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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的青少年信息生活研究
∗

刘　 亚

摘　 要　 随着经济和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信息获取机会成为青少年信息生活的主要特征。

然而,信息资源和设备的普及并不等同于青少年可以很好地参与信息生活。 青少年是信息社会重要的参与群体,

其信息生活的状况需要被全面地观察和研究。 本文采用课堂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调研中学生的日常学习和

生活,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视角观察青少年作为信息活动主体参与信息生活的综合状况。 研究发现,大多数

被访青少年将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展知觉性信息实践,缺乏开展目的性信息实践的机会;信息

实践表现出类型单一、时空受限和智识程度较低的特征;个人信息世界中的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都十分有限。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这些青少年的信息实践构建出的是狭小的信息世界。 本文研究发现有助于图书馆学

及教育学提高对于青少年信息生活状况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证明深入解析教育实践对青少年信息世界的影响

机制是有必要且有价值的研究命题。 表 9。 参考文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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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access
 

has
 

becom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equipment
 

and
 

resources
 

owned
 

by
 

teenagers
 

cannot
 

reflect
 

the
 

whole
 

picture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ppli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in-depth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s
 

to
 

investigate
 

5
 

middle
 

schools
 

in
 

three
 

citie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50
 

hours
 

of
 

class
 

activities 
interview

 

of
 

132
 

teenagers
 

and
 

38
 

teachers.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teenagers
 

daily
 

study
 

and
 

to
 

observe
 

the
 

comprehensive
 

situation
 

of
 

teenagers
 

participating
 

in
 

information
 

life
 

as
 

the
 

information
 

agents.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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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that to
 

most
 

of
 

the
 

studied
 

teenagers the
 

great
 

proportion
 

of
 

their
 

time
 

was
 

paid
 

to
 

conscious
 

information
 

practices and
 

little
 

was
 

devoted
 

to
 

intentional
 

information
 

practices.
 

Their
 

information
 

practices
 

were
 

limited
 

in
 

types time space
 

and
 

intellectual
 

sophistication.
 

The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teenagers
 

limited
 

the
 

amount
 

of
 

bas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ssets
 

in
 

their
 

information
 

world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for
 

most
 

of
 

the
 

studied
 

teenagers their
 

information
 

practices
 

tended
 

to
 

shape
 

narrow
 

information
 

worlds.
This

 

stud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Although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eenagers
 

living
 

environment
 

are
 

relatively
 

rich most
 

teenagers
 

information
 

worlds
 

are
 

characterized
 

by
 

poor
 

content narrow
 

boundary
 

and
 

lack
 

of
 

improvement
 

power.
 

Besides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essential
 

roles
 

of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formation
 

practice
 

determined
 

the
 

effect
 

and
 

ability
 

of
 

teenagers
 

to
 

obta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information
 

society.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inspire
 

the
 

education
 

fiel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fects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guiding
 

and
 

shaping
 

young
 

students
 

information
 

practice
 

was
 

initially
 

shown
 

in
 

this
 

study. It
 

is
 

safe
 

to
 

conclude
 

that
 

education
 

models
 

will
 

have
 

an
 

effect
 

and
 

influence
 

on
 

the
 

elements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s.
 

Some
 

education
 

models
 

may
 

tend
 

to
 

shape
 

students
 

narrow
 

information
 

world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ducation
 

on
 

the
 

elements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s
 

i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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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家、社会和家庭对教育信息化的重

视,青少年逐渐成为信息社会中重要的信息主

体。 2020 年 5 月,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发布的《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显示,2019 年我国未成年

网民规模为 1. 75 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

达到 93. 1%;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

网设备的比例达到 74. 0%,使用手机上网的比

例为 93. 9% [1] 。 2020 年 9 月 CNNIC 发布的

《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我国 10—19 岁青少年网民占全国网民的

14. 8% [2] 。 不断扩大的青少年网民规模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青少年人群已经广泛地参与到信

息生活中。
对青少年学生最具影响力的学校教育也一

直关注学生的信息教育。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我国中小学教育开始逐步适应信息社会发

展的改革。 例如,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提

出“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3] ;
2001 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提出“全国乡(镇)以上有条件的中小学基本

普及信息技术教育” [4] ;2012 年,《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5] 出台,促进

了我国中小学校的信息化建设;2018 年教育部

印发《教育信息化 2. 0 行动计划》,通过加快教

育数字资源建设、教育平台建设等措施,推动信

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6] 。
信息技术和信息教育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普

及,让人们对青少年参与信息社会的能力产生

了信心。 然而,来自青少年信息行为领域的研

究[7-9] 表明,青少年虽然生活在信息资源丰富的

环境中,也经常使用电脑和网络开展娱乐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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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能有效地利用信息

资源和信息设备来获取信息与知识,以解决学

习和生活中的问题。 可见,信息技术普及只是

青少年信息生活的一个方面。 青少年是信息社

会重要的参与群体,其信息生活的状况需要被

全面地观察和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调研了中

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从“个人信息世界”理

论视角出发,观察青少年作为信息活动主体参

与信息生活的综合状况,以期为信息教育和信

息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发现。

1　 问题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从“数字本地人” ( digital
 

natives) [10] 或者

“网络一代” ( net
 

generation) [11] 等说法开始,丰
富的信息资源以及信息获取机会成为青少年

信息生活的主要特征。 青少年比其他人群有

更方便的信息技术获取途径,使用信息技术的

频率也较高。 然而,青少年拥有的信息设备和

资源情况并不能反映青少年信息生活的全貌,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青少年人群中

的高接入比例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青少年信息

世界的富足。 在 Giacquinta 等学者的调研中,
约占研究样本一半的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购

