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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

教育模式研究∗

张长海

摘　 要　 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是 ２１ 世纪大学生必需掌握的核心技能，研究并揭示三者的内在影响机

制，对于促进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教育观念的转变，制订信息素养标准，进而优化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状况的基本数据。 通过回归分

析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对创造力影响显著，批判性思维在信息素养对创造力的影响中存

在显著中介效应。 通过路径分析发现：信息评估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通过批判性思维的中介作用更能促进创造

力，信息素养通过分析能力和系统化能力更能够激发创造力，信息搜索能力通过系统化能力能够最大程度激发创

造力；信息搜索能力、信息评估能力、信息利用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能力，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是批判性思维

的核心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素养教育中融合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大学生的创造力。 根

据调研结果及相关理论研究，本文提出融合批判性思维的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的整合模式，即 ＩＬｉＣＴｉＣ

模式，并提出实现该模式的系统方案，以期为推进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参考。 图 ４。 表 ３。 参考文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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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１３ 年颁布的《媒体与

信息素养———政策与战略指南》 将信息素养定

位为确保公民参与知识型社会建构的必备能

力［１］ ，“２１ 世纪技能合作组织”制订的《２１ 世纪

技能框架》把信息素养、批判性思考能力、创造

与革新能力同时纳入 ２１ 世纪的核心技能［２］ ，美
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高等

教育信息素养框架》认为信息素养是元素养［３］ ，
是其他素养的基础和源泉。 信息素养在大学生

的培养教育中起到关键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信息素养教育还大

多局限于资源导向、技能导向、图书馆导向等方

面的教学内容。 除此之外，我国高校的信息素

养教育还存在以下问题：没有突出终身学习能

力和创新能力导向［４－５］ ；信息素养教育资源没有

得到有效整合，信息素养教育处于零散和自发

状态；教育形式仍以“信息检索与利用”选修课

为主，辅以专题讲座，形式单一，培养主体单一，
图书馆学科馆员未与专任教师形成合力；信息

素养教育作为一种通用技能教育没有与具体的

学科专业教育相结合［６－７］ ，培养过程短暂，信息

素养难以转化为具体学科的创造力；没有形成

成熟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基于批判性思维和

创造力对我国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的状况进

行调研，旨在揭示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创造

力的内在影响机制，从而为我国制定高等教育

信息素养标准，优化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改善信

息素养教育合作方式，从整体上推动信息素养

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１　 研究综述

１．１　 大学生信息素养状况调查研究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发现国内关于大学生

信息素养状况的调查研究共分为两类。 一类

是仅对信息素养本身进行调查研究，主要范式

是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选择一定的调查对象进

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
出大学生信息素养表现较弱的指标，最后按照

强化指标教育的思路对信息素养教育提出意

见和建议［８－１１］ 。 另一类是将信息素养与大学

生的其他能力一并进行调查研究。 陈绍东调查

了大学生信息行为中的批判性思维行为，发现

３０％的学生对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认识不够，辨
别、比较、对照三个低阶批判性思维技能元素

相比而言得分较高［１２］ ；刘春晖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批判性思维倾向在大学生信息素养与创

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关系中，总体上起着调节

效应［１３］ 。
通过检索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Ｌ）

学术研究数据库，发现国外的大学生信息素养

调查研究一般为案例研究，以一定的信息素养

教育实践或模式为案例，随着新的教育模式的

实施，对学生信息素养能力进行多次评估，对比

变化指标，以论证所提出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

有效性［１４－１６］ 。
总体上，国内外大学生信息素养状况的调

查研究缺乏宏观理论框架的指导，一般局限于

信息素养的内在研究框架，问卷设计缺乏结构

化，研究对象孤立，缺乏对信息素养与其他能力

各项目之间影响机理的定量分析，更缺乏对数

据的质性探索，研究结论缺乏稳定性。

１．２　 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已认识到批判性

思维的重要作用，提出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加强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４，１７］ ，还有学者提出将

信息素养教育嵌入专业课程教育之中［１８－２０］ 。
国外近期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研究主要分

