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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发展之路



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提出了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的概念。伴随着信息环境的发展变化，图书情报学业界和学界对于信息
素养的内涵、框架、能力标准、评价指标及其教育体系的研究就从未停止。全球相关机构陆续发布
的文件就有10余个，衍生出了众多的信息素养的定义和成分界说。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正式提出“媒体与信息素养”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组能力，使人们
能够使用一系列工具,以批判的、合乎道德的、有效的方式获取、检索、理解、评估和使用、创造、
分享所有格式的信息和媒体内容,从而参与和开展个性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活动，并于同年出版
《理解信息素养:启蒙读本》，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对“信息素养”概念达成共识。

2015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ACRL）推出《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提出了作为其他众多素养基石的元素养的概念，并从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中提炼出6个阈值概念并辅以实践行为和思维观念，帮助学生跨越思维
瓶颈，转变信息理念，从而掌握具体的方法和技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6年和2017年相继发布了《2030年教育:仁川宣言》《教科文组织推进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公众信息素质的重要性上升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2030可持
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高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教育部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中提出，高校图书
馆有“开展查阅文献方法的教育和辅导工作”的任务，强调了高校图书馆的教
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开启了我国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发展之路。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

1985年和1992年，国家教委（1985-1998年，教育部称为国家教育委
员会，简称国家教委）相继发布关于文献检索课的专门指导文件。

国家教委（教育部）先后于1987年、2002年、2015年发布了三个版本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从“应将‘文献检索与利用’课列入教学计
划”到“通过开设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进行信息素质教育”，再到“图
书馆应重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加强信息素质课程体系建设”，使信息素质
教育更具有系统性、时代性和前瞻性，《文献检索与利用》通选课程或系列
讲座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得以广泛开展。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信息
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

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对大学生
信息素养教育从信息素养组成要素、信息素养培养方式两方面进行规定，指出
要扩大教育覆盖面，提升高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支撑教育高质量发
展。

2021年底，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高校图工
委）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发布了《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提出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图书馆要着眼于培养师生的信息素质、科学素
质、写作素质、数据素质等，通过多元素质教育助力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
将信息素质教育作为图书馆中长期及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



翻译《美国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框架》
Ø清华大学取得了ARCL的授权，并翻译了《框架》的中译本。
Ø中译本发表在ACRL官方网站（http://www.ala.org/acrl/standards）及《大
学图书馆学报》2015年第6期。

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
Ø2015年，受工作组委托，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高校信息
素养教育现状调研。
Ø调研结果的分析论文《国内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分析》，发表在《大
学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6期。

2013年以来，第四届、第五届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组织开展了以下工作：

http://www.ala.org/acrl/standards


Ø2016年，图工委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组成立由清
华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
都医科大学、江苏大学、同济大学等6个图书馆的
一线教师组成的起草小组。

Ø《意见》的起草以《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为指导，以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研究成果为参考，
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国情。

Ø《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素养教育内容、
教育形式、教育条件、教育评估和实施建议五个
部分。

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意见》



2016.03.08沈阳师大 2016.04.19清华大学 2016.07.08同济大学

2016.09.13江苏大学 2016.12.09重庆大学 2016.11.04沈阳师大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组织举办“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及案例大赛”，交
流各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成果和经验，共同探讨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方
向。

Ø2016年，江苏大学
Ø2017年，同济大学
Ø2018年，沈阳师范大学
Ø2019年，大连理工大学
Ø2022年，四川师范大学
Ø2023年，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9年，东北师范大学承办“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信息素质培训研讨会”，研讨
会通过主题报告、公开课、交流研讨等形式，就“新时代信息素养课的课程体
系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评价”、“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分享
各自在信息素养课教学的经验和方法。



新时代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学术研讨会暨2022年高校图书馆服务
创新西部行活动



p 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
Ø 2019年起，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高职高专院校分委员会与高等

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IS）主办“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至今已
举办5届，2024年“全国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已经启动。

Ø 信息素养大赛从校园赛、省赛到全国总决赛，在全国高职院校中掀起了一股“信息素
养”的热潮，引起高职院校对师生信息素养的高度重视，从而全面推动高职院校广泛
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教学。

全国高校图工委行业分委会联合企业助力，共同推动信息素养发展。
p 全国财经高校信息素养大赛

Ø 2018年起，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导，全国财经高校图书情报
专业委员会主办了首届全国财经高校信息素养大赛。通过比赛推进信息素养的概念和
技能融入全国财经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和信息共享
能力；增强大学生对信息素养技能的学习和关注；加强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宣传推广。

