Ｋｉｔｃｈｅｎｅｒ，１９８３）认为解决结构不良问题有三种认知加工水平。 第一种是一般认知（记忆、阅读、
知觉、判断等一般认知活动），第二种是元认知，第三种是认识论认知（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认识论认知是关于其

他两种认知活动的认知，属于后形式运算（ｐｏｓｔｆ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范畴，通常在青少年后期才出现，是成年期智力

活动的重要形式。 认识论认知具体包括个体对认识的有限性、确定性和相对性等特性的知识。 它关心的是问题

解决的性质、策略的局限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条件（见：成人发展心理学［Ｍ ／ ＯＬ］ ． 人民教育出版社，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ｐ ｃｏｍ ｃｎ ／ ｘｇｊｙ ／ ｘｌｙｊ ／ ｘｌｓｈｕｋｕ ／ ｈｓ ／ ｊｃｘｌｘ ／ ｃｈｅｎｇｒｅｎ ／ ２０１００８ ／ ｔ２０１００８２８＿８１７３４５ ｈｔｍ ）。



周　 剑　 王　 艳　 Ｉｒｉｓ ＸＩＥ： 世代特征， 信息环境变迁与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创新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Ｙａｎ ＆ Ｉｒｉｓ ＸＩＥ：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即针对给定的问题，遵循

自己本能的冲动，对照自身信念、价值观和知识

水平，独立地对现有的以及可接触到的信息进

行加工处理，基于理性反思，在不同答案之间进

行权衡并最终得出结论的能力①。 尽管有这样

的可能性，即大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后所得出的

答案或解决方案是错的，但经历这一过程之后，
学生可以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长此以往，
学生能运用这些基本技巧和思考推理，去解决

所面对的非例行性问题，从而在后续的工作场

景中避免手足无措的情况［４７－４９］ 。 所以，在学习

环境全面数字化阶段，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倾
向于强调批判性思维的养成，独立思考能力，以
及通过提高认知水平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综上，笔者认为，当前社会对大学生信息素

养能力要求具有三个层次（见图 ２），后一层次包

含前一层次的能力范围，逐级提高，最终使个人

认识论认知水平和解决生活学习工作中具体问

题的能力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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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大学生信息素养能力要求三级层次图

３　 中美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活动比较

无论中外，图书馆都居于高校文献信息中

心的位置，自然承担起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责

任。 因为中美之间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和应用的差距

以及教育理念的不同，两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

活动的形式及主体也存在差异。

３ １　 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

笔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９—１０ 月曾就我国图书馆开

展“大学新生入馆教育情况”进行网络调查（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ｊｕｍｐ ｃｏｍ ／ ｊｑ ／ ２７１９２５９ ａｓｐｘ ）， 共 回

收问卷 １４４ 份，其中 １４１ 份问卷显示曾开展入馆

教育活动②。 填写问卷者 ９ ７２％来自 ９８５ 高校

（１４ 份），１８ ０６％来自 ２１１ 高校（２６ 份），６７ ３６％
属于公办本科 （ ９７ 份）， １ ３９％ 是民办本科 （ ２
份），３ ４７％是专科（含高职，共 ５ 份）。 入馆教

育的内容及开展时间如表 ２ 所示。
在美国高校图书馆，这些入馆教育内容都

由网站“Ｈｅｌｐ”或“ Ｈｏｗ ｄｏ Ｉ…”视频或文本图片

完成，不举行国内惯常的引导新生入馆参观，新
生培训讲座，以及散发宣传资料等活动。

０３１

①

②

笔者根据以下信息总结归纳：①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吗？ （知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２０３６４２２４）； ②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ｉｔ ｏｒｇ ／ ｅｓｓａｙｓ ／ ｔｈｉｎｋ ／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ｔｍｌ）；③众 博 友 关 于 “ 独 立 思 考 ” 论 点 集 粹 （ 科 学 网 博 客，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ｂｌｏｇ － １２６ －
２８１６４３ ｈｔｍｌ）。

原始数据请见作者科学网博客，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ｕ ／ ｈａｈａｓａｌ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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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我国新生入馆教育主要内容及时机 有效选择人次 １４１