买了电脑,但只有 20%的孩子使用电脑来提升

自身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其他孩子只是使

用电脑来玩游戏[12] 。 许多青少年信息行为研

究也证明,青少年难以从信息活动中获取效用

来满足自身的需要或者解决问题[13-18] 。 笔者

曾对青少年信息行为进行研究,发现青少年在

信息检索、评价、利用等方面存在缺陷,有必要

将青少年纳入信息贫困的研究视野中[19] 。 以

上这些研究证明,信息资源和设备在青少年人

群中的普及并不等同于青少年可以很好地参

与信息生活。
一方面是信息资源与获取机会的增多,另

一方面是信息行为可能导致的信息贫困,社会

科学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与主观能动的视角对

立也体现在青少年信息生活研究领域,这种对

立导致青少年信息生活的完整面貌难以被揭

示。 为了较全面地考察青少年的信息生活,本
研究采用“个人信息世界”这一整体性研究的基

础概念为理论基础。 个人信息世界是个人作为

信息主体( information
 

agent,即信息生产、传播、
搜索、利用等行为的主体)的活动领域,其状态

由三个要素决定:内容、动力、边界[20] ,这三个要

素都是由个人的信息实践构建的。 “信息实践”
意味着信息获取和利用活动是由社会结构和个

人主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因此,“个人信息世

界”概念同时包含了信息活动的客观和主观因

素,并且这一概念没有将个人的信息活动按照

信息资源类型、情境的不同而人为分割,因而更

接近信息活动的真实情况,有助于研究者全面

考察青少年的信息生活。
本研究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通过考

察青少年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信息实践,全面

了解青少年的个人信息世界,要回答的具体问

题包括:①哪些信息资源可以真正被青少年利

用,成为其信息世界的内容;②青少年的信息实

践有哪些特点,对改善其信息世界的动力如何;
③青少年个人信息世界的时间、空间、智识边界

如何。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思路,融合了参与观

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 以方便抽样的方

式,最终选择了山西省的两所初中( SZ、SE)和一

所高中( YZ)、江苏省的一所初中( XJ)、天津市

的一所初高中综合学校(HW),在以上五所中学

共选择 7 个班级,每个班级观察 1—2 天,共参与

了 50 节课的课堂观察,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此外,还观察了课堂以外的学校生活,如课间休

息、自习和社团活动等,了解了学校图书馆的馆

藏、服务及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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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堂观察样本情况

学校 班级 课程 节数 学校 班级 课程 节数

SZ 初二 2 班

语文 2

数学 2

英语 1

物理 2

生物 1

历史 1

YZ 高二 3 班

语文 1

数学 1

英语 1

物理 1

化学 1

生物 1

SE 初一 6 班

语文 2

数学 1

英语 1

生物 1

地理 1

XJ 初二 5 班

语文 2

数学 1

英语 1

历史 1

美术 1

YZ 高一 6 班

语文 1

数学 1

英语 1

物理 1

化学 1

生物 1

地理 1

政治 1

信息 1

心理 1

HW

高二 7 班

初一 7 班

语文 1

数学 1

英语 1

物理 1

化学 1

历史 1

政治 1

语文 1

数学 1

英语 1

历史 1

地理 1

音乐 1

　 　 本研究还采用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学生的

访谈分为个人访谈与小组访谈,最终获得了 29
位中学生、9 个小组的访谈数据。 个人访谈持续

30 分钟左右,访谈问题包括:你是否能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电脑、图书馆等资源,在什么情况下使

用,有哪些书籍和信息可以帮助你完成学习任

务,这些信息资源有何作用;老师是否布置过需

要你查找信息的作业,你如何完成老师布置的

家庭作业;你如何了解感兴趣的事情;你参加了

哪些社团活动,这些活动的过程如何,等等。 访

谈小组一般由 7 位左右的学生组成,但在 HW
初中部的小组访谈中,由于学校和教师的要求,

访谈对象是初一整个班级的 45 位学生。 共实施

了 9 次小组访谈,共计 103 位学生参加,每个小

组访谈持续 40—60 分钟。 相比个人访谈,小组

访谈要求被访者回答在具体问题和情境中,教
师、学生分别开展的活动,学生对具体学习任务

或活动的看法和理解,学生的信息实践及其产

生的效果,如:你们如何完成上学期的研究性学

习,为什么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了哪些

知识,研究性学习对你有何帮助,等等。
此外,在完成对某一课程的参与观察后,还对

任课教师进行访谈,调查教师对教学目标的理解、
传授知识的方式以及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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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活动。 教师访谈的问题包括:高考(中考)
的这门课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如何让学生达到此