Ø 第六届“搜知杯”全国财经高校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于5月26日在兰州圆满落幕，来
自全国38所财经高校的59支代表队进入总决赛。



各省高校图工委组织举办省级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以赛促学，以学促
知，以知促用，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信息素养。

p 西部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联赛
Ø 大赛由四川省教育厅、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指导，西部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组织委员会

主办，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重庆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
委员会、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承办，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宁夏、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图工委联合协办。大赛推动了西部高
校图书馆之间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方法的交流与合作。

p 辽宁省普通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
Ø 辽宁省高校图工委自2022年起举办“辽宁省普通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至今

已举办3届，80余所院校参与赛事。

p 河南省高校 “智信杯”信息素养挑战赛，至今已举办4届。
p 广东省高校信息素养挑战赛，至今已举办3届。
p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知网杯”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



       信息素质教育从无到有、从简单化到体系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

高校图书馆应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生力军、信息化进程的主力军、数字化转

型的先行军，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质教育要在为“推进教育数字化”服务

中担当重任，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创新发展，进而在

高质量服务“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过程中彰显

使命价值。

引自：陈建龙.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高校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6).



Part 2

沈师大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实践探索



u 1984年，成立了文献检索课
教研组，文、理科各设一名
教师。

u 1985年首先在中文系开设了
“文献检索课”，同时在馆内
建成了文献检索课教学实习
基地。

u 1990年至1998年，沈师大图
书馆的文献检索课程规模逐
步扩大，陆续为数学、教育
等五个系的本科生开设了文
献检索课。之后，由于学校
教学任务及教学计划调整，
各系的文献检索课教学陷于
停滞。

u 2003年，组建了由22位青年
馆员组成的信息联络员团队，
其工作职责包含了对各院系
开展读者培训服务。

u 2005年选用8人组成学科服
务团队，承担信息素质教育
专题培训工作。

u 2007年，为本科生开设“文
献信息检索”通识选修课，课
程以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
掌握资源的获取方法、提高
检索技能为目标，旨在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u 2013年，沈师大图书馆成立了
由17名青年馆员组成的跨部门
横向协作团队“信息素质教育中
心”,负责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规
划、组织与实施。

u 2014年，开设本科生“毕业论文
写作精讲精练”通识选修课。

u 2016年，开设研究生“文献信息
检索”公共选修课。

u 2018年，开设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与学术规范”公共选修课。

u运用多元化教学形式的创新实
践。

探索期
（2003-2012年）





根据不同类型读者的信息行为特征，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活动方
案，覆盖全部在校读者。

根据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不同求学阶段的学习特点，不断丰富信
息素质教育内容。

通过训练营、竞赛、小学期活动、嘉年华游戏等多种形式创造情
境化教育环境，从明确信息需求到信息获取、信息应用的全流程
实践活动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沈师大图书馆在40年的信息素质教育发展中，以课程教学为主线，以专题培训、
竞赛、主题活动为辅助，综合运用任务驱动、应用导向、场景教学等多元化的模式
与手段，不断完善和优化信息素质教育结构体系。通过具有针对性的信息素质教育
方案设计与实施，实现用户群体全覆盖，融入读者在校学习全周期，展现信息利用
全流程，形成了个性化、进阶式、重实践的信息素质教育模式。



l受众群体逐步扩大。以个性化的信息素质教育方案，结合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形式，将信息素

质教育的受众群体从本科生扩展至研究生和教师，覆盖了全体用户群。

l教育模式更加多元。在信息素质教育中引入分组讨论、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构建场景化、沉浸式、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形态，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

l教育内容日臻丰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拓展信息素质教育的应用场景，面对不同情境下的信息

能力需求，渐进扩充信息素质教育内容，不断提升用户的信息素质与信息能力。

l教育手段不断升级。综合运用多模态的教育资源（文本、音频、视频等）和教学工具（雨课堂、

超星学习通等），不断创新教学形式（微课、慕课、直播课等），进一步提升用户的综合信息能力，更

有效地支撑用户的学习、科研与创新。



01 强化顶层设计

02 培养师资队伍

03

04

05

编制专业教材

创建教学环境

丰富教育形式



p设立机构。2013年，成立“信息素质教育中心”，承担信息素养教

育工作的规划与组织实施，为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

保障。中心共有专、兼职授课教师17名，其中研究馆员2人，副研究

馆员4人，研究生以上学历15人。

p明晰理念。明确提出“提升信息素质，促进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

确立信息素质教育工作方向。

p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针对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不同用户群体的

