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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研究

要要要以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 捷

（沈阳理工大学 图书馆，沈阳 110159）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信息素养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信息应用方面的综合表现，信息素养是大学生必备

的基本素质，对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 过程]以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为例，从大

学生教育、教师教学和科研发展等需求多样性出发，开展多元化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形成了“课程整合教

学—资源系列讲座—学科化服务—营造书香校园”的多层级、系统化信息素养教育体系。[结果 / 结论]建

立一支学科知识齐全的信息素养专职师资队伍，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积极开展线上教育新模式，加强与

国内外知名大学图书馆交流与协作，引领高校师生信息素养教育沿着正确道路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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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literacy refers to how people apply information in their real life. It is

the essential qua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Method/Pro-

cess] By tak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t 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and sci-

entific research demand diversity,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rried out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 and implement-

ed a multi-level, systematic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of the service - lecture of resources - subject service - building campus environment where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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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素养的提出与发展

随着以计算机技术尧 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袁 信息技术的创新性尧 渗透性尧
倍增性尧 带动性使其向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不断扩散袁 促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了转变遥 在信息社

会中袁 信息和知识成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遥 作

为社会最重要的个体要人类既离不开社会袁 又是社会

属性的活动体袁 如何使每个个体尽快融入尧 适应发展

的信息社会袁 学习能力成为人们必须具备的尧 最重要

的能力之一袁 信息素养概念应运而生袁 并逐渐引起社

会广泛的关注袁 成为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遥
1.1 信息素养概念与内涵演变

信息素养 渊Information Literacy袁 IL冤 的概念最早

是 由 美 国 信 息 产 业 协 会 渊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ssociation袁 IIA冤 主席 Paul Zurkowski 于 1974 年提出

的袁 并被概括为 野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原始信息源袁
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技术和能力冶 [1]遥 1989 年美国图书

馆协会 渊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袁 ALA冤 在 叶信
息素养主席委员会院 总结报告曳 中提出院 野信息素养

就是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袁 并有能力去

获取尧 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要信息的能力[2]冶遥 2015 年

1 月袁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对 2000 年的 叶高等

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曳 进行了修订袁 并颁布了 叶美国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曳 渊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袁 ACRL冤 指出信息素养是

对信息的反思性发现袁 对信息如何产生和评价的理解袁

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并合理参与学习团体的一组

综合能力[3]遥 框架文件强调了新的信息生态环境下信息

素养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袁 并重新界定了信息素养教

育的核心内容袁 即强调一系列动态的尧 灵活的行为方

式和批判性尧 拆解性的思维态度[4]遥 框架文件的颁布在

美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影响广泛袁 引发了信息素

养研究新的浪潮遥
近年来袁 在大数据尧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迅猛发展与应用的背景下袁 信息素养的内涵和外延一

直在发生变化袁 以数据管理为核心的数据素养 渊Data

Literacy冤尧 数字素养 渊Numeric Literacy冤袁 以及统计数

据素养 渊Statistical Literacy冤尧 定量素养 渊Quantitative

Literacy冤 等多种素养 [5]概念的相继提出袁 反映了在新

的信息生态环境和人们认识的转变下袁 不同信息形态

领域内研究侧重点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技能素质的描

述遥 笔者认为袁 它们是对信息素养概念的拓展尧 延伸

与补充遥 以数据素养为例袁 数据素养是新兴的概念袁
目前尚未形成标准性的统一认识袁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

调研与分析来看袁 数据素养是指具备科学的数据意识

和数据敏感性及批判性思维袁 能够有效且恰当地获取尧
分析尧 处理尧 利用和展现数据并进行再创造的能力[6]袁
数据素养更倾向于要求大学生具备专业数据管理技能袁
是信息素养的更深层次的表现遥 本文为了表述统一袁
在文章后续内容中涉及到的不同信息形态资源的专业

素质均称之为信息素养遥
1.2 中国信息素养教育发展历程

在 1984 年 2 月袁 国家教委印发 叶关于在高等学校

开设 < 文献检索与利用 > 课的意见曳 渊高教[84]004

one loves reading".[Results/Conclusions] The University Library has established a team of full-time information lit-

eracy teachers with complete subject knowledge, given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actively developed new models of online education, strengthened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well-known university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guided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o develop

steadily along the right path.

