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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环境下农村居民信息素养现状及建议

要要要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杨雨琪

（湖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恩施 445000）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农村信息化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热点，是保卫脱贫，全面小康的重要任务。笔者旨在研

究武陵山片区农村居民的信息素养现状，从中分析农民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与利用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农

村信息化做出有益的探索。[方法 /过程]以武陵山片区的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明确在日常生活生产的情境

下，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结合各种因素，通过实地走访方式发放问卷 1 350 份收集数据。[结果 /结论]研究

结果得到，武陵山片区的被调查者整体信息意识、信息检索、信息处理利用与分析以及信息评价各方面都处

于中下水平，存在明显不足。可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宣传力度等措施，来提高农村

居民的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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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ormatization has become a hot spot of the whole soci-

e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safeguar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pur-

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Wuling moun-

tain area,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farmers'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utilization, so as

to make a useful exploration for rural informatization. [Methods / Process] Taking the rural resident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s the survey object, in the context of daily life and working, 1 35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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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尧 政策引导下袁 中国脱贫攻

坚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就遥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院
野坚持扶贫与扶志尧 扶智相结合袁 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和自我发展能力[1]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做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袁 野我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遥冶 其中不平

衡尧 不充分的发展袁 不仅指的是经济层面的差距袁 还

包含了文化素养尧 信息素养的差距遥 不可否认袁 中国

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在信息基础尧 信息交流等方面存在

严重的分化现象遥 此外袁 作为人口的大国袁 农村人口

占中国人口总数 20.32%袁 可见农村人口比例之大遥
2020 年袁 中国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袁 但解决中国现阶

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道路上袁 依然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

走尧 很多的工作要做袁 有效提高农村人口的信息素养袁
是对农村信息化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发展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袁 同时也是保卫脱贫袁 全面小

康的重要任务遥
国内研究人员近年已逐渐意识到信息素养研究的

重要性袁 但对信息素养对象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在

校大学生尧 研究生尧 教师等知识层面较高的人员袁 对

农村居民这个特殊的群体关注度还较低遥 农村居民作

为农村主要居住群体袁 同时也作为信息寻求和使用的

主体袁 如何表达信息需求尧 选择最合适的信息渠道袁
以及如何通过信息行为满足自身需求袁 是有效开展农

村居民信息教育袁 提高信息素养的重要途径袁 同时也

是农村信息建设这一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遥 为了推动

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进程袁 中国已逐步开展农村农民信

息素养教育的工作遥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袁 还存在

着若干不太完善的地方遥 笔者以武陵山片区的农村居

民为调查对象袁 明确在日常生活生产的情境下袁 随机

发放问卷的方式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旨在调查他们

信息素养的现状以及信息素养教育宣传的开展状况袁
从中分析农民信息需求尧 信息获取与利用等方面的差

异袁 以期为农村信息化做出有益的探索遥

2 文献综述

关于信息素养的定义最早由美国产业协会 渊the US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ssociation冤 的 主 席 Paul

Zurkowski 于 1974 年提出的袁 他把 野信息素养冶 定义

为一种利用大量信息工具和信息源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袁
后来袁 又将该定义解释为人在解答问题时利用信息的

技术和技能遥 基于这个定义袁 很多学者对信息素养进

行了研究袁 但一开始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

认识袁 Patrieia Breivik 将信息素养概括为一种鉴别信息

的价值尧 选择获取信息最佳途径尧 掌握获取和存储信

息的基本技能遥 学者们提出的概念都相对笼统袁 没有

被学术界广泛地接受袁 直到 1989 年袁 美国图书馆协会

渊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冤 在关于信息素养问题的

报告中指出袁 具有信息素养能力的人能够充分认识何

时需要信息袁 并能够有效发现尧 检索尧 评价和利用所

需要的信息袁 国外学者对信息素养的概念才逐渐达成

了共识遥
信息技术和知识暴增的过程中袁 对信息素养问题

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始终予以持续性的关注遥 关于国内

对于信息素养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国外研究基础之上进

collect data by th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various factors through field visits. [Results / Conclu-

s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overall information awareness,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pro-

cessing, utilization and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evalu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in Wuling are all at the lower middle

level, with obvious deficiencies.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can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education

level, accelera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information literacy; farmers;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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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袁 国内关于信息素养的概念是由王吉庆从国外引