特点，分别确立相应的教学重点，并分别从信息素质、学术素质、

创新素质三个角度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p常年坚持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规范教学过程。

p邀请校内教学名师做教法专题培训，帮助馆内教师夯实教学基本功。

p邀请校督学走进“文献信息检索”课堂听课，并做指导。

p组织旁听校内名师、教学标兵的公开课，观摩教学比赛，并在旁听学习

后组织座谈和研讨。

p举办业务竞赛，先后举办了“文献信息检索”说课大赛和讲课大赛，并

邀请专业教师和督学现场点评指导。



p开展学术活动，提升信息素质教育教师对信息素质教育理念、发展趋势

的深化理解，造就了一支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教师团队。

Ø 2015年，作为全国高校图工委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组副组长单位，参与了教育部

高校图工委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组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

的指导意见》的工作，负责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

为工作组研究制定信息素养教育标准和评价体系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Ø 2016年，承办了两次“研究制定信息素养教育标准和评价体系”工作组工作研

讨会。

Ø 2018年承办了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组织举办的“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及

案例大赛”。

Ø 2023年筹划并组织召开了“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



邀请我校国际商学院教授作《教必有法与教
无定法》专题培训 。

邀请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学院教授作《说课设
计与分析》专题培训 。



邀请教务处长作《慕课与精品开放课程》专
题培训。

邀请校督学来馆指导《文献信息检索》通识
选修课。 



组织《文献信息检索课》说课大赛，提升任课教师授课能力。



组织《文献信息检索课》讲课大赛，促进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p 1991年，沈师大图书馆编写并出版了第一本文献检索课程专用教材。
p 2007年重启文检课教学工作后，立即着手研制教材，2008年，出版《信

息检索简明教程》。
p 2011年，出版《信息检索实用教程》。
p 2013年，《信息检索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分别于2018、

2021修订再版，该教材自面市后先后被全国近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60余所学校订购作为文献检索课教材使用，获得良好反馈，累计印数3万
余册，该教材的第四版将于2024年8月出版。 



p 打造了2个专用的信息素质教育空间，建设了论文写作指导空间、新功能
体验空间、多媒体制作空间、创客空间等，保证了学生的教学实践环境。

p 信息素质教育空间为学生每人配备一机、边学边练，同时安装了多媒体教
学控制软件，方便教学演示。此外，各个空间均配置了大屏幕投影、空调、
音响等硬件，提供了完备的教学环境。

p 开辟了信息素质教育云端课堂，开发了“文献信息检索”网络课程系统，
实现线下课堂与线上课堂的同步教学。

p 录制“微知•威动力”百项微课，建立“师大微课堂”微站。



     师大微课堂



q 新生入馆教育

q 学分课程

q 专题培训

q 嵌入式教学

q 读者活动

q 学分课程

q 研究生信息素
养培养工程

q 科研与信息素
养精英训练营

q 新教工座谈

q 学科馆员日

q 设立信息专员

q 学术季

q 微讲座



p 开展迎新季读者活动。

p 在图书馆主页开设新生专栏，为新生提供自主了解图书馆的有效途径，栏目
设置全面揭示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p 向新生发放图书馆使用指南，方便新生快速了解图书馆的资源。

p 新生培训以小班形式进行讲解与实地参观，每班大约四十人，由“学生讲解
员”进行讲解。“学生讲解员”每年进行专门的招聘、选拔、培训和考核。



p 自1985年起，为本科生开设文献检索课。

p 2007年起开设本科生文献信息检索通识选修
课，增强学生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培养与
提高学生的学习、研究及创新能力。每年文
献信息检索课程开设240学时，受教育人数
320人。

p 2016年开设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精讲精练
》通识选修课。



p 每年春秋两季，培训主题不断丰富，每年设计15-20个主题，培训场次
近50场；

p 2013年起与学分挂钩，吸引更多读者走进培训课堂；

p 2014年起增设论文写作指导专题系列讲座（论文写作与投稿指南；开
题立项前的文献调研；文献管理软件使用；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和
新空间 新功能推广专场讲座（3D打印机使用、苹果一体机使用、多媒
体制作） 。

p 2017年起增设创新创业专题系列讲座（知识产权法大揭秘、专利检索
助力创新、营销知识守护创业、项目申请书一点通） 。



p 自2007年起开展嵌入式教学，目前共嵌入30门课程，与13个学院，      
专业教师合作。学科馆员作为教学助手嵌入到实体课堂或网络教学平
台中，有机地将信息素养与专业课程结合起来将信息检索知识，共嵌
入学院专业课300余场，受教育8200余人次。

p 嵌入创新创业教育课堂。6名馆员担任校大创中心双创基础课程指导教
师；馆员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申报大创项目74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
项，省级项目11项。



p 利用小学期，与学院合作，依据学科特点，为学院量身定制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吸引大学生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p 先后共为27个院系开展116场活动，参与人次5000余人次。