为两种类型。 其一是学科馆员、教师就具体科

研项目、任务开展合作［２１－２２］ ，为学生提供信息素

养教育。 其二是将信息素养教育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培养融入到综合素养教育，如《英文写作》
等课程中［２３－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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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总体上缺

乏课程与教学论的指导，所提出的教育模式缺

乏实证依据。 国内的研究并未给出系统的解决

方案，国外的研究一般基于案例分析，适用范围

有限。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将信息素养、批判性

思维、创造力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通过质性探

索，确定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的内在

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以课程与教学论为指

导，提出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优化建议和信息

素养教育合作者的知识与能力标准，以期为推

进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参考。

２　 调查与分析

２．１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参考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ＡＣＲＬ）２０００ 年颁布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２５］ 编

制信息素养调查问卷，分为信息需求确定能力、
信息搜索能力、信息评估能力、信息利用能力、
合理合法利用信息五个子项目，共设计 ３２ 个调

查项。 批判性思维调查采用加利福尼亚批判性

思维调查问卷中文修订版（ ＣＴＤＩ－ＣＶ） ［２６］ ，共设

计 ７０ 个调查项。 创造力调查按照吉尔福特与霍

夫纳归纳提出的敏感性、思维的流畅性、思维的

灵活性、观念与成就的独创性、特定事物使用的

再定义能力、认知的洞察性等创造力六个特

征［２７］ ，结合阳莉华的 《 大学生创新效能感量

表》 ［２８］ 设计问卷，共设计 ２１ 个调查项。 问卷均

采用 ６ 点计分法，１ 至 ６ 分别代表从“非常不赞

同”到“非常赞同”的 ６ 种情形。
对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

大学、广州商学院、岭南师范学院、广州大学六

所大学的本科生进行抽样调查，在“问卷星”调

查平台采用网上问卷填答的方式进行，问卷网

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ｊｕｍｐ． ｃｏｍ ／ ｊｑ ／ ７０３３６０７． ａｓｐｘ。
调查时间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共有 ７６６ 位大学生填写了问卷，其中有效问

卷 ５５１ 份（对 ５ 人进行认真填写测试，发现问卷

填写时间需要 ２０ 分钟以上，因此在数据统计中

剔除了填写时间低于 ２０ 分钟的问卷），问卷有

效率为 ７１．９３％。

２．２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信

息素养量表总体信度为 ０．９１９，分量表与总量表

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 ０．８０ 以上；批判性思维

量表信度为 ０．８０８，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相关系

数在 ０．６２—０．７１ 之间；大学生创造力量表总体

信度为 ０．９３７，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

均达到 ０．８ 以上。 数据显示，研究中所使用的三

个问卷总体信效度良好，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

２．３　 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对创造力的整体影

响机制分析

２ ３ １　 研究假设

（１）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美国

教育援助委员会高校学生学习评价研究小组制

订了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技能标准，主要包括：
判断信息是否相关；能够区分基于理性的主张

和基于情感的主张；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观

点；区分论据的有限性与折衷主义；发现别人观

点的漏洞；阐明对数据和信息的分析结果；发现

观点中的逻辑错误；能够关联信息和数据；能够

处理有争议、论据不充分、模棱两可的信息；基
于数据而不是别人的观点建构强有力的主张；
选择证明力强的数据；避免夸大自己的结论；发
现证据的漏洞并提出补充信息的建议；承认一

个问题可能没有明确的答案或单一的解决方

案；决策过程中提出其他选择项并做出权衡；在
行动建议中考虑所有利害关系人或受影响的缔

约方；阐明论点的论据和背景；准确运用论据论

证观点；有逻辑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在观点的发

展过程中避免干扰因素；按照提高说服力的原

则展示并组织证据［２９］ 。 该标准重点阐明了信息

评估、信息利用的思维方法，表明批判性思维是

基于问题解决的，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也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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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过程。
Ｈｏｇｅｎｂｏｏｍ 认为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关

系密切，主要是由于信息素养要求个人评估信

息的权威性以及信息的相关性［３０］ 。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在访谈的基础上，发现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存在着密切联系，并认为信息素养是批判性思