进到国内袁 他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尧 信息常识

和信息能力等各个方面遥 随后袁 其他研究人员以信息

技能的获取和利用角度对信息素养的内涵进行界定和

研究遥 如国家图书馆馆员姜晓曦把信息素养定义为研

究人员在从事科研活动中应具备的信息意识袁 能够识

别尧 定义信息需求袁 运用各种技能从多种学术信息来

源中获取尧 评估尧 综合各种类型学术信息袁 能有效使

用和管理这些信息袁 将它们通过各种信息交流技术与

他人交流共享袁 利用原有信息及经验来创造新信息袁
并保证以上行为都在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前提

下进行遥
而农民信息素养是在信息素养的概念上发展而来

的袁 理论界对农民的信息素质没有统一的界定袁 但发

现信息尧 获取信息袁 对信息内容的吸收利用袁 满足自

身信息需求能力袁 如信息意识尧 信息能力尧 信息道德

等是研究农民信息素养的主要内容[2-3]遥 近年来袁 研究

人员基于不同的农村群体对信息素养进行了不同的研

究遥
数字教育资源平台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农村课堂袁

引发了传统农村课堂的变革袁 农村教师作为农村群体

中的一部分袁 在农村课堂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遥 对农

村教学而言袁 互联网所带来的新鲜教学工具袁 不仅让

农村老教师抵制袁 也给年轻教师带来应用迷茫袁 无法

与农村特色资源融合袁 应用技术支持不足袁 难以适应

都影响了教师的教育质量[4]遥 刘光平以河南农村教师为

调查对象袁 探讨河南教师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袁 发现河

南教师信息素养整体水平不高[5]遥 李延续也发现当前农

村教师存在信息意识发展不均衡尧 知识掌握不全面尧
技术与教学整合能力不足尧 技术培训不完善等问题[6]遥
现阶段农村教师普遍重视教育经验袁 以讲授方式为主遥
通常以自己为中心袁 学生只作为一个被动的听课者遥
总的来说袁 教师学历偏低尧 教学环境落后尧 学校组织

教师培训机会少尧 教师自我更新意识淡泊尧 信息资源

建设和信息化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是影响农村

教师的主要因素[5-9]遥
对学生来说袁 信息素养是一种内在的隐形知识遥

农村学生也作为农村群体中的一部分袁 由于城乡经济

发展不平衡袁 城市和农村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的培养

存在很大差异袁 城市学校学生信息意识的敏感度尧 信

息知识和信息能力明显高于农村学生 [10]遥 武彦丽基于

移动终端的翻转课堂对农村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进行

调查袁 通过实验班和对照班发现翻转课堂对于提升学

生信息意识尧 信息能力尧 信息知识和信息道德都有一

定积极影响[11]遥 吴文铁研究发现学校的硬件设备尧 校

园的师资力量尧 农村家庭的家庭教育观念尧 家庭环境

以及家长的信息素养都是农村学生的信息素养影响因

素[12]遥
农村居民由于自身信息素养的不同袁 信息需求和

信息获取能力等也存在很大差异袁 受自身经济实力尧
受教育程度尧 职业和年龄等多种因素影响[13]遥 陶茂虎

以康保县的农民为调查对象袁 发现农村居民受教育状

况普遍偏低袁 年龄趋于老龄化导致信息能力较弱 [14]遥
此外袁 张晶认为在互联网络和有线电视网络最发达的

时代背景下袁 电视和手机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袁 电脑和网络等现代化信息设备在农村的普及率并不