“打开奇妙的珍藏库”化生学院小学期活动启动仪式。

p以“学科服务助力学子成长”为核心主题开
展活动，为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量身定做一
系列活动，包括：
ü “寻迹学术经典”专业图书展

ü “资源 •检索 •利用”六场专题讲座 

ü  “检索”出真知——从纸上谈兵到上机实践

ü L-Fans相聚Library——图书馆里故事多主题沙龙

ü 新视听 新感受——视频点播，我做主

ü 妙笔“生化”信息检索技能大比拼



 与戏剧艺术学院影视美术系联

合举办小学期活动“等你来挑

战”iH5设计大赛。

 作品要以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为

主题。

 赛前培训环节设计了“最美图

书馆——带你领略不一样的世

界”向读者介绍图书馆的资源、

空间与服务。



 自2010年起，每年组织信息检索大赛，促进学生增强信息组织、信息评价及

信息运用的能力，至今已举办15届。

 与学院合作开展论文写作大赛。



       通过关卡解谜游戏环节设计，使读者在查找图书、检索数据库、预约学习

空间、使用移动图书馆等多种实战操作过程中，探寻图书馆的资源与功能，在游戏中提

升利用图书馆技能。

寻找遗失的代码



p 自2014年起开设研究生《文献信息检索》公共选修课，以信息
获取、信息评价、信息管理，信息规范利用为主线，培养学生自
主获取、分析、阅读、利用文献信息的技能。每年开设240学时，
受教育人数500余人。

p 2018年开设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公共选修课。
教学目标是要增强学生学术素养，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
力、研究能力及创新能力，通过教学和实践，使学生具备论文写
作基础知识，熟悉论文写作规范，掌握论文写作基本技能，并为
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奠定良好基础。



p 与学校研究生处合作打造了研究生信息素质培养工程，针对研究生不同
学习阶段，分为入门篇、提高篇、毕业篇三个部分，设计了不同内容的
培训课程，以进阶式学习模式培养研究生的信息能力与学术素质。

p 共进行80余场培训，参与人次4800余人次。

毕业篇提高篇入门篇

研一 研二 研三



      与研究生院直属党支部、教育硕士研究生院党委
面向全校研究生联合举办线上研究生信息素养提升系
列讲座。



        与研究生院直属党支部、教育硕士研究生院党委
联合开展2022年研究生学术素养提升系列活动，推
动我校研究生维护科学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传承
优良学风、坚守学术诚信。



p 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与研究生处联合举办“科研与信息素质精
英训练营”，助力研究生群体科研能力提升。通过主题化、模块化、
教练型、游戏化、立体式“五位一体”的全新训练模式，将培训课程
与实战训练相结合，培养独立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能力。

2016-论文写作方法 2017-科研工具使用  2018-科学研究方法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寻找科研筑梦人——训练营营员招募

携手共前行——科研分享走读会

科研收割季——成果大检验

科研爱视界——搜索与分析类影片展

实力大摸底——入营考试与问卷调查

科研起航梦——训练营开营仪式

科研加油站——科研工具大起底

科研再拓展——科研工具在线学习网站大集结

科研书中来——“文汐阁”科研工具专题书展

10 训练营颁奖仪式



粮食学院院长，学科带头人肖志刚院长为营员做首
场报告。 学科馆员为营员做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相关培训。

带领营员走读新松机器人研发中心，感受科技前沿。



p 新教工座谈会

ü 举办新教工座谈会，推广图书馆的资源与学科服务，了解新教工对图书
馆的需求。

p 学科馆员开放日

ü 利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三到院系，在院系现场解答教师咨询。

p 聘任兼职信息专员

ü 以各学院资料员和科研团队青年教师为主体，图书馆为其提供专业培训，
为科研团队打造身边的“信息专家”。

p 开展“学术季”活动

ü 针对学院特点，进行数据库商培训进院系、博士沙龙、移动阅读、馆藏
数字资源、学科服务内容的推广。



学科馆员为教育科学学院全体教师做“利用文献计量法做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专题培训。