university library; talent cultivation ;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ubjec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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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冤袁 教学机构设在图书馆袁 宗旨是培养大学生的信息

素养和文献检索技能遥 1992 年袁 国家教委高教司印发

叶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曳 渊[1992]44 号冤 明确指

出院 野文献检索课是培养学生情报意识袁 掌握用手工

方式和计算机方式从文献中获取知识和情报的一门科

学方法课遥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 中国一些高校图

书馆根据培养人才的需要袁 陆续开设文献检索课程袁
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袁 包括新生

入馆教育尧 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和图书馆信息资源培训

讲座等[7]遥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袁 Internet 信息资源的日益

丰富袁 大学生的信息需求尧 信息行为习惯又悄然发生

变化遥 信息素养作为信息社会中的公民所必须具备的

基本素质袁 对人们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袁 大学生信息素

养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遥 在高等教育

改革如火如荼的社会背景下袁 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与

其他高校一样袁 在探索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方面也走

出了自己特有路子袁 在制定 野十二五尧 十三五冶 发展

规划时袁 将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确立为新时期的主

要工作目标之一袁 采取多项措施袁 优化信息素养教育

策略袁 丰富信息素养课程种类袁 积极与学校教务处和

各学院 渊系冤 加强联系与教学合作袁 多渠道培养大学

生具备获取尧 整理尧 评价以及合情合理利用信息的能

力袁 使其成为具有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国家经

济建设高素质人才遥

2 立足高校人才培养的信息素养教育

实践

近年来袁 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一直注重大学生 / 读

者信息素养教育工作遥 图书馆从本科生尧 渊硕 / 博冤 研

究生尧 教师等群体间不同需求出发袁 强化专职教师和

学科馆员业务培训工作力度袁 与各学院 渊系冤 开展信

息素养教育与学科专业课程整合教学实践袁 逐渐形成

了 野课程整合教学要信息资源系列讲座要学科化服

务要书香校园建设冶 多层级尧 系统化的信息素养教育

体系 渊表 1冤遥

2.1 实施多层级尧 区分化大学生信息素养课

程整合教学策略

图书馆与学校教务处及各学院 渊系冤 之间建立起

稳定的教学合作机制袁 统一协调相关教育资源遥 建立

起多层级尧 区分化信息素养教育与学科专业课程整合

的教学体系遥
2.1.1 低年级本科生的教学策略

对低年级本科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以通识教育

为主袁 图书馆开设文献检索课与大学生专业课学习与

同步教学袁 授课内容包括信息素养理论知识尧 与其专

业相关的各种类型信息资源及其检索方法袁 增加实际

操作课时袁 注重信息检索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掌握[8]遥 教

育目标是培养尧 锻炼学生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备初始

信息检索技能袁 使大学生较为熟知如何获取与利用信

息资源袁 提升信息素养和实际文献检索技能[9]遥
2.1.2 高年级本科生的教学策略

随着各学院 渊系冤 高年级本科生陆续开展具有学

科专业背景的专业课程教学袁 图书馆教师与相关学院

专业课教师配合袁 以短期课程或嵌入式教学方式袁 并

以专业教学为主线讲授诸如 叶信息分析与利用曳 叶信
息组织与管理曳 和 叶学术论文写作曳 等课程袁 通过对

各种信息的综合利用尧 课程设计及毕业论文的训练袁
培训学生能较为熟练运用多种信息资源解决本学科专

业问题遥 教育目标是强化大学生由信息获取向信息利

用尧 管理和评价能力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培训袁 培养学

生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同能力遥
2.1.3 硕 / 博研究生的教学策略

针对硕 / 博研究生等高层级学生参与科研和论文写

作的合作性任务日趋增多情况 [10]袁 图书馆教师在相关

学院专业课教师配合下袁 以嵌入整合教学方式讲授与

本学科相关的一些重要数据库袁 特别是外文数据库的

使用等课程袁 培养硕 渊博冤 研究生在本专业研究课题

中熟练运用多种信息资源和工具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工

作的能力遥 教育目标是使其逐步掌握对文献的综合利

用能力袁 以及发现尧 质询尧 评估尧 合作协同和管理信

息的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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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展系统化信息资源培训教育活动