高袁 使用率较低遥 村委组织信息素养培养力度不够[15]袁
信息服务站点如农村图书馆尚未纳入国家公共图书馆

网络体系中袁 缺乏硬件的支持遥 沈红梅还认为农村居

民虽然信息需求日益多样化袁 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民

生信息袁 对自身发展相关的较深层次信息的关注度较

低[16]遥
围绕不同的角度袁 研究人员对农民的信息素养同

样也进行了不同的研究遥
信息意识方面袁 刘雁认为农村居民的信息意识是

信息贫困的首要问题袁 农村居民大多信息意识薄弱袁
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这就决定了信息素养相对较低[17]遥
由于长期以来农民主观上对信息的理解较为狭窄尧 保

守袁 另外袁 中国信息产业发展较其他产业相对落后袁
农村信息环境的建设缓慢无序袁 而农民的信息意识又

比较原始尧 淡薄袁 在职业间尧 地域间和信息内容上存

在不均衡性[18]袁 增强农民的信息意识有助于农民行为

的改变[19]遥
信息供给与需求方面袁 丁建军基于信息产品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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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袁 指出无供给尧 无利用尧 无传播尧 不匹配是信息

贫困的 4 种表现形式 [20]遥 由于信息不对称袁 较高的农

民信息需求水平与较低的信息供给水平是目前农村信

息化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袁 由此应该建立多元化的信

息供给机制[21]遥 一方面来看袁 农民的信息需求受信息

意识水平等主观的因素影响袁 另一方面袁 农村信息市

场的不健全尧 政府信息服务职能不完善尧 供给之后等

因素使得农村信息供给水平在总量效率上严重不足遥
因此袁 农村的信息服务系统要统一尧 有序尧 高效袁 不仅

可以使农村服务体系作用倍增袁 还能节约大量资源[22]遥
资源整合尧 可交互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是未来信息供

给整合的主要方向袁 通过信息服务尧 专家咨询尧 在线

学习等形式袁 缓解农村信息供需矛盾袁 加快农村信息

化进程遥
信息传递渠道方面袁 农民对信息的识别能力与信

息渠道的数量和利用有关遥 常用的信息传播媒介有大

众传播尧 网络传播尧 人际传播等遥 大众传播作为农民

最常使用的传递渠道袁 是满足农民信息需求尧 协调城

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23]袁 新兴的网络传播是现阶段

信息社会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袁 该方式结合了人际传

播与大众传播的特征袁 有良好的多元性和交互性袁 但

网络传播的传播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容易降低信息传播

的效率袁 而且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对使用者的信息

甄别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袁 如农民可以通过接触网络提

高自身技能袁 但普遍网络使用能力较低[24-25]袁 因此袁 针

对农民加强网络媒体宣传和培训袁 完善信息渠道的建

设袁 能够加速农村的信息化建设遥

3 研究过程

笔者选择武陵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袁 该片区是 叶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渊2011要2020冤曳 中确定的 14 个

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袁 地处湖北尧 湖南尧 贵州尧 重庆

交界处袁 跨省交界面大袁 少数民族人口聚集多袁 贫困

人口分布广泛袁 具有 野老尧 少尧 边尧 穷尧 山冶 典型连

片特困区的特点遥 一直以来袁 该片区不仅经济尧 生态

较为贫困袁 复杂的地理形态导致当地交通较为不便袁

信息贫困也日益凸显袁 多种途径和资源的获取与农业

生产生活相关的信息能力较为贫困袁 成为制约该片区

发展的重要因素[26]遥 作为中国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袁
对武陵山片区的研究有助于对其他信息贫困地区的认

