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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library,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through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we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and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well as the rol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it.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library can not only provide 
rich information resources,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literacy such as information 
retrieval, evaluation and use by carrying out variou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training and lectures, etc. In addition, we also 
found	that	 the	spatial	 layou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ciliti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the	library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related educators, and give an in-depth thinking for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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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教育推进信息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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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从高校图书馆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其如何通过教育方式推动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
解读了信息素养的内涵与重要性，以及高校图书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图书馆不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
源，而且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如培训、讲座等，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信息检索、评价、使用等全方位信息素养。此
外，我们还发现图书馆的空间布局、科技设施、管理策略等也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为
高校图书馆及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为未来图书馆教育工作的开展方向给出了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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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蓬勃发展的当代社会，信息素养作为一个基本

能力，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不仅对于每一个人接触信息、

筛选信息，以及有效利用信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

于今日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推动学生信

息素养的提升中，高校图书馆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和价值。作

为学生接触信息、掌握信息技能的主要场所，高校图书馆在

信息素养培养中的作用不容小视。论文以高校图书馆为切入

点，阐述其在促进学生信息素养培育中的策略与做法，期望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充分揭示高校图书馆推动信息素养

培养的策略和路径，为高校图书馆以及相关的教育工作者提

供参考。

2 信息素养的内涵与重要性

2.1 信息素养的定义与内涵
信息素养是现代教育过程中一项关键的能力，其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扩展 [1]。信息素养通常被定

义为个体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具备有效获取、评价和利用

所需信息能力的集合。这不仅仅是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更

是一种全面的认知过程，涉及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等多方

面的能力。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信息素养已成为个人终身

学习和职业发展的基础能力之一。

信息素养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信息识别

能力，即能够判断何时需要信息及如何界定所需信息的具体

类型。信息获取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指的是运用多种工

具和资源，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信息。在这方面，搜索引擎、

数据库等信息工具的使用技巧尤为重要。再者，信息评价与

利用能力强调对所获得信息的分析、综合与批判性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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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地评价信息的真伪、可信度以及相关性。

信息素养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强调社会和伦理

的责任。这要求个体在信息使用过程中遵循法律法规，尊重

知识产权，维护数字环境的健康。信息素养的多维度内涵使

其成为个人应对信息时代挑战的必备能力。

在高等教育背景下，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随着

信息资源的爆炸式增长，高校学生面临的信息选择、筛选和

应用的复杂性不断加大。有效的信息素养能够帮助学生提高

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进入

职场准备必要的技能。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图书馆在培养学生

信息素养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系统的课程设

计与多样化的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信息素养体系 [2]。

2.2 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信息素养不仅是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在社会和

经济的多个层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普及加快了信息的生成和传播，人们处于一个信息爆

炸的时代。面对庞大而复杂的信息环境，如何有效获取、评

估和利用信息，成为现代人必备的技能。

在个人层面，信息素养提升了个体的学习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具备高水平信息素养的个体能够更快速、更准

确地找到有效的信息资源，并通过批判性思维对信息进行分

析与判断，进而实现知识的构建和管理。这不仅有助于学术

研究的开展，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质量。信息素养的培

养对于大学生的学术和职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教育层面，高校图书馆作为教育资源的重要承载体，

承担着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任务。高素质的信息素养可以

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提升其学术水平和研究

能力。通过信息素养教育，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学术规范，

增强其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进而推动学术研究和创新性发

展。这不仅关系到学生个人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知

识积累和科技进步。

在社会层面，信息素养关乎社会整体的信息流通和知

识共享。信息社会的到来也意味着信息不仅是个人的资源，

更是社会的财富。信息素养的普及有助于构建信息公平、共

享的社会环境，缩小数字鸿沟，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利用效率

和决策水平。高水平的信息素养还可以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

感和参与感，使其在信息时代更好地肩负起公民责任，主动

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发展。

在经济层面，信息素养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

经济时代的竞争，核心是信息的获取和使用能力。信息素养

高的人才能够有效利用信息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

级，进而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信息素养不仅是个体发展

的需要，更是推动企业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体现在个人发展、教育提升、社会

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多个方面。高校图书馆通过提供信息资源

和教育活动，在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

2.3 信息素养与高等教育的关联
信息素养在高等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

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关键因素，还直接影响他们在学术研

究中的表现。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通过获取、分析和运用

信息来进行思考和创新，信息素养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

色。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能够帮助学生更有效地检索并评判

信息资源，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和决策能力。高等教育环境

要求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素养

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研究显示，高校图书馆通过系统

的教育和资源支持，能够显著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为

其在学术领域的成功奠定基础。加强信息素养教育已成为高

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3 高校图书馆在推进信息素养培养中的作用
分析

3.1 图书馆教育活动与信息素养的关联
图书馆教育活动在提升学生信息素养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信息检索技能，还提升了