图书馆员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传播者袁 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读者培训活动是图书馆实施信息素养教育

又一重要方面遥
2.2.1 讲好新生信息素养教育第一课

新生培训是新入校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第一

课袁 也是培养其信息意识的重要一环遥 每年 9 月图书

馆组织新入校的学生培训教育活动袁 由 野学会利用图

书馆冶 为主题的系列培训讲座和实地参观活动两部分

组成袁 主要包括以下 4 种形式院 ①发放 叶新生指南曳
手册袁 并在图书馆馆舍外及网站建立线下线上 野新生

专栏冶袁 帮助新生了解图书馆的基本情况曰 ②图书馆与

各学院 渊系冤 合作袁 分批次举办新生培训课袁 由学科

馆员介绍图书馆功能尧 布局尧 服务及资源分布情况袁
组织新生观看新生教育宣传片袁 并与学生互动交流曰
③组织新生实地参观图书馆袁 由馆员讲解藏书布局与

各相关学院专业图书分类尧 书目检索尧 借还与排架曰
④利用图书馆读者培训场地开展模拟图书查找尧 排架

等知识竞赛内容遥
2.2.2 系统化信息资源培训讲座

随着各年级大学生学科专业教学的深入袁 有效合

理利用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助力大学生专业学习尧 教

师教学及科研工作袁 是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又一

个重要环节遥 每学年的 3～12 月间图书馆举办近百余

场各类信息资源培训讲座袁 图书馆针对不同年级尧 不

同学历的学生和教师袁 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信息检索

知识类尧 中外数据库检索及信息工具类等资源讲座和

学科专题推荐 / 预约讲座遥 ①信息检索知识类讲座由图

书馆学科馆员讲授相关数据库的概况与使用尧 网络搜

索工具 渊引擎冤 等内容袁 讲座过程中包括师生互动问

答尧 答疑解惑遥 讲座内容是基础性的袁 不分学科袁 属

于信息素养常识性知识遥 ②按学科专业而开展的学科

专题推荐讲座袁 主要面向相关学院 渊系冤 学科专业群

体推荐介绍的具有专业性的信息素养培训袁 内容包括

本专业类的文献信息数据库检索技巧尧 与本专业相关

的信息资源的分布规律及典型工具的使用尧 毕业论文

写作中的文献信息检索著录等遥 ③学科专题预约讲座

教育对象 教育目标 教学策略 教学方式 

低年级本科生 培养学生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备初始

信息检索技能 

从入馆教育和文献检索课做起，培养学生信息

意识，掌握检索基本原理和方法 

通识教育 

高年级本科生 培养学生信息利用、管理和评价能力，

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同能力 

以专业教学为主线讲授与本学科专业相关的信

息素养课程，培训学生能够较熟练运用多种信

息资源解决本学科专业问题 

短期课程或嵌入式教学 
教 

学 

工 

作 
硕士/博士研究生 培养学生逐步掌握、发现、质询、评估、

合作协同和管理信息的能力 

着重讲授本学科重要数据库等资源的使用，培

训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多种资源和工具，提高学

科专业的技能，具备相关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嵌入、整合式教学 

服务类型 服务目标 服务策略 服务方式 

信息资源培训讲座 培训、指导读者熟悉并使用数据库等资

源 

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信息检索知识类、中外数

据库检索及信息工具类等资源和学科专题讲座 

在图书馆内举办信息资源

与学科专题推荐讲座 

学科化服务工作 有针对性服务于学校重点学科与科研

工作 

解决用户在获取最新信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提供专项学科资源利用服务工作，开展个性化

的信息素养专题培训 

深入相关学院，融入课题组

开展服务 

服 

务 

培 

训 

工 

作 
营造书香图书馆 引领读者参与多项竞赛与服务工作，提

升其信息素养水平 

通过组织多种知识竞赛和文化环境建设活动，

建设书香文化素养教育基地，加强读者文化素

养教育。 

组织读者参与图书馆各项

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并

提高其信息素养水平 

 

表 1 多层次尧 系统化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Table 1 Multi-level and systematic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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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相关学院 渊系冤 特定学科专业小团体或个人