要求,您对这门课有何教学目标,如何实现,您在教

学中是否要求学生查找利用信息,如何要求,为什

么,某一教学活动如何开展,是出于什么目的,效果

如何,等等。 共获得 38 位教师的访谈数据,对每位

教师的访谈时间持续 30 分钟左右。

2. 2　 数据编码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本研究对课堂

观察和访谈数据进行理论编码。 首先,对数据

中涉及的被访学生的信息实践进行初步编码,

形成的编码包括:课堂学习、完成普通家庭作

业、上网浏览信息、阅读课外书、实验操作、参

观、咨询讨论、信息检索等。 其次,依据个人信

息世界“动力”维度对信息实践的归类,将青少

年的信息实践归类为知觉性信息实践和目的性

信息实践。 之后,对被访者信息实践的时间、空
间和智识特征分别进行编码,这有助于比较不

同类型的信息实践在时间、空间、智识特征等方

面的差别。 最后,对反映被访学生基础信息源

和信息资产的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用于分析被

访者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 表 2 例举了被访青

少年个人信息世界的编码情况。

表 2　 被访青少年个人信息世界编码举例

编码 访谈数据举例

知觉性信息实践 课堂学习、在化学社团活动中做实验

时间 上课时间、完成家庭作业花费的时间

空间 教室、家庭、实验室、图书馆

智识 抄写、复述、浏览

目的性信息实践 讨论咨询、检索信息

时间 课余时间、完成课外活动花费的时间

空间 家庭、校外、教室

智识 比较、加工整理、抄写

基础信息源 图书馆、家庭及个人书籍、网络资源

信息资产 知识、见解、信息检索技能

3　 数据分析

3. 1　 个人信息世界内容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概念,个人信息世界

的内容由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基础信息源

和信息资产构成[20] 。 可及和可获信息源是指信

息主体在物理空间、时间、个人意愿、智识上可

及或可获的信息资源。 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

是个人实际运用的信息源及产生的效用,即信

息实践的对象和产物。 在以上四种个人信息世

界内容成分中,基础信息源更能体现一个人实

际获取和利用的信息量,信息资产则体现了一

个人应对信息生活的能力。 因此,基础信息源

和信息资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于丰富个人

信息世界的内容更有意义。 本研究首先分析出

被访中学生在物理空间及个人意愿上的可及和

可获信息源,主要包括机构类、书籍类、网络资

源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学生的基础信息

源及信息资产。
3. 1. 1　 基础信息源

在本研究中,参加调研的五所学校都有一定

规模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教室。 大多数学生家里

都有书籍,教参类和文学名著类居多。 YZ 中学

近 1 / 5 的学生为来自农村家庭的住校生,虽然这

些学生家中拥有的藏书资源可能与城市学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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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距,但也都有家用电脑和网络。 社会环境方

面,城市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都免费开放,除处

于城乡结合部的 SZ 和 YZ 中学距离当地的市级

公共图书馆要近 1 小时车程外,其他被访学校距

离本市文化机构都在半小时车程内。 可见,无论

是在学校、家庭还是社会环境中,被访学生都有

较为丰富的可及和可获信息源。

可及和可获信息源只有被人利用时,才会真

正进入个人的信息生活。 基础信息源是指个人常

规或习惯使用的信息源,在遇到问题时个人更倾向

从基础信息源中获取信息。 本研究发现,尽管学

校、家庭和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资源比较丰富,但只

有少部分能真正被学生习惯使用,成为基础信息

源。 表 3 显示了个人受访者的基础信息源状况。

表 3　 个人受访者的基础信息源

被访者代号
机构 家庭及个人拥有的书籍 网络资源

学校图书馆 博物馆 书店 教科书 作业辅导书 工具书 课外书籍 作业相关 其他信息

SEC01 √ √ √ √ √

SEC02 √ √ √ √

SEC03 √ √ √

SEC04 √ √ √ √

SEC05 √ √ √ √ √

SEC06 √ √

SEC07 √ √ √ √ √

SZC01 √ √ √ √ √

SZC02 √ √ √

SZC03 √ √ √ √ √

SZC04 √ √ √ √

SZC05 √ √ √ √ √ √

SZC06 √ √ √

HWC01 √ √ √ √ √ √

HWC02 √ √ √ √

HWG01 √ √ √

HWG02 √ √ √ √

HWG03 √ √ √

HWG04 √ √ √

HWG05 √ √ √

HWG06 √ √ √ √ √ √

HWG07 √ √

HWG08 √ √ √ √

XJC01 √ √ √ √ √

XJC02 √ √ √ √ √ √

XJC03 √ √ √ √

XJC04 √ √ √ √

XJC05 √ √ √ √ √

XJC06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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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机构方面,对于大多数被访者来说,
图书馆、博物馆、书店等机构的信息资源并没有

进入他们的信息世界。 除 XJ 中学外,其他参与

调研的学校都不要求学生利用图书馆。 HW 中

学只有初中部学生可以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时

去图书馆阅览,然而在临近考试时,阅读课常常

被其他参加考试的课程占用。 本研究对 HW 中

学初中学生的调研是在 11 月中旬,当时开学已

经近 3 个月,而被访者只去过两次学校图书馆。
此外,本研究中被访的高中学生几乎不使用图

书馆,如 HWGgroup2 的 9 位被访者中,有 3 位曾

在小学时持有当地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证,但现

在都因课业负担重,停止使用。
在书籍资源方面,教科书和作业辅导书是

青少年日常信息实践中最重要的信息资源。 虽

然这些作业辅导书在一定程度上高度概括、整
合了许多与教材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但同时也

