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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素养是新时代大学生必备的重要素质，近年来各个高校越来越重视信息素养教育。图书

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具有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天然优势，加上图书馆本身具有教育职能，

因此在大学生素养教育中要主动承担起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分析信息素养的意义和图书馆在信息素养

教育中的优势，深入探讨大专院校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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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an essential qua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tach importance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s the docu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 of the college, library has the natural advantage to carry out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e library itself ha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so it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complishment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he advantages of library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ways to 

develop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colleges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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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日益丰富的信息资源对现代大学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信息素养是新时代大学生必备的品质。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信息资源中心，能够为师生提供丰富的信息

资源，同时图书馆具有教育职能，有义务通过图书馆让更多的

学生了解到信息资源的使用。图书馆的文献检索技能培训，对

于大专院校来说，是构成学校信息教学的主要部分，对于学生

来说，更加需要专业的图书馆员来引导，利用计算机高效准确

地进行信息的搜集整理，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图书馆开展的

信息素养相关培训和活动，体现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有助于

培育具有高水平信息素养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1 信息素养的意义及现状 

1.1信息素养含义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是指在全球信息化背

景下人们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信息素养的概念 早是由美国

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 G.Zurkowsk提出的。随着近年来的发

展，信息素养的内涵不断丰富，涵盖范围广泛，包括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信息技能和信息道德四个方面。一个具有信息素养

的大学生，要具有辨别信息的能力，知道如何获取信息，如何

加工信息，如何利用信息解决问题， 终提升大学生的自我学

习能力。 

1.2提升大专学生信息素养意义 

大专院校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摇篮，在计算机技术不断

发展的背景下，大专生承载了更多的使命。信息时代背景下，

大专院校的学生更需要提升信息素养，让自己在信息和科技的

环境中高效地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快节奏的竞争中更

有效率地工作，让自己能够更准确地利用信息、掌握方法和技

能，时刻保持对专业技术的敏感性，早日成为一名具有专业能

力的技术人才。 

1.3大专学生信息素养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即专业教师教学、图书馆培训讲座和学生自学来完成。当代大

学生对于信息素养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对学校信息素养教育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生在校获得信息知识主要以计算机类课程为主，通过老

师课堂讲解和学生上机操作完成信息素养教学。这种方式是目

前各个院校 普遍的信息素养教育形式，但是与本科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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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生的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较差，课堂上对老师讲解的内容

吸收利用的效率较低，课堂外更是不具备学以致用的能力。从

整体的教育成果来看，大专院校学生不具备利用信息解决问题

的能力，更不能独立完成课题深入等探究性学习，学习动力不

足。除了日常的课程之外，很难获得信息知识，因此，大专院

校图书馆就成了课堂以外的学校信息素养教育主阵地。 

2 图书馆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优势 

图书馆依据特有的优势，具有信息素养教育的天然资源，

能够将学校、学生和教师有机结合在一起，便于开展信息素养

教育。 

2.1馆藏资源丰富 

作为高校信息资源中心和文献中心，图书馆具有海量的文

献信息资源，这些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源每年都会更新数据内容，

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信息素养教育资源库。不同院校的图书

馆在进行馆藏信息资源建设时，都要针对本校的特色与需求制

定信息资源建设方案，因此图书馆里的资源不仅包含学生所学

的专业内容，还为学生提供技能培训、各级各类考试资料、技

术操作视频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等,。合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不

仅能够帮助学生提升专业能力，还节省了很多寻找资源的时间

和精力。 

2.2馆员专业性强 

图书馆馆员自身具有丰富的信息检索与信息加工的经验，

掌握 新的技术与内容，信息的检索、加工和传递是他们 重

要的工作之一。近年来，大量的年轻馆员加入到图书馆的馆员

队伍中，使图书馆馆员结构有很大的变化，从整体上看，馆员

年轻化、专业化的程度有明显提升。年轻馆员中，硕士以上学

历的占比越来越高，具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员也越来越多，

这为图书馆工作增添了更多活力，为图书馆专业化服务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这些具有专业背景的高学历馆员