他们对信息资源的评价和使用能力。通过系统化的教育活

动，高校图书馆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

习能力，从而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提供坚实的信息

素养基础。

图书馆常常会组织信息素养培训工作坊，这些工作坊

旨在教授学生使用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技巧，如如何使用图书

馆目录，如何访问数据库，以及如何使用各种检索工具。这

类培训通常包括实际操作环节，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掌握信息

检索的基本技能。图书馆还会提供主题讲座，这些讲座集中

讨论特定的学术领域或研究主题，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相关资

源和检索策略。通过详细的案例分析和资源推荐，讲座使学

生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不同信息需求。

图书馆还会定期举办信息素养课程，这些课程通常与

学术课程相结合，加入学期规划中，系统地涵盖信息检索、

信息评价和信息使用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类课程的教学内

容深入浅出，既有理论基础的讲解，也有实操性的训练，帮

助学生在理论和实践中全面提升信息素养。例如，为科学类

课程设计的信息素养课程可能会包括专门的文献综述方法、

数据分析工具使用技巧等，以更加契合学生的专业需求 [3]。

另外，图书馆还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线上学习平台和电子资源指南的使用，使学生能够

随时随地进行自我学习和技能提升。高校图书馆通常会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一系列线上学习模块和微课程，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信息需求，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这种灵活的学习方式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学习类型和学习时

间的学生群体，进一步扩大了信息素养教育的覆盖面和实际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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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图书馆教育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技能培训，

还包括信息伦理教育。学生在学习如何获取和使用信息的也

需要懂得信息的合法和道德使用，以避免出现学术不端或信

息滥用的现象。这方面的教育活动通常通过讲座、工作坊和

案例讨论等形式进行，使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和信息

使用观。

图书馆的教育活动是推进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核心手

段。这些活动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不仅提高了学生的

信息检索和使用能力，也增强了他们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最终为他们的学术发展和个人成长提供了重要

支持。

3.2 图书馆信息资源对信息素养培养的作用
图书馆信息资源在信息素养培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高校图书馆作为教育资源的核心，提供了大量种类丰富的信

息资源，包括书籍、期刊、数据库、电子资源等，这些资源

为学生的信息获取和知识扩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信息素养

的培养旨在帮助学生在海量信息中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信

息，并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应用。图书馆提供的不仅是信息的

集合，更是一个指导学生学会获取、评价和使用信息的学习

环境。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种类多样且与时俱进，能够紧跟学

术前沿和科技发展，确保学生接触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

思想。通过这些资源，学生在信息检索过程中可以体验到不

同的信息来源和获取方式，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独

立学习能力。这不仅限于书籍和期刊，还包括在线数据库和

电子资源，后者具有高效、便捷的特点，满足了学生随时随

地获取信息的需求。

在信息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图书馆员发挥了重要的指

导作用。他们通过个性化的咨询服务，帮助学生有效利用各

种信息资源，并教授检索技巧和评价标准。这种指导不仅提

升了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还增强了他们对信息资源的鉴别

和分析能力。专业图书馆员的参与，使得信息素养的培养过

程更加系统和深入。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也涵盖了广泛的学术领域和学科知

识，促进了跨学科的学习与交流。学生通过在不同领域内的

信息资源查找和使用，逐步形成全面的知识体系和全球化的

视野。这种跨学科的信息素养培养，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学

习和职业生涯中应对多变的环境和复杂的问题。

综合来看，图书馆丰富的信息资源不仅为学生提供了

广泛的信息获取途径，更在信息素养培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通过资源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信

息检索、分析和应用能力。

3.3 图书馆空间布局和科技设施管理策略对信息素

养的影响
图书馆的空间布局、科技设施与管理策略紧密影响学

生信息素养的培养。现代化的科技设施可提高信息获取与处

理的效率，灵活的空间布局促进合作与交流，管理策略则确

保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有利的学习环境，

推动信息素养的发展。

4 结语

经过本研究，我们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高校图书

馆通过其丰富的信息资源、教育活动以及优化的空间布局和

科技设施，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教育活动，如培训、讲座等，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信息检索、评价、使用等全方位的信息素养有着明显的效果。

然而，我们也发现，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高校图书馆在信

息素养培养方面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和改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图书馆在培养学

生信息素养方面应使用何种更有效的教育活动方式、教育策

略等。同时，也可以对图书馆空间布局、科技设施、管理策

略等对信息素养培养影响的细节进行深入的探讨。希望本研

究能为高等教育机构和图书馆及其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有

价值的信息和启示，以推动我们这一领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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