限制了青少年对其他类型书籍的使用。 例如,
只有 5 例(约占 17%)访谈记录显示,被访者在

平时完成作业时会使用英汉字典或古汉语字

典,几乎没有学生使用百科全书等工具书。 另

外,虽然阅读文学名著是中学生语文课程标准

规定的内容之一,但教师会总结关于文学名著

可能出现的考试题目,要求学生记住这些题目

和答案,并不要求学生阅读文学名著全文。 因

此,阅读名著的被访者只占到 18%左右。 以下

的访谈记录显示,即使教师发现学生阅读量存

在缺 失, 也 未 对 其 做 出 明 确 指 导 和 要 求

(HWG04);XJ 中学一位较为资深的语文教师

(同时也是该校的教导处助理)表示,他并不认

可阅读各类书籍对学生有积极意义(XJ101)。
访问者:老师要求过你们读什么书吗?
HWG04:没有,就比如这节课讲莫泊桑的文

章节选,她会介绍莫泊桑是谁,有哪些名著,就

问我们看过没有,我们说没有,老师就说:“这么

有名的小说你们都没看过啊?”她经常这样说,
但是没有说让我们去看哪一本。 她那样说完我

也没去看,平时上课也没时间看。
XJ101(教师):其实我觉得学好语文和增加

阅读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光靠积累来解

决应付考试,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基本不可能

……我的学生从不刻意积累作文素材。 “写作

文、写作文”,人家重视的是“作”文,我重视的是

“写”。 我觉得写什么材料其实是不重要的,你把

别人写过一百遍的东西拿过来写,照样可以写,
关键是你怎么“写”。 比如我教学生写作的时候

将第一人称换成第二人称,这不就是变化吗?
在网络资源方面,学生可以相对容易地使

用电脑和网络,但绝大多数学生只借助网络来

查找作业答案。 大多数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

中几乎没有时间上网浏览其他信息。 有的学生

对网络上的信息资源不感兴趣,仅仅只是玩网

络游戏或者与同学聊天。 “作业帮” “原题” “答

案”都是学生主要利用的网络资源,而其他的网

络信息并没有成为学生常规利用的基础信

息源。
3. 1. 2　 信息资产

个人的信息实践总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和效

用,其中产生的较为明显的结果是信息量的积

累,本研究中将其编码为“外部资源”,包括个人

读过的书、学过的课本、浏览过的网站等。 这些

外部资源(例如阅读量)在个人的信息活动中具

备可以不断累积、能够为个人提供效用的特点,
例如学生遇到新问题时会从读过的书中查找可

能的解决方案。 除了积累外部资源,个人的信

息实践往往还会产生一些内化的结果和效用。
例如,有的信息实践可以产生暂时的效果,如以

休闲娱乐为目的的阅读等,产生的结果可能是

短暂的打发时间或情绪变化;有的信息实践可

以产生持续的、可以积累的效用,如个人通过系

统的信息检索、分析整理信息实践来获取见解、
知识和能力。 如同外部资源一样,内化的结果

和效用可以通过个人的信息实践不断地获取、
累积,并且帮助个人提升自我能力和素质、做出

理性决定、合理地解决问题、更好地参与社会生

活。 这些结果和效用类似于企业的资产,可以

不断积累,而且有助于个人的发展,于良芝将信

息活动产生的这些结果和效用称为个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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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21] 。 本研究对访谈数据编码概括出四个方

面的信息资产,分别是外部资源、内化的知识、
学习能力和实际应用。 表 4 显示了被访青少年

的信息资产编码情况。

表 4　 被访青少年的信息资产编码

编　 　 码 解　 　 释

外部资源 读过的书,学过的课本

内化的知识 外部信息转化为个人内部的知识

学习能力 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新的学习中,吸收新的知识

实际应用 将信息和知识与实际情况相联系,或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分析教师、学生访谈记录以及课堂观

察记录,本研究分析出学生在特定信息实践中

形成的信息资产情况,表 5 例举了部分案例。

表 5　 被访者信息资产分析举例

观察或访谈记录 获得的信息资产 未能获得的信息资产

我就看些励志的小故事和散文。 我看的那些故事当时

看的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看完就忘了,记不住。 我还

会看美文类的、感悟类的文章,我看的时候还会划下好

的句子,但是划完之后就忘了,也记不住,写作文也用不

上。 (HWG04)

√读过的书籍

√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好的

句子

√记住的知识

√将好的句子用于

写作

教师让学生从课文中找出人大的职权,学生阅读课文,
找出了四项职权。 教师例举 2009 年人大会议,让学生

判断其中人大在行使哪些职权。 涉及两种职权,学生大

多不能完整回答。 (HW 政治课堂观察)

√读过的课文

√知道关于人大职权的知识

√将知识用于实际

问题的分析判断

比如我告诉他们环境描写有五个作用,给他们不同的环

境描写的文章,让他们找出这篇文章里环境描写有哪些

作用,他们这五个作用记得住,但是灵活运用的时候,他
们总是找的地方不准确,或者写出来的时候表达的不全

面。 (YZ102 语文教师访谈)

√总结好的知识

√通过记忆内化的知识

√知道这些知识能用于解决

哪种问题

√应用教师传授的

知识 理 解 新 的 文

章,完成学习任务

　 　 外部资源和内化的知识是青少年获取和积

累的最主要的信息资产,这主要是因为青少年

处于受教育阶段,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不断积累

学过的课本、阅读过的书籍,而且许多系统、完
整的知识经过教师的传授和青少年的记忆,能
够内化为学生的信息资产。 在课堂观察中研究

者发现,学生经常可以完整地记忆、复述许多定

义、定理、方法。 教师对知识的概括总结和传

授,使青少年的信息资产中直接增加了许多现

成的知识。
“学习能力”这一信息资产是指被访学生能

将学习到的知识、方法应用于完成新的学习任

务,帮助汲取新的知识,如学生将阅读过的事

例、材料当作写议论文的论据。 本研究发现,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大多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和记忆