维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３１］ 。
综上可以看出，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是

共生的关系，是学习、问题解决、创新活动中同

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信息素养侧重于内容，批判

性思维侧重于方法，信息素养较为具体，而批判

性思维较为抽象［３２］ 。
假设 １（Ｈ１）：信息素养对批判性思维存在

正向影响作用。
（２）信息素养与创造力的关系。 信息素养

适用于各个学科、各种学习环境和教育水平，可
让学习者掌握内容，扩展研究的范围，有更多主

动性和自主性［２５］ ，高信息素养的人能主动拓展

知识，为创新创造提供知识基础。 Ｂｏｅｒｉｓｗａｔ 认

为，高信息素养的人在呈现、陈述信息时表现出

高度的自信，在处理信息时也能够表现出更为

稳健的态度，因此他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３３］ 。
信息素养教育过程中对于信息需求确定能力、
信息评估能力、信息应用能力的教育与训练，也
为创造力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 认为信

息素养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３４］ 。 Ｂｒａｎｃｈ 认为

信息搜寻的方法是一个阐明问题、广泛调查和

创造新知识的过程［３５］ 。 可见，信息素养能帮助

人通过学习提升创造力，为创新创造提供知识

基础、方法基础，因此，信息素养与创造力存在

着紧密联系。
假设 ２（Ｈ２）：信息素养对创造力存在正向

影响作用。
（３）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的关系。 创造力

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开展能动的思维活

动，产生新认识，创造新事物的能力。 创造力的

决定因素除环境与资源外，主要取决于个人特

质，包括思维方式。 思想的开放性是创造力人

格的核心特征［３６］ ，思想开放的人无论是对自身

知识结构与认知模式的审视，还是对外部知识

的关照，抑或对实践领域的敏感性，都表现出开

放的心态，并通过与外界的互动完善自身知识

结构与认知模式。 外倾人格也是创造力的决定

因素之一［３７］ ，外倾人格的人不断从外界寻求激

励，享受社会关注和与外界的互动，从而对创造

性思维形成多重刺激，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
创造力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系统思考能力以

及观点整合能力［３８］ 。 这些个人特质与加利福尼

亚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测试量表中的“开放思

想”“分析能力” “系统性” 等高度相关，批判性

思维与创造力之间存在共有因子。
假设 ３（Ｈ３）：批判性思维对创造力存在正

向影响作用。
（４）批判性思维的中介效应。 具有较高信

息素养的人能够批判性地评估信息，信息素养

只有通过批判性思维，才能将信息转化为指导

人行动的知识，激发创造力。 批判性思维通过

对不同观点的审视和严密的推理，使已储备的

信息基础产出更多的知识，从而转化为创造力。
具有较高批判思维能力的人由于其思想的开放

性和逻辑思维，能够提高信息理解、信息评估、
信息应用的能力，这也间接放大了信息素养对

创造力的影响作用。 基于假设 １、假设 ２、假设

３，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４：批判性思维在信息素养与创造力的

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２ ３ ２　 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创造力为因变量，信息素养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 １；随后，以
创造力为因变量，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同时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 ２（见表 １）。
将表 １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指标进行汇总，结果

如表 ２ 所示；最后，以信息素养为自变量，批判性

思维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 ３（见表

３）。 通过对这三个模型的分析，验证创造力、信
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即

假设 １—３），以及批判性思维在信息素养对创造

力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假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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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创造力对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回归系数

模型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ｔ ｐ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７８９ ０．０００

信息素养 ０．７０３ １８．３４３ ０．０００

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０４ ０．２７０

信息素养 ０．５７８ １３．１１９ ０．０００

批判性思维 ０．２２９ ５．１９０ ０．０００

表 ２　 创造力对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回归模型指标汇总

模型 Ｒ Ｒ２ 调整 Ｒ２ 估计标准误 改变 Ｒ２ ｐ

１ ０．７０３ ０．４９４ ０．４９３ １１．１７７ ０．４９４ ０．０００

２ ０．７２９ ０．５３１ ０．５２９ １０．７７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

　 　 从表 １ 和表 ２ 可以看出，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两

个回归方程均显著（ ｐ＜０．００１）。 其中，模型 １ 中

只有信息素养为自变量；模型 ２ 中则是信息素

养和批判性思维同时为自变量，而增加的这一

自变量产生的变化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 ｐ ＜
０ ００１），所以用模型 ２ 来描述三者之间的回归