知遥 通过调研数据来探讨信息贫困地区的农民信息素

养教育工作的开展现状袁 并从中分析其中的不足以提

出建议和意见遥
笔者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袁 结合各种因素袁 通过实

地走访方式发放问卷 1 350 份袁 有效收回 1 217 份袁 问

卷有效率 90.15%遥 调查内容包括个人统计学特征 渊居
住地区尧 性别尧 年龄尧 职业尧 文化水平尧 收入冤尧 农户

信息媒体使用状况 渊媒体设备拥有数量尧 社区自媒体

网络化建设冤尧 农民的信息行为 渊信息意识尧 信息检

索尧 信息处理分析尧 信息评价尧 信息存储与利用冤遥
3.1 个人统计学特征

个人统计学特征调查结果如下表 1 所示袁 被调查

者居住湖北地区人口最多袁 为 394 人袁 占比 47.95%袁
湖南尧 贵州尧 重庆分布较为均匀遥 被调查者的男女性

别比例较为平衡袁 多数被调查者年龄为 40~50 岁之间袁
30 岁以下的青壮年所占比重最低遥 被调查者中袁 所受

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袁 文化程度偏低遥 另外袁 2018

年人均收入多数被调查者年收入人均在 5 000~15 000

元袁 人均收入高于 20 000 元的家庭比重仅为 5.52%袁
总体收入水平偏低遥 就业状况方面袁 从事农业生产人

员占比最重袁 为 64.83%袁 其次为个体经营尧 乡镇企业

职工和其他职业袁 其他职业主要包括全职家庭主妇尧
无业等遥 村干部占比最少袁 为 28 人遥 整体上来看袁 个

人统计学方面的调查袁 农村居民总体呈现低收入尧 低

学历尧 老龄化的特征遥
3.2 装备使用情况

个人信息素养的体现离不开移动终端的使用袁 地

区特有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交通困难尧 信息传播易被干

扰的现象袁 导致当地居民特别在利用信息媒体等多种

途径和工具上产生了信息能力的贫困遥
信息资源装备使用情况如下表 2袁 60%以上家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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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人均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袁 且使用频繁遥 但电脑的普

及率低于智能手机袁 装有电脑的家庭不超过被调查者

的 50%遥 社区中袁 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的便利性较低袁
7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方便

大家使用移动设备遥 总的来说袁 被调查者设备使用较

为单一袁 社区智能设施设备较为滞后袁 有线网无线网

等普及率不高遥

3.3 信息意识方面

信息意识指对信息的敏锐感受力和洞察力袁 信息

意识的强弱影响着人们对信息活动的需求尧 动机和兴

趣遥 调查结果如下表 3 显示袁 95%以上的被调查者都

能意识到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生活的重要性袁 能够认

同信息素养对生产生活带来大的改变遥 但在主动性上袁

个人统计学特征 指标 数量（人） 比例（%） 

湖北 394 47.95 

湖南 274 22.51 

贵州 266 21.86 

居住地区 

重庆 283 23.25 

男 615 50.54 性别 

女 602 49.46 

30 岁以下 235 19.32 

30～40 岁 250 20.54 

40～50 岁 270 22.18 

50～60 岁 226 18.57 

年龄 

60 岁以上 236 19.39 

小学及以下 422 34.68 

初中 376 30.89 

高中 226 18.57 

学历 

大专及以上 193 15.86 

小于或等于 5 000 元 284 23.33 

5 001～10 000 元 394 32.37 

10 001～15 000 元 333 27.36 

15 001～20 000 元 139 11.42 

2018 年人均收入 

大于或等于 20 000 元  67  5.52 

村干部  28  2.30 

务农 789 64.83 

乡镇企业职工 112  9.20 

个体经营 178 14.63 

就业状况 

其他职业 110  9.04 

 

表 1 个人统计学特征统计情况

问题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家庭人均一部智能手机，使用频繁且熟练 29.22 36.91 10.85 19.97  3.05 

每户家庭至少一台电脑，使用频繁且熟练 19.64 11.55 29.74 39.07  0.00 

社区方便使用有线或无线网络  0.00  3.20 17.22 79.58  0.00 

社区设有专业机构，方便使用移动设备资源  0.00  7.58 17.57 61.97 12.88 

 

表 2 设备使用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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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都持中立态度袁 表示不会主动关