课本上的知识,缺乏对知识和信息的思考,对于

所学的知识并不理解,因此也就不能运用这些

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课堂记录:SZ 初二 2 班历史课

老师听写学生一些学过的内容。 其中有一

道题要求写出“四代领导人对台政策”,学生听

到后马上彼此讨论:“是该写四项政策还是写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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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建议?”另一道题要求写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内容”,学生问老师:“是写大字部分还是小

字部分?”(大字、小字是指课文的字号)还有一

道题要求写出“八六三计划的八个领域”,老师

说写一个一分,学生问:“顺序和书上不一样可

以吗?”老师回答:“可以。”
从以上课堂记录可以看出,学生非常熟悉

课文内容,甚至记得课文内容的不同字号,但当

问题与课文原文不完全相同的时候,部分学生

就不太清楚如何用课文回答问题。 他们获得的

信息只是课文的表述形式,而非其中的内容和

知识。 正因为如此,即使学生记住了课文的全

部内容,当问题与课文陈述方式不同时,学生就

不知如何选择;同样地,也是因为学生接受的只

是课文的表述形式,他们才会问出“顺序和书上

不一样可以吗”的问题。 虽然“听写”这种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导学生回忆课文内容,但
以上课堂记录反映出学生对课文内容缺乏理

解。 也就是说,这些学生虽然在课堂学习中增

加了现成的知识,但并没有形成可供他们灵活

运用、汲取新知识的学习能力。
“实际应用”是指被访学生将外部资源和个

人内部知识与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相联系,用
于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决策或新的见解。 这

种信息资产由知识和能力组成。 在知识层面,
如果个人累积的知识大多与实际问题相关,如
关于急救的常识、在实际交流中常用到的语言

等,那么这些知识很可能被用于解决问题;在能

力层面,如果个人具备依据实际情况调用已有

知识的能力,那么许多信息和知识的潜在价值

和效用可能更容易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得到发掘

和利用。 在本研究中,大多数被访者在日常的

信息实践中并没有形成可供他们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信息资产。 一方面,教师在传授知识

的过程中,没有阐明其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导致

许多学生难以发现知识的价值。 例如,当 HWG-
group2 被访小组被问到“现在学的课程哪一门

让你觉得除了应试还有其他用处”时,学生们认

为“许多知识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用”。 另一方

面,许多学生缺乏将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

系的能力,以下的课堂观察记录和教师访谈记

录就反映出学生没有将课堂上获取的知识与实

际问题联系起来。
课堂记录:SE 初一 6 班生物课

上节课学了“反射”,一上课老师就带领学

生回忆,学生可以背出“反射”的定义。 老师要

求学生举例生活中后天形成的反射,学生却几

乎说不出来。 老师举出了“谈虎色变” “望梅止

渴”等例子,教师又要求学生举例动物的反射活

动,学生也说不出来。
SE301(老师):我让学生查查感恩节、圣诞

节这些外国的节日。 学生们都是打印了一张纸

交上来,至于看了没有,就不一定了。 他们也没

有真正了解感恩节,更没有学生主动查一查(资

料中)不知道的知识,或者背一背觉得有用的

句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被访者在

其信息实践中难以有效形成和积累信息资

产。 例如,学生知道定理却不能应用定理来

解答题目,知道写作方法却不能将这些方法

应用于阅读分析和写作。 可见,大多数青少

年获取和积累的信息资产局限于外部资源和

内化的知识,而可供其吸收新知识、解决问

题、形成决策和帮助其自我发展的其他信息

资产则非常有限。

3. 2　 个人信息世界动力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个人信息世界

的形成、维护和发展是通过信息主体的信息实

践实现的。 信息实践分为三种类型:无意识的

信息实践、 知觉性信息实践、 目的性信息实

践[22] 。 这三类信息实践不同程度地决定了个人

信息利用的效果。 知觉性信息实践和目的性信

息实践构成了个人信息世界发展变化的基本动

力[20] 。 本研究采用这一分类来观察分析青少年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信息实践。 表 6 是 29 例个

人访谈记录反映的学生信息实践情况,表 7 是 9
个小组访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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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个人访谈显示的信息实践情况

信息活动 举　 　 例 百分比(%) 频率 / 时长 信息实践类型

学习 上课、完成家庭作业 100 每天 / 10 小时以上 知觉性

常规性浏览阅读 规律地去图书馆、书店、上网 62 见表 9 知觉性

实践操作
依据教师的要求,学生做实验、做

手工
14 每学期 1—2 次 知觉性

浏览参观
按照教师的要求,学生参观博物馆、
看电视节目、读课外书

28 每年 1—2 次 知觉性

讨论咨询

学生们讨论如何完成研究性学习报

告、学生咨询老师如何完成手工

制作

20 每年 1—2 次 目的性

检索 检索信息以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 72 每学期 1—2 次 目的性

表 7　 小组访谈显示的信息实践情况

被访者代号 学习 常规性浏览阅读 实践操作 浏览参观 讨论咨询 检索

HWCgroup √ √ √

HWGgroup1 √ √ √

YZG1group1 √

YZG1group2 √ √ √

YZG1group3 √ √ √

YZG2group1 √ √ √

YZG2group2 √ √

XJCgroup √ √ √ √ √

　 　 表 6 和表 7 中,前四项信息实践是被访学生

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没有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开

展的信息实践。 “学习”包括上课和完成家庭作

业,大多数的家庭作业是要求学生复习或者完

成练习题。 本研究中有 25 例访谈记录显示,完
成家庭作业时学生通常不需要参考课本和作业

辅导书以外的其他书籍、资料。 以下记录代表

了几乎所有被访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
YZG2group1:(作业)写就可以了呀,拿出书