新生入馆教育的主要内容 选择人次 百分比（％） 新生入馆教育的时机 选择人次 百分比（％）

图书馆地理位置及馆藏特色 １１７ ８２ ９ 开学新生报到之前 １ ０ ７１

图书馆服务项目 １２３ ８７ ２３ 新生报到后 １ 周内 ４１ ２９ ０８

ＯＰＡＣ 使用方法 ８６ ６０ ９９ 新生入学报到 ２—４ 周内 ７６ ５３ ９０

网络资源检索方法 １５ １０ ６４ 新生入学报到 １ 月后 ３５ ２４ ８２

通用性电子资源使用方法 ４７ ３３ ３３ 空白 １ ０ ７１

各专业相关电子资源使用方法 ６ ４ ２６

其他 ５ ３ ５５％

３ ２　 信息素养教育活动主体及开展形式

笔者选取中国和美国 ３０ 所设有图书馆学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硕士授予点的高校进行调

研①，调研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根据图

书馆网站和相关学院网站分析其所开展的信息

素养教育活动；其二，利用检索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 信息素养）、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 （ 文献检

索）、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信息能力）、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信息搜寻）、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信息

搜寻）、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媒介素养）、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数字素养）对学校网站内容进行搜索，判断该

校其他学院或行政部门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活动

的情况。 除此之外，考虑到国内高校网站建设

及网站维护较为落后，利用以上词汇在 ＣＮＫＩ 中

进行主题搜索，进一步分析我国高校信息素养

教育活动的情况，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中美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主体及形式

美国高校 数量 中国高校 数量

图书馆信息素养竞赛（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ｗａｒｄ） ６ 图书馆信息素养竞赛（Ｒｅｔｒｉｅｖｅ Ｒｅｗａｒｄ） ６

图书馆信息素养课程 ２１ 图书馆信息素养课程 １６

图书馆写作中心 ４ 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５

图书馆嵌入式教学 １４ 图书馆嵌入式教学 １０

学校写作中心 ９ 图书馆信息素养培训讲座 ２５

学校信息素养教育活动 １１ 学校信息素养教育活动 ８

部分学院开展信息素养课程 ２０ 部分学院开展信息素养课程 ８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信息素养教育活动，可
以发现：第一，由图书馆开宗明义标明信息素养

课程的高校，美国略高于中国（２１：１６）；第二，从
学校其他业务单位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培训）活

０３２

① 美国选取“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专业排名前 ３０ 位的高校 （ ｈｔｔｐ： ／ ／ ｇｒａｄ －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ｕｓｎｅｗｓ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ｓ
ｃｏｍ ／ ｂｅ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ｔｏ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ｉｎｔ ＝
９ａ６ｂ０８）；中国根据校友会《２０１４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选取设有“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点的前 ３０ 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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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情况来看，美国高校明显重视信息素养教

育（３１：１６），典型的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

基分校、南卡罗来纳大学四所高校，旗帜鲜明地

对全校本科生及教师提出信息素养的要求；第
三，从信息素养教育（培训）活动的形式来看，美
国通过嵌入式教学、写作课程等形式，重点在于

提高学生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能力（整合信息能力、批
判思维能力、认知水平），而中国大部分高校的

一小时培训、《文献检索》课程等侧重提高学生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能力（获得信息能力），突出的亮点是

东北师范大学向信息技术衍生，中山大学向思

维训练衍生。

４　 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创新

４ １　 当前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困境

第一，教育主体单一。 如前所述，大学生信

息素养能力要求存在三个层次。 基础层次“信

息检索技能”，大学生事实上已经具备基础知

识，同时这部分知识技术是图书馆一直重视的

业务范围，目前各图书馆无论是采取面授还是

电子化方式，都可以解决这个基础层次的问题。
对于第二层次培养学生“与专业相关的 ＩＴ 技术、
批判性思维”能力，更高层次培养“独立思考、认
识论认知”能力，图书馆尽管采取嵌入式教学、
翻转课堂、写作课程、信息空间等多种形式，但
显然在师资队伍、技术力量、教学设施等多环节