等特定群体需求的具有针对性的信息素养知识培训袁
内容包括本专业类最新文献信息数据库尧 外文数据库

检索技巧尧 与专业关系密切的信息资源的分布规律及

典型工具的使用等遥
学科专题推荐讲座和学科专题预约讲座以服务师

生教学尧 科研和学习为目标袁 由数据商技术人员尧 图

书情报教师或学科馆员讲授袁 师生可根据自身的信息

需求情况选择性听取讲座遥 信息知识类 / 学科专题推荐

/ 预约类讲座培训活动对新读者信息意识启蒙教育尧 后

续本科专业教学和硕 渊博冤 研究生阶段信息素养教育

均能起到信息知识普及尧 宣传和实际利用培训作用遥
2.3 助力学校重点学科建设与科研服务工作

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十分重视为学校重点学科尧
科研课题组提供专业信息资源支撑服务工作袁 学科化

服务工作是信息素养教育中用户培训重要工作之一遥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与对口学院 渊系冤尧 科研团队主动

保持沟通与交流袁 依照学院各阶段本科生和硕 / 博士研

究生的实际学科专业需求袁 并考虑师生教学科研课题

特点袁 采用融入课题组跟踪科研进程的方法袁 按其学

科专业的发展与需求袁 汇集加工相关专题资源 渊包括

相关科研文献传递冤袁 提供具有学科针对性信息资源专

题讲座袁 以专题形式带动学生边学习边实践袁 协助其

更多地了解本学科资源内容袁 解决用户在获取最新信

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袁 提供个性化的信息素养专题培

训方案袁 满足其个性化需求遥
在开展学科服务摸索与实践中袁 图书馆学科馆员

服务团队逐渐形成了专题培训的个性与特色遥 机械工

程学院是学校历史最长的学院之一袁 其中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辽宁省示范专业和国家特色专业

建设点袁 辽宁省重点学科遥 该学院在实际教学中袁 注

重工程教育袁 以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

目标遥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与机床教研室的徐教授合

作袁 为其主讲的 叶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曳 课开展嵌入式

教学袁 以及相关学术参考文献服务袁 并于 2018 年秋季

学期中嵌入针对课程定制的信息素养培训讲座遥 学科

教学和资源服务培训地点从课堂到教研室袁 再到实验

室袁 实现了良好的学术互动交流遥 学科馆员与院系教

师之间嵌入合作式教学方式促进了信息素养技能培养

与专业知识教学的结合袁 从而实现信息素养知识和专

业学科知识的内化袁 提高学生差异化学习效果[11]遥
多年以来袁 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先后为化工学院尧

信息学院及经管学院等多位教师开展学术文献传递服

务袁 得到了师生的认可袁 有力支撑了有关学院相关科

研工作遥 为便于及时与各学院 渊系冤 科研团队学科联

系袁 图书馆培养一批由各学院院办或科研团队推荐具

有一定信息素养能力的硕 渊博冤 研究生或青年教师袁
作为图书馆与各学院 渊系冤 院办或科研团队之间的纽

带袁 担负着及时反馈学院 渊系冤 科研需求尧 参与图书

馆学科资源建设等职责与义务袁 延伸图书馆的学科服

务能力袁 同时为科研团队提供更为专业的信息服务及

科研辅助[12]遥
2.4 建设书香文化素养教育基地

图书馆员以自身所具有的信息素养袁 多途径地引

领读者参与到信息素养培训的各项活动中来袁 潜移默

化地引导读者拓展自身的学科专业知识素养袁 这也是

图书馆日常服务工作中袁 开展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培训

一项重要内容遥
2.4.1 营造书香校园袁 加强读者文化素质教育

每年 4 月 23 日的 野世界读书日冶 和 12 月 野全民

读书月冶 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都举办相关活动袁 其中

有代表性活动包括院 ①举办检索竞赛活动袁 以赛促学

来调动学生了解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积极性袁 达到提高

其自身信息素养的目的曰 ②图书馆与读者协会联合推

荐经典书目与优秀读书网站曰 ③每年年末公布借阅率

排名前 100 种图书目录和大学生借书排行榜前 100 名

读者名单袁 图书馆与学校党委宣传部尧 团委尧 学生会

在馆内召开表彰大会袁 表扬奖励年度读书标兵曰 ④长

年开展 野图书漂流冶 活动袁 读者在平等尧 自愿的前提

下相互交换手中的闲置书籍进行阅读遥
2.4.2 组织学生社团参与文化环境建设

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成立多个读者协会性组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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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 余年时间了袁 每年都会吸收新生入会袁 使越来越