本,拿出笔,打开作业本,就可以写。 不用看书

就会写,不会做的就看答案。 文科的作业就打

开书抄就可以了,只要把那几个固定知识点从

书上抄下来就可以了。 考试的时候背会就行。
HWC01:(写作业) 就是 (参考) 教科书和

《教材全解》,不需要看其他的。

SEC04:我除了不会的看看《教材全解》,其

他的都是自己写。
“常规性浏览阅读”包括被访者规律地去图

书馆借阅书籍、上网浏览信息、购买和阅读书籍

等活动。 “实践操作”是指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

和说明做实验和手工制作等。 “浏览参观”是指

学生浏览、观看教师向他们展示的信息(如电

影、视频、书籍等),或者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参观

博物馆等。 这三种信息实践有的是学生按照教

师的要求被动开展的,有的是学生在没有特定

目标的情况下主动开展的。 访谈数据显示,教
师很少向学生说明开展活动的目的。

XJC02:有一次去博物馆,没有老师带我们

去,也没说为什么去,老师只是要求我们一个学

期必须做一次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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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被调研的青少年在其学习和生活中

开展的大部分信息实践属于知觉性信息实践。
在“知觉性信息实践”中,由于个人没有特定目

标和信息需求,一般会使用容易获取的、符合自

己兴趣爱好的信息资源。 一般情况下,个人的

兴趣爱好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依据兴趣

爱好开展的信息实践活动所利用的信息资源也

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例如,Savolainen 的研

究就证实,教师大多喜欢看“严肃”的电视节目,
而工人大多喜欢看娱乐节目[23] 。 以下访谈记录

表明,被访学生在“知觉性信息实践”中主要使

用休闲娱乐类信息内容。
HWG01:上周四有劳技课,老师就带我们到

学校的图书馆看书,我去了就是看小说和漫画,
每次能看一节课的时间。

YZG2group1:去书店不可能看那些 (学习

的)书啊,都是看些小说、漫画什么的。 就是休

闲和放松。
此外,青少年在“知觉性信息实践”中主要

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提供的信息,自然难以产生

信息需求。 同时,由于没有参与到使用信息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青少年在信息实践中难以感

受和汲取信息的价值。 本研究在课堂观察中发

现,学生的复述、阅读、记录、标注等行为大多是

受教师要求,并非是学生意识到了教师讲授的

内容存在信息价值。 例如,在课堂中经常会出

现这种情况:教师讲完一条定理或解释完一段

课文后,有些学生并没有记录,等到教师发出

“命令”后,他们才赶忙记录、标注。 虽然并非只

有记录和标注才是有效的信息获取活动,但这

些课堂现象至少表明,一部分学生并非在意识

到信息存在的情况下去主动建构信息活动。 也

就是说,尽管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有大量的信息

传递,但学生对信息和知识的感知并不明显。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不同类型的信

息实践会不同程度地改善信息世界。 在“目的

性信息实践”中,受具体信息需求的驱使,个人

会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且形成更为丰富

的信息资产。 例如在本研究中,HW 中学的被访

学生曾经参加学校的重力小车比赛,为此学生

了解了相关知识和原理;在制作小车过程中,从
课本、网络中查找信息并请教老师;在比赛后,
总结了小车存在的缺陷和造成缺陷的原因。 所

有这些活动都受到重力小车设计目标的驱动,
因而属于典型的“目的性信息实践”。 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利用了他们生活环境中的多种信息

资源,更多文字的、实物的信息进入他们的信息

世界,他们感知和汲取了信息的效用和价值,并
且形成了新的知识和见解,最终丰富了他们个

人信息世界的内容。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目

的性信息实践”对个人信息世界的构建和改善

更具动力,但青少年在日常学习中,很少有机会

开展类似“重力小车比赛”的目的性信息实践。
虽然“研究性学习”是被访学生普遍提到有具体

目标且需要查找信息的学习活动,属于“目的性

信息实践”,但如表 6 所示,被访学生每学期开

展“研究性学习”的次数不超过两次。 缺乏“目

的性信息实践”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学生构建和

改善个人信息世界的动力不足。

3. 3　 个人信息世界边界

边界是用来划定个人信息世界的范围,决
定其大小的[20] 。 个人信息世界的边界包含三个

维度:空间、时间、智识。 这三个维度是指个人

开展信息活动,特别是知觉性信息实践和目的

性信息实践所占用的场所、时间及调用的认知

和技术能力。 信息实践的空间、时间和智识特

征决定了个人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范围和信息

利用的效果,构成了个人信息世界的界限。
3. 3. 1　 空间特征

表 8 显示了本研究中个人受访者开展信息

实践的空间范围。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
个人信息实践的空间特征直接决定个人信息世

界中的信息资源情况,因此本研究在统计被访

者信息实践的空间范围时,考虑了被访者在不

同空间中使用信息资源的状况。 如果被访者在

某一空间中使用了与其他空间不同的信息资

源,则信息空间拓展才有意义。 所以,表 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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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一项代表被访者在家庭中使用的信息资