力不从心，单靠图书馆自身不能解决这些困

难［５０－５１］ 。 而国外大学已经逐渐将信息素养教育

活动的主体延伸至学院或学校。 更为严重的

是，许多国内图书馆没有意识到大学生信息素

养能力的更高要求，依然致力于将大学生培养

为信息检索专家［５２－５３］ 。
第二，教育方法灵活性不够。 如前所述，当

前世代大学生，各自信息素养能力参差不齐，尤
其是信息素养能力低下者又更可能高估自己的

水平；他们需要的是个性化服务，电子媒介交互

式学习，任务参与型学习，甚至自主的学习。 但

很遗憾，我们目前更多采取大班教学和填鸭式

教学，没有先行考核学生信息素养能力而随之

分级教学，没有利用现代 ＩＴ 技术（如网络教室）
开展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互动的教学，没有

创造条件让学生学习与实践同步，不承认公开

课学分而重创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种种因

素，导致学生对信息素养相关教育培训活动认

知度低，影响我国大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的

提升。

４ ２　 美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新动向

美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和发展水平高于我国，而
且美国很重视中学的信息素养教育，因此，可以

推测，美国大学新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评价

能力、社交平台应用能力、信息技术能力高于我

国大学新生。 尽管如此，美国依然认为，大学生

信息素养水平堪忧，缺乏批判思维能力，更缺乏

独立学习能力和认识论认知能力，最终结果是

不能恰当地利用信息素养解决生活、学习、工作

中的现实问题。 因此，美国学者不断探索和跟

踪信息素养教育创新，以下两点尤其值得我们

借鉴。
第一，互动和有响应的教学方式。 美国各

高校信息素养指导课程在有计算机的教室进行

（或者教学组织单位发放笔记本，人手一个连接

入网），采用演示和实践机会并存的多元化教学

策略（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
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一个教学班级普遍在

１６—２０ 人之间，教学指导者能够随时响应学生

的提问和反馈，学生也能够互相学习各自的经

验［５４］ 。 笔者访学期间，还观摩到老师远程授课，
高年级学生现场辅助解惑的情况。

而事实上，目前许多网络教室平台（比如多

贝、布卡）都已经具备类似功能，可以容纳 ６０ 人

以上的教学①。

０３３

① 东北师范大学谢亚南已经开展类似探索，请见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 ／ ｂｌｏｇ＿ｂ５３５００５３０１０２ｖｃｅ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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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用写作课程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

认知能力。 国外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性很强的复杂技能，不可能按照常

规的课堂教学方法进行传授，而是需要让学生

主动参与教学，亲自实践体会。 当意识到大学

生所需信息素养要求是与专业相关的信息技

术、批判性思维时，美国各图书馆纷纷探索嵌入

式、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但愈来愈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图书馆的教学方

式和教学内容使学生的信息素养缺乏可持续性

和实战性， 对学生认知能力提高效果不明

显［５２－５３］ 。 因此，信息素养教育活动的主体逐渐

向学院甚至向学校延伸，纷纷提高写作课程的

地位①，以写作过程中的批判思维和逻辑思维促

进大 学 生 信 息 素 养 的 提 高。 Ｂｒｏｎｓｈｔｅｙｎ 和

Ｂａｌａｄａｄ ［５５］ 、 Ｓｅｎｋｂｅｉｌ 等［５６］ 通过跟踪研究和实

践，证明写作对于信息素养能力的提升有巨大

作用；Ｓｃｈａｒｆ 等阐述了利用写作判断信息素养的

方法和实证过程［５７］ 。
我国亦可借鉴这一思路，各学院遴选 １—２

门专业课撰写课程论文，加上毕业论文，在此过

程中，逐步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４ ３　 我国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创新设想

（１）教育导向创新

当前，个体所面临的信息实践活动日益复

杂，但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领域，
却有意无意地低估了学生信息实践活动的复杂

性，或者尚不知如何引导学生应对当前环境下

复杂的信息实践活动［５８］ 。 信息素养教育培训活

动依然是以教师（或指导者）为中心的任务命令

式和填鸭式的教学过程，丝毫不能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所采用的教材、教学方法、考核标准