注相关新理论与技术袁 他们对于相关信息素养教学和

数字资源的需求和兴趣都较为欠缺袁 对于自身信息素

养的提高并没有感到十分迫切遥 总的来说袁 被调查者

信息意识总体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遥
3.4 信息检索方面

信息检索指从网络尧 数据库等信息资源中查找所

需信息内容的过程遥 这部分的调查袁 问题主要关于被

调查者对于信息源的了解和获取的能力遥 结果如下表 4

显示袁 在明确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上袁 80%以上的被

调查者都能较快明确获取的信息源遥 但在获取信息的

过程中出现障碍的时候袁 会主动通过互联网获取帮助

的被调查者较少袁 50%以上的被调查者并不能使用搜

索引擎输入准确的关键词获取信息袁 另外袁 90%以上

被调查者面对需求袁 不会使用具有专业性的高级检索

功能编辑检索式遥 总的来说袁 被调查者信息检索能力

总体水平偏低遥
3.5 信息处理分析与利用方面

信息处理分析与利用指对已获取信息进行再次加

工从而成为符合用户需求的有用的信息遥 结果如下表 5

显示袁 Word 等文字处理软件和 Excel 等数据处理软件

熟练使用的被调查者较少袁 对于获取的信息筛选尧 整

理和加工能力较低遥 总的来说袁 被调查者信息处理分

析与利用的能力总体水平偏低遥
3.6 信息评价方面

对农村居民的信息评价主要是调查他们使用信息

设备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客观分析的能力遥 结果显示袁
70%以上的被调查者对信息的真实性尧 权威性不会多

方求证袁 但他们会根据自身经验判断所获信息的优劣

及其在生活中的作用遥 总的来说袁 被调查者的信息评

价水平总体偏低遥

问题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能够产生革命性影响 37.62 61.15  1.05  0.17 0.00 

主动关注与农业生产技术相关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设  8.84  4.07 60.01 26.82 0.26 

对开展信息素养教学有着强烈的兴趣  6.82 19.92 59.23 13.94 0.09 

对数字资源有强烈的需求 63.25 30.45  6.04  0.26 0.00 

积极尝试利用信息技术  5.69 13.25 65.29 15.34 0.44 

提高自身信息素养感到十分迫切 16.26 15.08 47.61 21.05 0.00 

 

表 3 信息意识方面统计情况

问题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能够快速找到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如互联网、图书馆、相关专家等 27.62 61.15 11.05  0.17  0.00 

当获取信息过程中出现障碍时，会通过百度知道、论坛发帖等方式寻求帮助  3.84  4.07 30.01 51.82 10.26 

使用互联网时，能够使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准确获取相关信息  6.82 19.92 14.23 53.94  5.09 

面对信息需求，能够熟练使用布尔逻辑算符等高级检索功能编辑检索式  0.00 1.45  6.04 28.26 64.25 

 

表 4 信息检索方面统计情况

问题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能够熟练使用 Word 等文字处理软件 0.00 30.61 27.22 27.17 15.00 

能够熟练掌握 Excel、SPSS 数据处理软件 1.12 25.27 34.74 30.16  8.71 

能够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整理和加工，最后得到符合需求的信息 2.74 29.49 29.60 33.08  5.09 

 

表 5 信息处理分析与利用方面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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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与讨论

调查数据显示袁 当前农村居民的信息素养整体水

平偏低袁 信息素养的各个维度袁 信息意识尧 信息检索尧
信息处理利用与分析以及信息评价各方面都处于中下

水平袁 存在明显不足遥
从个人统计学特征来看袁 武陵山片区居住农户多

为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袁 男性被调查者对信息的需求意

识和甄别意识高于女性被调查者袁 较为年轻的农村居

民思维更加灵活袁 往往有更多的信息需求袁 能更多地

采用信息化媒体发布咨询和查询信息袁 年龄越小信息

素养相对较高袁 但被调查者的年纪普遍偏高袁 对信息

技术的了解较为陌生袁 缺乏兴趣遥 此外袁 个体收入和

学历都限制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接受力度袁 学历和收

入的提高伴随着信息意识的增强遥 学历不仅影响农民

的信息检索和甄别意识袁 也影响着农民的信息需求袁
较高的学历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深刻袁 进而影响