源不同于在“教室”中使用的信息资源的情况。
如果被访者在家庭中利用的信息资源与其在教

室中使用的相同,则“家庭”就不作为信息实践

空间来统计。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16 位个人被访者(约占

55%)开展信息实践的空间范围少于三种,大多

数学生开展信息实践的空间主要是教室和家

庭。 结合小组访谈记录,在 HW 中学初中部

的一个 45 位学生构成的班级中,只有 8 位学生

表 8　 个人受访者开展信息实践的空间范围

被访者代号 教室 家庭 图书馆 书店 实验室或其他活动室 校外文化信息机构

SEC01 √ √

SEC02 √ √

SEC03 √

SEC04 √ √

SEC05 √ √ √

SEC06 √

SEC07 √ √ √

SZC01 √ √

SZC02 √ √

SZC03 √ √ √

SZC04 √ √ √

SZC05 √

SZC06 √

HWC01 √ √ √ √

HWC02 √ √ √

HWG01 √

HWG02 √ √ √

HWG03 √

HWG04 √

HWG05 √ √

HWG06 √ √

HWG07 √ √

HWG08 √ √

XJC01 √ √ √

XJC02 √ √ √ √ √

XJC03 √ √ √ √

XJC04 √ √ √

XJC05 √ √ √ √ √

XJC0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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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 18%)平均一个月去一次书店,而高中部

的被访者平时都没有去图书馆的习惯。 YZ 中

学 35 位被访者都不使用图书馆,其中只有 6 位

(约占 17%)会在平时去书店。 在参与观察的 50
节课堂教学中,虽然有许多课程内容涉及实验

和观察(YZ 高二 3 班生物课、HW 高二 7 班物理

课、SZ 初二 2 班生物课),但这些内容大多由教

师的课堂讲授代替,学生未能到实验室操作实

验。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信息实践局

限在教室内,这就意味着教室以外的其他空间

中的实物、文字等信息资源很难被他们利用。
3. 3. 2　 时间特征

本研究中的学生被访者平均每天在校时间

为 10 小时,放学后完成作业的时间平均为 2 个

小时左右,有些学生在周末还参加辅导班。 也

就是说,被访学生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开展课

堂学习或完成家庭作业等信息实践,这也意味

着他们用于其他信息实践的时间非常有限。 表

9 显示了个人被访者开展规律的课外信息活动

的情况。

表 9　 个人被访者课余时间规律的信息实践

信息实践 样本数 占所有被访者的比例(%) 时　 　 间

去图书馆 10 34 每周一节课(45 分钟)

去书店购买课外书 8 28 不确定

上网浏览信息 13 45 每周 2—3 个小时

　 　 表 9 中 13 位平时上网浏览信息的被访者全

是初中学生,他们每周上网时间大约是 2—3 小

时;而高中学生通常都是在需要完成学习任务

时使用网络查找作业答案,很少有规律地上网

浏览信息。 在小组访谈中,YZG1group1 小组的

高中学生每天阅读课外书的时间不超过 5 分

钟,YZG1group2 小组的被访者每周阅读课外书

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大部分被访学生表示,
他们在课堂学习和完成作业之外,没有时间开

展常规性的课外信息实践。 也就是说,对于大

多数被访学生来说,由于课堂学习和完成作业

占用了绝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在课余时间无法

有规律地开展阅读、浏览信息等实践活动。 不

难推测,这部分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取

利用的信息会非常有限。
3. 3. 3　 智识特征

信息实践的智识特征包括个人在信息实践

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成熟程度、认知能力、语言能

力和信息能力[22] 。 这一特征可以成为信息世界

的边界,原因在于智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主

体能够运用的信息资源的范围和信息资产累积

的效率。 例如 XJC06 被访者提到,在他为辩论会

做准备时,他查阅了书籍,检索了网上的资料,并
且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理解,认真地将其整

理加工成适合在辩论中应用的素材,在辩论中表

述出来。 从他的陈述来看,这位被访者凭借较强

的认知能力,不仅获取了足够的信息来帮助他解

决问题,而且在其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

知识,形成了他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新见解。
XJC06:第一次辩论会的主题是长征精神。

老师定的题目,告诉我们,我们就去查资料。 我

查了一些资料,找了一些书籍,再凭借自己的知

识和见解(准备辩题)。 我查到了长征的背景,
也有长征精神的含义,……但是我当时没有查

到具体的例子,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辩论会,准备

资料肯定不充足。
然而在大多数学习任务中,许多信息都是

已经加工整理好并作为结论灌输给学生的,因
此学生并不需要使用分析、评价等认知能力。
大多数被访者在完成作业遇到困难时,他们的

信息实践相对单一、简单,一般是将不会做的题

或者需要完成的作业内容完整地输入搜索引

擎,找到原题的答案,然后抄写在作业本上。 从

以下访谈记录可以看出,这些学生在完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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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时,通常不需要全面地理解作业中的知识,
也无需系统地建构检索策略。 他们只查找利用

包含“原题答案”的信息,而其他的信息却被他

们忽视。 特别从 SZC04 和 XJC04 两位被访者的

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只限

于查找答案。
XJCgroup:数学题做不出来,可以问老师问

同学,还可以上网查。 你把那个题目输进去,只
要打一段字就查出来了,就是原题,因为已经有

人问 过 了, 可 以 找 到。 不 用 提 问, 别 人 都 提

问过。
SZC04:我没有上网读书的习惯,但上网能

查到英语单词的发音和解释。
XJC04:我不喜欢那种让我们查感兴趣的事

或者查新闻的(作业)。 我喜欢上网查题的答案

或者古文翻译。 数学题必须上网查,都能查到。
由于习惯了获取现成的结论或结果,学生

们在完成“研究性学习”时大多检索下载现成的

报告。 再加上“研究性学习”大多与考试无关,
学生们往往对检索到的信息缺乏比较、筛选、组
织和加工,甚至检索到信息后并没有阅读,只是

将信息堆砌在一起。 YZG1group3 访谈小组的访

谈记录显示,虽然“研究性学习”的开题表是前

一天刚刚完成的,但 7 位“研究性学习”的小组

长中有 3 位需要努力回忆才能想起自己小组做

的题目,有 3 位表示他们不太清楚已经完成的

开题表上的全部内容,也没有阅读其他小组成

员找来的信息,只知道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
SE103(老师):学生就没有时间去尽心尽力、