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到图书馆文化环境建设和读者服务

工作中遥 读者协会成员们在实践中不定期的轮换岗位袁
以不同的视角了解图书馆袁 掌握了基本的工作方法袁
逐渐学会了利用图书资源技能袁 增强了信息服务意识

与能力遥 近几年来袁 学生社团中的琴韵文学社袁 翰轩

书画社袁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学生社团组织袁 为图书

阅读推广活动有序开展尧 书法字画等作品装饰美化馆

内环境尧 建设书香文化艺术图书馆做出了许多贡献遥
学生社团组织带领广大同学袁 在实践中学习袁 在实践

中锻炼袁 其自身信息素养在实践中逐渐提升袁 也起到

以点带面的功效遥 在日常工作期间袁 这些学生社团成

员也会把其他学生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尧
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到图书馆袁 使得图书馆及时地改

进工作遥

3 思考与建议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 信息技术与高校教育环境都在

发展变化袁 新一代大学生 / 读者需求也在不断演变袁 特

别是随着新媒体等新技术的出现袁 国内 野双一流冶 高

校图书馆开展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与实

践袁 已从传统的文献检索课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信息检

索课袁 包括线上教育袁 如 MOOC 教学尧 微信公众号中

的微沙龙尧 微视频等曰 从传统的讲座培训发展到现代

的在线讲座[13]遥 例如院 清华大学图书馆顺应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趋势袁 积极尝试在线教育曰 利用雨课堂提高

教学效率曰 探索混合式教学袁 改进教学效果[14]尧 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叶数字图书馆资

源检索与利用曳和叶信息素养通识教程院 数字化生存的

必修课 渊慕课冤曳 等[15]尧 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网络培训-
在线课堂及小布微课[16]等遥

因时而变袁 不断创新信息素养教育实践模式袁 是

新时期每一所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遥 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袁 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在开展大学生 / 读者

信息素养教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袁 但与 野双一流冶 高

校图书馆相比袁 差距是明显的遥 为此袁 笔者认为院 普

通高校图书馆必须不断开拓发展思路袁 改革现有教育

模式袁 努力做好以下 4 方面工作院 第一袁 引进具有专

业学科背景高素质人才袁 建立起学科知识齐全的图书

馆学科馆员队伍袁 为从事信息素养教育与服务的专职

教师和学科馆员提供更多的学习尧 进修和访学的机会袁
提高其自身的教学指导能力与专业服务能力遥 第二袁
顺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袁 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教

育实践活动袁 积极开展线上教学尧 线上资源讲座尧 微

视频 渊微课程冤 和微信公众号推文等教育模式袁 发挥

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模式的各自优点袁 满足大学生随

时随地的自主学习需求袁 提升教与学的效率袁 扩大信

息素养教育的受益面遥 第三袁 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大学

图书馆联系袁 在信息资源建设尧 学科服务和师生信息

素养教育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协作袁 实现信息素养教学

成果共建与共享袁 并据此构建开放协同的师生信息素

养教育交流平台遥 第四袁 结合高校十四五发展规划袁
明确在新时期教育目标袁 加强与教务处和各学院 渊系冤
相关教学交流合作袁 建立起制度化的信息素养教育协

同机制袁 用迭代思维来重构师生信息素养教育体系袁
把图书馆建成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袁
引领高校师生信息素养教育沿着正确道路稳步发展遥

4 结 语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袁 信息素养已

由图书馆相关专业为主的单一学科问题发展到教育学尧
心理学和信息技术科学等共同关注的多学科主题 [17]袁
建立科学规范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袁 必将推动图书馆

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尧 推动师生从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尧 从融合应

用向创新发展转变遥 图书馆将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袁
满足广大师生教学需求尧 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尧 满

足智能化的交互需求尧 满足沉浸式的体验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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