他们的信息表达袁 从调查结果来看袁 被调查者文化程度

普遍偏低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信息的接受力度遥
从信息媒体装备使用情况来看袁 农民信息素养的

高低与信息媒体使用状态有着很大的联系遥 农民利用

信息媒体设备的水平较低袁 设备的普及率也很低袁 获

取信息的能力较低遥 较多农民表示 野不知道在哪里获

取冶袁 说明被调查者对身边的移动设备袁 特别是电脑的

使用并不熟悉袁 他们获取信息的来源主要还是依靠亲

朋好友以及收看电视节目遥 信息素养作为一种较为稳

定的个人能力袁 是个体长期学习过程中养成的状态袁
而信息媒体的使用则体现了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技术能

力和外显行为遥 信息流是信息源与信息受体产生连接

的手段袁 随着信息源爆炸式的增长袁 信息载体和媒介

也日益多样化遥 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相比袁 基础设施

严重滞后袁 特别表现在信息传播最主要载体互联网设

施建设相当落后遥 当前信息化建设中既要解决人的问

题袁 还要解决物的缺乏袁 农村的信息化建设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袁 当前仍旧处于初步阶段遥
从农村居民的信息意识来看袁 信息意识是信息素

养的前提条件袁 没有意识采用信息化手段去获取信息袁
那么信息素养将是一纸空谈遥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袁
农村居民自身的信息需求不断增加袁 由于群体的特殊

性袁 其中这些需求主要涉及到日常生产尧 生活尧 市场

和政策等与其利益相关的内容遥 然而由于农村本身距

离城市较远袁 识别难度较大袁 与城市人口的需求区别

较大袁 需要针对农民来定制信息袁 成本较高袁 由此形

成信息需求不重视袁 信息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遥 此外袁
虽然被调查者了解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对生产生活会产

生积极影响袁 也对信息技术和数字资源有着较强的兴

趣和需求袁 但很少自发地有意识地获取需要的信息袁
更愿意被动接受信息时代带来的便利袁 主动获取信息

意识相对较薄弱袁 由此可见袁 农民现阶段自身的信息

意识急需提高遥
从农村居民的信息检索行为来看袁 个体信息检索

的能力既要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水平袁 又要掌握信息

化设备的使用技术遥 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袁 发现研究

对象的专业知识和使用技术方面都还很薄弱袁 存在

野有传播袁 无利用冶 现象遥 信息需求表达不准确尧 信息

理解存在偏差尧 信息的吸收和转换能力不足等袁 这些

问题都表明农民的信息检索能力偏低遥 由此袁 直接导

致了农民在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精准度的下降袁 影响

信息的接受与利用袁 即使在有效供给的情况下袁 也难

以发挥信息的实际利用价值遥
从农村居民的信息处理分析与利用方面来看袁 对

于各种文字和数据处理软件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并不擅

长使用袁 对移动设备的操作是绝大部分农民的知识盲

区袁 特别是对已获取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尧 整理和加工袁
表示 野只会直接查找并使用网络页面显示出的信息冶袁

问题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能够对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进行多方求证 0.00  5.20 20.00 72.87  1.93 

能够准确判断出信息资源的优劣及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 0.20 27.47 14.44 48.16 10.93 

 

表 6 信息评价方面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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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和利用的能力总体水平较低遥
从农村居民的信息评价方面来看袁 对于获取到的