关系更为合适，即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都对

创造力有显著影响。
根据表 １ 和表 ２，信息素养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５７８，批判性思维的回归系数为 ０．２２９，两者可

以共同解释创造力 ５２．９％的变异，即个体间创造

力的差异，有 ５２．９％可以由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

维的差异进行解释。 而且，在这两个回归方程

中，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这说明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对创造力是存在

正向影响作用，即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２ 和假

设 ３，并为中介效应的下一步分析奠定了基础。
以信息素养为自变量，批判性思维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 ３，具体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批判性思维对信息素养的回归系数

模型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ｔ ｐ Ｒ Ｒ２

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９．８１６ ０．０００

信息素养 ０．５４５ １２．０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５ ０．２９７

　 　 由表 ３ 可知，信息素养的回归系数显著，能
够解释批判性思维 ２９．７％的变异。 也就是说，个
体之间的批判性思维的差异，有 ２９．７％可以由个

体间信息素养的差异来解释。 而且，在批判性

思维对信息素养的回归中，信息素养的回归系

数为正，这说明信息素养对批判性思维存在正

向的影响，即验证了假设 １。

综上所述，在模型 １ 中，信息素养的回归系

数显著；在模型 ２ 中，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

回归系数都显著；在模型 ３ 中，批判性思维的回

归系数同样显著。 所以，可以判定信息素养通

过影响批判性思维进一步影响创造力，即批判

性思维在信息素养对创造力的影响中存在显著

中介效应（见图 １），假设 ４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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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批判性思维在信息素养对创造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２．４　 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对创造力影响的内

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对创

造力的影响关系，在中介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将
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的子项目纳入定量分析

对象，进行路径分析，以揭示“信息素养的哪些

子项目通过批判性思维更能激发创造力” “信息

素养通过批判性思维的哪些子项目更能激发创

造力”“信息素养的哪些子项目通过批判性思维

的哪些子项目更能激发创造力”，为确定信息素

养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内容重点提供依据。 利

用 Ａｍｏｓ１７．０ 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如图 ２—４。 在

信息素养的子项目通过批判性思维的子项目影

响创造力的路径分析中，由于路径复杂，仅对信

息素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层面的子项目进行分

析，由于信息需求确定能力和合理合法利用信

息通过批判性思维对创造力的影响较小（见图

２），本次路径分析不再将其纳入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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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信息素养各子项目通过批判性思维影响创造力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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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信息素养通过批判性思维各子项目影响创造力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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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信息素养能力层面子项目通过批判性思维能力层面子项目影响创造力的路径分析

　 　 从图 ２ 可以看出，信息评估能力和信息利

用能力通过批判性思维的中介作用更能促进创

造力，因此，应在信息评估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

培养中加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根据图 ３，
并通过计算每条路径系数的乘积，发现信息素

养通过分析能力和系统化能力更能够激发创造

力，信息素养教育中应注重大学生分析能力和

系统化能力的培养。 根据图 ４，系统化能力的中

介作用比分析能力的中介作用更强。 通过计算

每条路径系数的乘积，得出：在分析能力充当中

介的情况下，信息评估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更

能激发创造力，在系统化能力充当中介的情况

下，信息搜索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更能激发创

造力。 通过综合比较，在所有路径中，信息搜索

能力通过系统化能力能够最大程度激发创

造力。

３　 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创新

３．１　 信息素养教育观

由于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均对

其创造力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批判性思维在信

息素养对创造力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因此，在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中要融合批判性

思维的培养，才能有效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１）信息素养教育要重点加强信息心理认