能够在信息素养的教育上发挥出专业技能，开展与图书馆相关

的文献检索培训，加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有助于提升图书馆

在学校信息素养教育工作中的地位。 

2.3设施完善且先进 

图书馆里的建筑与设备均是为了信息服务而存在的，这是

图书馆 重要的资源，也是图书馆功能的直接体现。随着技术

的发展，图书馆的软硬件设备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例如RFID

的出现，将图书馆海量的图书资源与简单的查找系统结合起来，

让读者很轻松的在一排排书架上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书籍。

电子书与移动图书馆的普及，大大延长了图书馆的服务时间，

让学生24小时都能享受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图书馆座位管理

系统能够让学生有序地在图书馆阅览，减少了图书馆人员的精

力。这些设备都让读者有更好的体验，也不断提升图书馆的服

务效率。 

3 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途径 

图书馆蕴含着巨大的信息素养教育资源，但是与本科院校

相比，大专院校的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职能还没有充

分发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3.1将图书馆入馆教育融入新生教育 

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是新生 先接触到的图书馆培训，传

统的入馆教育一般采用的是馆员介绍加上实地参观的形式。图

书馆入馆教育由图书馆主导，与各个学院配合完成。由于固有

印象，学院一般会把入馆教育排到比较靠后的位置，新生精力

已经被教学任务分散，新生入馆教育容易流于形式，未能留下

深刻印象。近年来，一些数据库服务商将入馆教育的过程进行

数字化，把整个流程制作成了动画小游戏的形式，通过手机下

载APP或扫描二维码即可参与。学生在入馆之前就能通过手机动

画小游戏了解图书馆的内部构造、馆藏资源分布、各个库室介

绍、阅读推广活动介绍、资源使用方法等。 

为了提升入馆教育的地位，图书馆可以与学校教务处和学

生工作处等部门联合，将新生入馆教育融入到新生教育中，加

入教务处规定的入学任务中的一项，统一部署，作为新生开学

的一项学习任务，学习使用图书馆，让学生在进入校园的第一

时间就建立图书馆信息资源中心的理念，通过辅导员的宣传引

导，让学生爱上图书馆。 

3.2提升文献检索服务质量 

文献检索课是图书馆服务中专业性较高的一项，能够满足

校内师生专业领域内的文献需求，提升文献检索课的质量就是

提升信息素养专业化服务的质量。 

3.2.1提升文献检索课教学质量 

图书馆文献检索课是信息素养教育的主阵地，能够有针对

性地、高效地让学生学会信息检索与信息加工的技能，有助于

学生学习与科研。文献检索课属于技能型的课程，区别于一般

的理论课，因此考核方式也要区别于传统的期末考试答卷的形

式，应从实用角度出发设计整个课程的结构。这门课的考查形

式更应注重平时的操作技能，因此可以在考核方式上调整考核

比例，平时实践考查与期末考试占比为6:4或7:3，突出实践的

重要性，让学生真正掌握一项技能。 

为了让课程更加完善，在制定教学大纲时，负责授课的图

书馆员可以与不同专业的授课教师在一起沟通探讨。针对不同

专业的学生，设置不同的课程重点和考核标准，有针对性的编

制文献检索课的教学大纲。除此之外，大专院校图书馆的馆员

可以请高校馆的馆员进行教学探讨，提升大专馆馆员的技能。 

3.2.2加强文献检索师资队伍建设 

文献检索课是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文献检索

课的教师也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关键人物。目前，大部分图书馆

的文献检索课主要由图书馆员来兼职完成。面对不同专业的学

生，馆员很难做到将图书馆的资源与不同专业之间进行有机结

合，因此在文献检索教学中，需要整合图书馆员与专业课教师

的资源，提升文献检索课教学思路，甚至可以请专业课老师参

与到文献检索课的教学中来，再针对专业性问题讲解信息检索

方法，以解决授课教师与学生专业不一致的问题。 

除了联合各学院的专业课教师，文献检索课的教师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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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图书馆内部资源，联合学科服务的馆员解决不同专业在教

学中的专业化问题，通过学科馆员了解不同专业的需求与难点，

协助完成文献检索课的教学任务。这种图书馆内部联合的途径

会更高效，也能更持久，随时随地为不同专业的学生解决专业

问题。 

3.3开展信息素养活动 

图书馆要建立信息素养教育常态化理念，将信息素养教育

融入图书馆日常活动中。 

3.3.1开展信息素养培训讲座 

每年图书馆在“世界读书日”、开学季、毕业季和学期末集

中开展信息素养类的培训与讲座。根据时间的特性，可以在“世

界读书日”开展多种数据库培训讲座；在毕业季举办学术论文

的写作方法、期刊投稿指南等讲座；在开学季举办办公软件的

使用技巧、专利文献检索等讲座；在学期末举办考试类资源的

使用方法培训，还可以向广大教师调研，针对专业课教师制定

培训讲座服务。 

3.3.2开展信息素养比赛 

信息素养大赛是近年来的热门活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

度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举办信息素养大赛是提升大

专学生对图书馆资源使用率的有效途径，能够提升图书馆在学

校的地位、扩大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同时也是检验和提升大专

学生信息素养的机会。大专院校图书馆由于人员有限，可以寻

求数据库服务商的支持，与联合兄弟院校共同开展赛事，扩大

影响力。 

3.4建立读者群，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 

目前，一般院校图书馆订购的信息资源已经能满足大部分

的师生需求，但是仍然有一些师生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图书

馆可以与商家进行沟通，在不订购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可以提

供按次收费的服务，或者建立针对该校师生的专门服务群，对

于有需求的师生派专人进行信息资源服务，年终统一结算服务

费。由于大专院校图书馆的经费有限，面对分散的资源需求，

图书馆可以分配一部分经费以供零散的信息资源需求。 

4 结语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信息资源中心，具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

源、专业的信息检索人员、完善的设备环境支持，这是其他部

门无法企及的优势。在信息时代，图书馆要摆脱传统束缚，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信息查询、文献检索、网络服务、部门联

动等方面发挥特长，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信息教育环境，全面提

升校园信息素养教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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