侧重于技能训练，貌似提升了学生的信息素养，
但学生在解决实际困难时依然无从下手，一筹

莫展［５９］ 。 因此，信息素养的教学或者指导应该

置身于学生真实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以提高学

生解决问题能力为中心，设计信息素养教育培训

的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考核目标，才能激发学

生提升信息素养的内在动机，达到良好的教学效

果，最终使得信息素养成为个人综合素质的有机

组成部分［４７－４９］ 。
（２）教育主体创新

尽管图书馆无力独立承担第二层次“与专

业相关的 ＩＴ 技术、批判性思维”及更高层次“独

立思考和认识论认知”的培养，但相关工作可联

合学院、学校、教育部和网络课堂等其他主体整

合完成。 学院层面，通过与图书馆协作，大一时

在专业课中推行嵌入式教学，大二时结合专业

课程，尝试带有研究性质的论文写作，直至毕业

论文写作。 学校层面，在当前大学生已经具备

一定计算机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可以结合专业

情况，整合《计算机基础》 《程序设计语言》等信

息技术课程，将其纳入信息素养范畴［６０－６１］ 。 某

些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建立信息素养虚拟仿真实

验中心，通过观摩，指导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 教育部层面，对信息检索、信息技术及初级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认识论认知水平

进行等级考核。 如果有必要，也可以使用类似

ＳＡＩＬ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 Ｓｋｉｌｌｓ）的每次测试收费 ＄ ５ 或 ＄ ６ 的第三

方测试平台②。 设置网络课程，比如罗昭锋的

《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黄如花的《信息检索》，
应用各种软件进行视频教学，可以实现学生分

流培养，提高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３）教育策略创新

如前所述，当前大学生希望获得的是个性

化服务、电子媒介交互式学习、任务参与型学习

甚至自主的学习，而且，各自的信息素养参差不

齐。 因此，首先应该就大学生信息素养情况进

行测试，随后分级教学。 第二，当前对大学生的

０３４

①

②

美国从小学至大学都开设写作课程，近年许多高校又提高“写作”课程的学分比例（参见武夷山老师博

客：美国利伯缇大学将科技写作课程“升级”的过程，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ｂｌｏｇ－１５５７－８４３２８９ ｈｔｍｌ）。
ＳＡＩＬＳ 测试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ｉｌｓ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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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要求明显分为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

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应该实行分阶

段教学。 第三，各学科大类对学生的信息素养

要求也存在差异，因此，应该分门别类地组织教

育培训活动和制定考核标准。 第四，应充分结

合慕课、公开课等形式，由图书馆、学院、教务处

等相关单位，对学生教学及考核进行分流。 从

而形成“培养目标分层、教学内容分级、学科专

业分类、培养过程分段、学生管理分流” 的五分

培养策略，既能满足学生个性需求又能激发学

习动力，既能选择“套餐”又能自己“点菜”，既能

选择安排好的“席座”又能享受个性化的“自助

餐”，课内“吃不饱”还可以自行“加餐”。
综上，笔者提出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创新体系（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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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体系创新示意图

５　 结论及后续研究

本文基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及应用的发展脉络，
对各阶段大学生所应具备的信息素养能力进行

梳理总结。 第一层次要求是信息检索技能，随
之应该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与自己专业密切

相关的信息技术能力，更高层次是独立思考、认
识论认知能力。 同时，结合大学生世代特征及

已经具备的信息素养能力，提出信息素养教育

五分策略，并建议图书馆、学院、学校、国家及网

络课堂多主体合作，共同推动我国大学生的信

息素养教育。
本文未能阐明论文写作对批判性思维能力

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亦未能阐释或者通过

实证研究分析批判性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认识论认知能力对信息素养的影响路径。 而

且，信息素养能力最终是解决个人生活、学习、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应该大力研究基于场

景的能力测试系统［６２－６３］ 。 另外，本文基于文献

分析和问卷及网络调查，提出当前世代大学生

信息素养能力要求是逐级提高的三层结构，是
否正确，还需更进一步跟踪研究，也需同行多加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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