知方面的教育

通过路径分析发现，信息评估能力、信息利

用能力、系统化能力、分析能力等心理认知方面

的能力是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中的核心能力，

这些核心能力的结合能有效激发创造力。 因

此，在基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信息素养教

育中，要重点加强对信息心理认知层面能力的

培养。
（２）融合批判性思维的信息素养是大学生

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基础

信息素养不是一套孤立的技能，而是一种

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会促使学生发现自己

的知识差距，主动弥合这种差距，并对他们搜索

到的信息进行批判性的思考［３９］ 。 大学生以现有

知识为基础，通过获取或感知外界信息，实现与

外界的“关联”，利用批判性思维实现知识的增

值和思维模式的转变，进而达到知识学习的目

的。 更重要的是，有较高信息素养的大学生通

过感知外界信息或与他人合作，能够实现自主

学习，从而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信息素养教

育不仅为大学生提供提升知识、能力、技能的机

会，更重要的是思维习惯的养成［４０］ 。 融合批判

性思维的信息素养应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和衡量大学生素质的重要标准。
（３）融合批判性思维的信息素养是大学生

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学习是在探究环境中的一种个人体验［４１］ ，
探究是一个提出问题、广泛调研、创造新知识的

过程，学生需要从兼容的信息和不兼容的信息

中获得个人的理解［３５］ ，基于信息素养和批判性

思维的自主学习，无疑能提高大学生的学术探

究能力。 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创造力的初

阶，信息素养融合批判性思维实际上是通过实

现自主学习，增强探究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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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实现提高创造力的进阶过程。 融合批

判性思维的信息素养为创造力提供了更高的知

识基础和更全面的方法论指导；具有较高批判

性思维能力的大学生对各种观点持开放态度，
展现出较强的系统化分析能力，也有利于其创

造力的提高。

３．２　 融合批判性思维的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

程教学的整合

３．２．１　 信息素养教育、批判性思维教育与专业

课程教育割裂的原因

信息素养是图书馆学、信息科学专家所创

立的概念，反映了图书馆人员和信息科学专家

的学科专业理念，而没有反映其他学科专家的

理念［４２－４３］ 。 批判性思维是心理学概念，在学科

教学中也较少得到关注。 终身学习是持续地把

外在信息整合到自身大脑中的过程，由于信息

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均以对信息的加工为主要载

体，基于此，由于学科视角的不同，图书馆学将

终身学习的技能称为信息素养，而专任教师把

这些技能叫做批判性思维［３２］ ，对信息素养与批

判性思维的认知不同导致了教育实践上的

分离。
长期以来，信息素养教育主要由图书馆馆

员完成，主要讲授通用的信息技能，属于通识教

育的范畴，而专任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较少涉及

信息素养教育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专任

教师与图书馆馆员相互沟通较少，他们不会主

动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合作［４４－４５］ 。 专任教师认

为信息素养教育是图书馆的责任［４６］ ，没有认识

到信息素养对学科课程学习的重要性，也缺乏

教授信息素养的技能，不熟悉信息素养教育的

方法［４７］ 。 因此，教育目标的隔离以及知识能力

的壁垒造成了信息素养教育、批判性思维能力

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离。
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教育脱离专业教育

会导致情景体验的缺乏，专业教育脱离信息素

养和批判性思维教育会忽视隐含在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背后的文化、情感和方法论的培养，导

致大学生创造力和专业发展后劲不足。
３．２．２　 信息素养教育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

融合

信息素养比较具体，批判性思维是高阶思

维活动［３２］ ，较为抽象，因此，信息素养与批判性

思维教育的融合应以信息素养教育为载体进

行，强化信息素养教育中对信息的心理认知和

系统分析能力的培养。
将批判性思维融入信息素养教育，首先在

理念上不能狭隘地将信息素养理解为信息搜索

能力，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特定社会背景下的

信息行为，它是一种综合技能，更重要的是，它
是一种信息评估、信息理解、信息应用的综合能

力，更是一种学习、探究和创新的能力。
在信息需求确定能力培养方面，强化大学

生问题解决中的信息利用意识，培养其对解决

问题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前沿信息的敏感性，强
调以跨学科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审视信息需求，
以开放的心态把全媒体信息纳入可利用范畴，
并使大学生辩证理解信息收集成本与问题解决