p 微讲座——教师专题培训
ü 2011年起，以微讲座模式，向院系教师推荐图书馆最新

资源、新的服务、文献获取的新方法等，特点是时间短、
内容精。

ü 时间微，每次培训时间在5-10分钟。

ü 选题微，每次讲座可以是某个数据库的一个新功能，一
个小技巧，图书馆的一项新服务等微小选题。

ü 规模微，讲座可以利用学院每次开全院教师大会的机会
向全院教师讲授，也可以以教研组为单位，或有共同问
题的几位老师。

p  学科馆员根据各学院及专业特点，开具不同主题的
微讲座“菜单”，制作了百项微讲座菜单供教师选择。
并制作资源使用快捷指南。



p本科生的文献信息检索课入选校第十批重点建设课程，并在该工程中被评
为优秀课程，2014年该课程获批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同年被评为通识选
修课精品课。

p“首届科研与信息素质精英训练营”实践案例获2016年全国高校信息素质
教育研讨会案例一等奖。

p  “学术论文写作 科研必经之路——沈阳师范大学学术论文写作辅导服务”
实践案例获2016年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案例优秀奖。

p“微知•威动力——信息素质教育百项微讲座”实践案例获2017年全国高
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案例一等奖。

p《实用信息检索（第二版）》获2018年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教材
二等奖。



Part 3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的问题与思考



制定信息素质教育标准。

以人工智能赋能信息素质教育。

创设信息素质教育新场景。

建立开放共享的信息素质教育平台。

1

2

3

4

打造专业化信息素质教育教师团队。5



制定信息素质教育标准。1

       信息素质教育的标准与框架能够明晰信息素质教育理念、教育内
容与方法，明确学生在不同阶段应达到的信息素质水平，为信息素质
教育活动提供方向指引。当下，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球趋势，以
学习者为中心打造未来学习新样态、探索“教师-学生-AI”三者互动
的全新课堂模式正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在新的信息环
境下，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素质教育，需要对其教学理念、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流程、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造乃至
重构，教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就必然是未来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重点
之一。因此，制定适应社会发展的信息素质教育标准，及时反映信息
技术的发展变化，确保教育内容的前沿性和教育质量的均衡乃是当务
之急。



以人工智能赋能信息素质教育。2

     《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指出，图书馆应基于新一代信息技
术创新信息素质教育服务，这既是对以往信息技术助力图书馆信息素质
教育工作发展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工作发展方向的
指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可以利用智能算法对学生的学习数据进
行分析，自动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学习
指导，确保教学活动更贴合学生的学习需求。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可实现教学流程和内容的动态生成，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对
话式教学模式和个性化、专业化学习中心，为课堂插上智能的翅膀。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教师、机器、学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
同推动信息素质教育的智能化发展。



创设信息素质教育新场景。3

      数字化教育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信息素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
件。图书馆要进一步拓展和构建智能化信息素质教育场景、开发整体
式课程体系、落实标准性课程教学、探索发展性课程评价。除了基本
的信息素质教室，还应构建开放协作的数字生态空间，如通过VR、
AR赋能信息素质教育场景创设，打造虚拟仿真沉浸式教研室、实训
室等。信息素质教育场景的构建不仅要关注技术的引入，更要关注将
技术与教学内容有效结合，打造支持探究、交互和体验的学习环境，
实现对师生信息意识及能力的创新性引导和创造性培养。



建立开放共享的信息素质教育平台。4

       基于开放共享理念，构建开放共享的信息素质教育平台，聚合
高质量、体系化、多类型的数字教育资源，并实现平台的统一管理，
可促进不同图书馆间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协同发展，有效弥合不同
学校、不同区域间的信息素质教育鸿沟，实现信息素质教育资源的
优化配置，普遍提升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效能。各馆信息素
质教育教师可以通过平台交流课件、教案等教学资源，分享教学经
验，以及创建教学班级，支持跨校学习；各高校学生可以通过平台
获取到更多的优质学习资源，还可实现跨校选课与小组学习，同时
支持在线学习、实践、考试等。



打造专业化信息素质教育教师团队。5

       教师素质直接关系教育教学的质量。信息环境的转变、科研范
式的演化促进了信息素质内涵的延展。但是教师现有的知识储备难以
胜任信息分析、信息可视化、知识产权、信息安全、数据管理、数字
人文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程内容。因此，需要加强信息素质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一方面要通过业务培训对现有人员进行知识更新，完善图书
馆信息素质教育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吸
纳专业教师、学生用户，整合不同图书馆的师资力量以及与专业机构
合作等形式，打造知识结构合理、专业能力互补的信息素质教育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