深入地查找信息。 再一个就是学生还是不知道

如何筛选,有时候给你弄来一大篇,都是打印出

来的,其中并不重要的内容也打印了出来。 一个

原因是他可能没有仔细看,再一个原因是他就不

知道什么是重点,觉得有点关系就都弄来。
访问者:你觉得自己查的知识记得更牢

固吗?
SZC02:如果是自己很感兴趣的就会好好地

记一下,如果没太在意的,只是笼统地看了一下

的,还是没啥印象。 还是老师讲了的,后来做了

题的记得比较深刻。
这些访谈记录说明,信息实践的智识程度

作为个人信息世界的边界要素之一,决定了哪

些信息和资源可以进入个人的信息世界,成为

其信息世界的内容。 在本研究中,大多数青少

年在完成学习任务时,信息检索的途径和策略

相对简单,而且他们在大多情况下是查找作业

答案,而那些非“原题答案”的知识和信息可能

难以进入他们的信息世界。 由于习惯于获取现

成的答案,这些青少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时会

避开需要分析、总结、对比等认知能力参与的信

息内容。 信息实践的智识程度较低,导致他们

虽然开展了信息活动,但并没有将信息实践的

成果转化成个人的知识和见解。 也就是说,智
识程度较低的信息实践并没有为其个人信息世

界有效地增加新的内容。
可见,对于本研究中的大多数青少年来说,

信息实践的时空界限和智识特征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他们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种类和范围,导
致能够进入他们个人信息世界的信息资源非常

有限。 同时,信息实践的类型也决定了他们在

利用信息内容、汲取信息价值、改善个人信息世

界等方面缺乏动力。 可以相信,对于大多数的

被访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信息实践构建出的是

狭小的信息世界。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
调研了青少年学生的课堂学习、完成学习任务、
课余活动等情况,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从
个人信息世界内容、动力、边界三个维度,分析

了青少年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个人信息世界的

综合状况。 调研发现,虽然处于接受教育阶段,
且生活环境中的各种信息资源较为丰富,但大

多数青少年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信息实践构

建出的却是狭小的信息世界。 青少年的大部分

时间用于开展课堂学习、完成作业等知觉性信

息实践,很少有机会开展目的性信息实践。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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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信息实践较为单一,又局限在狭小的空间

范围中,大多数青少年可利用的信息资源主要

由存在于教室或家庭等少数空间中的、与课业

和考试直接相关的信息资源构成。 这就意味

着,当他们产生各种信息需求时,可供其参考利

用的信息资源非常有限。 此外,由于在信息实践

中青少年较少调动认知能力,他们大部分的信息

实践产生的是形式上的、暂时的结果(如完成作

业),很少能够帮助其解决问题、决策判断、提升

自身的知识、能力和见解,这就意味着当这些青

少年遇到生活和学习中的变化和困难时,可以用

于适应变化和解决困难的能力非常有限。
本研究对青少年信息实践的考察和发现证

实了已有青少年信息行为研究的结论———有一

部分青少年难以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并获取和

积累信息价值。 与信息行为研究不同的是,本研

究还探索了信息实践的建构性。 已有的信息行

为研究发现了青少年在信息获取、信息利用方面

的缺陷,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信息行为缺

陷的寓意———青少年的信息实践决定了他们在

信息格局中的位置。 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图书

馆学情报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以及教育实践工

作者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的信息行为,能够引起

教育领域对青少年信息行为缺陷的重视和关注。
教育学相关研究和青少年教育实践领域应当能

从本研究的发现中意识到,信息实践不仅仅是图

书馆学情报学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信息实

践决定着青少年教育成果获取、参与信息社会生

活的效果和能力。 因此,本研究拓展延伸了青少

年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虽然教育对个人信息世界的影响机制并不

是本研究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但教育对青少年

学生信息实践的引导和塑造作用已经在本研究

中初步显现。 本研究通过观察课堂教学、访谈

教师和学生,明晰了嵌入在学习活动中的信息

实践。 研究发现,目前的教育模式下,大多数学

习任务决定了学生的信息活动主要由知觉性信

息实践构成,缺乏开展目的性信息实践的机会;
学生习惯于接受现成的、加工好的知识结论,信
息检索、分析、组织等智识能力较为薄弱。 这些

研究发现证明,教育模式会对个人信息世界的

要素产生作用和影响,有些教育模式可能会塑

造学生狭小的信息世界。 而在一些“目的性信

息实践” 的教育活动中(如 HW 中学“重力小

车”、XJ 中学辩论赛),学生的信息获取和利用

活动较为活跃,累积的信息资产也较为丰富。
可以推断,课堂参与程度、教学活动、学习任务

等教育要素的改变和调整,可能会通过影响学

生的信息实践来丰富学生的信息世界,帮助学

生在信息时代占领优势。 后续研究应探索教育

对个人信息世界要素的影响机制,从信息生活

的角度促进现有教育的反思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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