及时性的关系。
在信息搜索能力培养方面，根据路径分析，

信息搜索能力和系统化能力结合能够最大程度

地激发创造力。 因此，要强化信息搜索策略的

系统性，制订全面的信息搜索计划，并确定信息

搜索的重点，随着对问题研究的深入，能够不断

调整信息搜索策略和信息搜索重点，以完成搜

索任务。
在信息评估能力培养方面，根据路径分析，

信息评估能力与分析能力相结合能够有效激发

创造力，因此，要重点提高学生对信息的比较、
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将信

息管理能力转化为知识管理能力。 要求大学生

辩证地看待权威和权威的知识，同时，强调大学

生在判断信息的正确性后，及时把这些信息整

合到自身知识库中，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在信息利用能力培养方面，重点利用分析

能力和系统化能力强化信息利用能力，强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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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所利用信息的背景与所要解决任务背景的相

似性、差异性，以便能进行知识的适应性转移。
利用系统化能力强化信息利用能力可分为三个

层次。 首先，将搜索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将纷繁

冗杂的信息条理化，对重点信息进行摘录，以便

能够在需要时迅速地提取和使用信息，提高学

习和工作效率；其次，将外界的信息内化为自己

知识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也就是皮亚杰认知发

展理论中的“同化”的过程，只有经过“同化”才

能更好地在以后的需求中去利用信息；三是提

高大学生的求知欲，使其不满足于学习和问题

解决，制订系统性信息搜集方案，利用系统思维

方法，基于现有基础，创造新的知识、产品与

技术。
在合理合法利用信息意识培养方面，从社

会系统的角度，强调合理合法利用信息是社会

责任；强调知识分享的重要性，知识分享是知识

型社会公民的责任；要求大学生熟悉各类社会

化媒体的特点，以便能够高效、有针对性地分享

信息。
３．２．３　 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信息素养是一种习惯和素质，其养成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高等教育要按照大学生的

认知规律，依托现有课程体系，构建大学生四年

一贯的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本研究建议信

息素养教育应建立“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的课

程体系，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使大学生具备初步

的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情境理论认为，脱离个体生活的真实环境

来谈论学习或能力是毫无意义的，个体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是形成能力以及社会化的必经途

径［４８］ 。 背景和情景是知识的重要元素，信息素

养教育如果不与具体的学科教育相结合，信息

素养将很难养成［２５］ ，也会很快被忘记。 因此，在
实践中应构建融合批判性思维的信息素养教育

与 专 业 课 程 教 育 整 合 的 模 式 （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简称 ＩＬｉＣＴｉＣ 模式）。 该模

式强调信息素养教育要突出批判性思维能力培

养，并以专业课程教学为情景，实现良好的培养

效果，专业教学中强调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培养，也能够促进专业教学质量，从而实现专业

教学与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相互

促进，同时也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学科专业信息

素养。
（１）信息素养课程体系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而言，融合批判性思维

的信息素养通识教育需要以信息素养为导向，
改进现有的“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和“计算机

基础”公共课，并在低年级开设“信息素养与批

判性思维”通识课程，或在“写作课程” “经典文

献阅读课程” “大学英语课程”中嵌入批判性思

维和信息素养教育，采用基于问题解决和具体

案例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提高信息素养，有意识

地锻炼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学习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为与专业教育融合奠定基础。
在与专业课程融合方面，重点选择研究类

课程、综合类课程，如在“新生研讨课程” “专业

概论课程”“专业研究方法课程”“专业综合设计

课程”“专业前沿课程” “专业英语课程”等课程

中嵌入信息素养教育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培养。
（２）融合模式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主要包括课程的哲学、目标、内

容、方法与组织、评价和课程管理等内容［４９］ 。 在

课程哲学方面，ＩＬｉＣＴｉＣ 模式奉行整体主义哲学，
以创新能力为导向，在进行专业学习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嵌入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教育，
同时兼顾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在课程目标方面，共分五个层次：一是专业