信息更多的被调查者直接略过对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

性的多方求证袁 认为网络上能够查到的信息便是具有

科学性的袁 在判断信息资源的优劣上缺乏主观能动性袁
思维并不灵活袁 不能准确判断所得信息遥

5 结论与建议

首先袁 提高教育水平袁 丰富农村教育资源供给遥
作为政府应致力于制定农村信息文化建设与繁荣的长

效政策遥 不仅要致力于国民教育水平袁 也要有针对性

的提高农民的职业化教育遥 高校拥有很多强大的科研

团队袁 科研成果非常丰硕遥 众多高校中袁 农业高校应

发挥在农村地区社会服务的先天优势袁 随时掌握农村

地区的需求袁 有效与科研工作者对接袁 根据地区特有

的性质袁 提供特色农业种植栽培技术尧 农业产业发展

政策相关信息遥
以资金形式鼓励支持公共服务机构如科研院所尧

图书馆等针对农村居民日常生产活动为他们提供个性

化尧 针对性尧 专业性的信息内容遥 作为 野全民阅读冶
的推进者袁 图书馆应加快 野全民阅读冶 在农村偏远地

区的推广速度袁 培养他们获取新知的信息行为习惯遥
目前袁 农村居民的阅读率远低于城市居民袁 其中原因

可归结为农民文化水平低尧 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等因素遥 因此袁 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居民职业教育袁
对他们分化速度尧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具有重大意义遥
另外袁 大力倡导农村居民合作社的组建袁 提高组织化

程度袁 建设信息双向流通体系袁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信息化的发展遥
其次袁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袁 拓宽信息传播途径遥

现有的农村信息服务水平与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不相

匹配袁 整合优化大众传播渠道袁 加大资金投入袁 提高

电脑普及率袁 增设乡镇信息服务站尧 村级信息服务点袁
并增设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和讲解袁 完善农村的信息服

务平台遥 加速移动网络尧 互联网等信息基础的设施建

设袁 虽然城市地区互联网覆盖面较广袁 但在农村地区袁

网络全覆盖并没有实现袁 特别是偏远地区遥 在这样的

条件下袁 应该加强网络服务站点的建设袁 让农民能在

服务站点搜集和查阅信息遥
再次袁 加强宣传力度袁 提高农村居民在信息传播

当中的主体意识尧 参与意识遥 大力宣传农村居民信息

致富的案例袁 通过了解典型的信息化发展模式认识到

信息给生产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袁 让他们真切感受信

息价值所在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 可采用包括杂志尧 图书尧
信息栏尧 讲座尧 短信尧 互联网平台等多样传播形式来

提高传播效率遥 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袁 大力宣

传农业服务热线及网站袁 合理规划建设农家书屋袁 满

足农村居民个性化的专业信息需求遥
最后袁 重视信息素养教育袁 提升用户信息检索与

利用的能力遥 加强农村居民的信息素养教育袁 是推进

城乡文化差异的必要途径袁 信息获取能力是培养用户

信息素养尧 创新意识的基础遥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

集散地和社会信息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袁 是知识和

信息的载体和传播者袁 有着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尧 人

员优势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对农村信息素养

发展不平衡地区的支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遥 面向农

村针对农民群体制定信息获取与利用相关培训的计划袁
分阶段开展信息意识尧 信息能力尧 信息手段等信息检

索相关教育课程的培训遥 另外袁 当前地区从事此项项

目的专门机构严重缺失袁 专业的培训人员较少遥 农民

群体作为信息弱势群体袁 他们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

收集意识又非常薄弱袁 因此袁 在图书馆对用户进行素

养教育时袁 应建立相对应的培训机构和人才队伍袁 来

保障农民信息素养培训的有效展开遥
新媒体时代和 野互联网 +冶 时代的来临袁 信息素

养已经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遥 农民的信息

素养代表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成果袁 农村居民作为特

殊群体袁 他们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袁 影响了保卫脱贫

的成效遥 虽然武陵山农村居民信息素养的提升是一个

长远的尧 复杂的尧 系统化的工程袁 需要多方合作为其

创造信息化学习的良好氛围袁 同时也需要农村居民在

政府等职能部门的积极引导下配合袁 逐步养成终身化

的学习习惯遥 笔者根据实际对象收集到的数据尧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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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对加速农村信息化建设袁 提高农民信息素养有

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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