知识，使大学生掌握专业课程的经典知识，了解

专业知识的前沿研究；二是专业信息素养，了解

学科的专业文献分布、载体形态、获取路径以及

学科权威；三是专业知识批判性思维能力，了解

经典专业知识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存在的局限

性，能够辩证地分析专业领域的知识与观点；四
是自主学习，具备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能力

后，大学生能自主实现专业知识的增长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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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专业知识创新，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和信息

素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解决学术与现实问题。
在课程内容方面，在讲解专业知识的基础

上，强调专业知识的发展脉络、在各个时期的状

态、发展趋势、内在关联等，以教师对专业知识

的辩证态度等隐性教学行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让学生了解问题解决、学术探究和创

新的过程。
在课程教学方法与组织方面，强化学生的

主体地位，推动课堂教学和在线学习相结合的

混合学习模式，鼓励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和合

作学习，基于问题解决采用启发式、任务式教学

模式。
在课程评价方面，重点考察大学生对经典

知识的表述能力、理解能力、辩证思考能力、应
用能力、发展能力等。 评价方式以用专业知识

解决学术与现实问题为主，同时强调专业知识

的综合应用能力。
在课程管理方面，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专任

教师与学科馆员合作开展专业教学，注重教师

专业发展，及时开展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同时搭

建课程信息化平台，捕捉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过程的大数据，为改善教学提供决策依据。
３．２．４　 专任教师和学科馆员的合作模式

信息素养教育不仅是学科馆员的责任，也
是专任教师的责任［４０，５０－５２］ ，专业课程教育也是

学科馆员的责任之一。 专任教师与学科馆员共

同参与整合后的课程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

活动、作业任务、教学结果的设计，以及课程资

源和拓展资源的开发，明晰教学目标，并达成一

致意见，实现各自拥有知识的互补，在合作教学

过程中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
专任教师负责一定学科范畴的专业化教

学，要求他们不但具有专业化的学科知识，还要

具有基于学科课程的专门教学法知识。 美国著

名教育家舒尔曼提出教师应具有学科教学知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ＣＫ） ［５３］ ；美国

学者科勒（Ｋｏｅｈｌｅｒ）和米什拉（ Ｍｉｓｈｒａ）提出教师

还需要具备技术知识、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

识、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而整合技术的学科

教学法知识是专业领域课程授课教师所必须具

备的知识［５４］ 。
为满足融合批判性思维的信息素养教育和

课程教学整合的需要，笔者认为 ＩＬｉＣＴｉＣ 模式下

的教育者应在保留学科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

的基础上，将技术知识拓展为信息素养，即不仅

强调技术与技能，更要增加批判性思维知识。

４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发现：信息素

养和批判性思维对创造力均呈正相关关系；批
判性思维在信息素养对创造力的影响中存在显

著的中介效应；信息搜索能力、信息评估能力、
信息利用能力、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是促进大

学生创造力的核心能力。 融合批判性思维的信

息素养是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工具，是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 根据信息素养对创造力的影

响路径分析，本文提出信息素养教育应加强信

息心理认知层面的教育，建议融合批判性思维

的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相整合，进而

提出信息素养教育的 ＩＬｉＣＴｉＣ 模式。
本研究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如：合作学习、

信息技术在信息素养对创造力的影响中所起的

作用，信息素养教育的 ＩＬｉＣＴｉＣ 模式的有效程

度，学科馆员与专任教师合作开展信息素养教

育的体制障碍、观念障碍以及具体的化解措施，
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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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 １０－ 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ａｃｒｌ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ｏｒｇ．ａｃｒｌ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ｄｆ．　

［２６］ 彭美慈，汪国成，陈基乐，等．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的信效度测试研究［ Ｊ］ ．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０４（９）：６４４－

６４７．（Ｐｅｎｇ Ｍｅｉｃｉ，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 Ｊｉｌｅ，ｅｔ 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ｉｓ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２００４（９）：６４４－６４７．）

［２７］ 俞国良． 创造力心理学 ［ Ｍ］．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１９． （ Ｙｕ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Ｍ］．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６：１９．）

［２８］ 阳莉华．大学生创新效能感量表［ Ｇ］ ／ ／ 王宇中．心理评定量表手册（１９９９—２０１０）．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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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海： 基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６

２０１１：１０９－１１２．（Ｙ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 ［ Ｇ］ ／ ／ Ｗａｎｇ Ｙｕｚｈｏ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ｍａｎｕａｌ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１０９－１１２．）

［２９］ Ｍｏｏｒｅ Ｂ Ｎ， Ｐａｒｋｅｒ 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９：７９．

［３０］ Ｈｏｇｅｎｂｏｏｍ Ｋ．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ｇｏｖ： ｕｓ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Ｊ］ ． Ｐｏｒ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２００５，５（４）：４５５－４６６．

［３１］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Ｒ．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Ｇ］ ／ ／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Ｃ Ｗ， Ｂｒｕｃｈ 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ｌ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ｍｐ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２：１３１－１５１．

［３２］ Ａｌｂｅｉｔｚ Ｒ Ｓ． Ｔｈｅ ｗｈａｔ ａｎｄ ｗｈｏ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Ｐｏｒ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２００７， ７（１）：９７－１０９．

［３３］ Ｂｏｅｒｉｓｗａｔｉ 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Ｊ］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１２， Ａ（７）：６５０－６６１．

［３４］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 Ｓ．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ｅａｎ ｔｏ ｂ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０９－ 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ｔｅｒｎｅｔ．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ｙ ／ １５５９７５．

［３５］ Ｂｒａｎｃｈ Ｊ 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Ｊ］ ．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０３（４）：６－１２．

［３６］ ＭｃＣｒａｅ Ｒ Ｒ，Ｃｏｓｔａ Ｐ Ｔ Ｊ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 ／ ／ Ｈｏｇａｎ 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 Ａ，

Ｂｒｉｇｇｓ Ｓ Ｒ．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８２５－８４８．

［３７］ Ｄｅｎｉｓｓｅｎ Ｊ Ｊ Ａ， Ｐｅｎｋｅ 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８， ４２（ ５）：

１２８５－１３０２．

［３８］ Ｇａｂｏｒａ Ｌ．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２３（２）：１５５－１６５．

［３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ｔ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ｓｉｘ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ｄ［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ｃａｒｌｅｔｏｎ．ｅｄｕ ／

ｃａｍｐｕ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ａｓｓｅｔ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ａｔ＿Ｃａｒｌｅｔｏｎ．ｐｄｆ．

［４０］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０７，３３（３）：３１７－３２６．

［４１］ Ａｒｐ Ｌ， Ｗｏｏｄａｒｄ Ｂ Ｓ．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Ｊ］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Ｕｓ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４， ４４（１）：３１－３６．

［４２］ Ｂｏｏｎ Ｓ，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Ｂ， Ｗｅｂｂｅｒ 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ａｃｕｌｔｙ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６３（２）：２０４－２２８．

［４３］ Ｂｏｏｎ Ｓ，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Ｂ， Ｗｅｂｂｅｒ 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２８（３）：３３５－３５２．

［４４］ Ｓｔｕｂｂｉｎｇｓ Ｒ，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Ｇ． Ｄｏｅ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ｍｂ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ｔｏ ｙｏｕｒ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Ｊ］ ． Ｉｔａｌｉｃｓ，

２００６，２７７（１）：１－１２．

［４５］ Ｈｏｌｔｚｅ Ｔ Ｌ．１００ ｗａｙ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ｙｏｕｒ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ＤＢ ／ ＯＬ］．［２０１５－ ０８－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 ｏｒｇ ／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

ｏｒ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 ｆｉｌｅｓ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ｄｖｌｅ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ｗａｒｅｎｅ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ｙｏｕｒ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ｒｔｏｏｌｓ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ａｃｈ＿ ｆ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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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四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４

ｕｌｔｙ． ｐｄｆ．　

［ ４６］ Ｓｅｒｏｔｋｉｎ Ｐ Ｂ．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ａ：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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