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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由于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 ,大学图书馆用户教育内容必须包含信息素质教育。文章在介

绍传统图书馆用户教育和信息素质教育的基础上 ,分析了新技术条件下大学生的技术与信息观念 , 最后提出

了一些图书馆用户教育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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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大学生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带

来极大的便利 , 但他们一些错误的技术与信息观念

也给传统的图书馆用户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对

大学生进行技能和信息素质方面的教育已成为当今

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服务项目。

1　传统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内涵

图书馆用户教育是一动态发展的概念 , 在不同

的国家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 , 其相关名词也

很多 , 英语中有:Library user education、Library in-

struction、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 User education 、

Reader instruction、Library user instruction 等;中文则

有:图书馆使用指导 、图书馆用户教育 、书目指导 、读

者教育 、使用者教育以及利用教育等。根据不同的

活动与目的 , 图书馆用户教育可分为不同层面。

Nancy Fjallbrant将图书馆用户教育分为两个层

面:教学方法与指导类型 [1 ] 。比较流行的是 James

Rice 的图书馆用户教育三层面说。他认为 , 指导读

者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与设备 , 按其内容可分为三个

层次:图书馆环境介绍 (Library Orientation)、图书馆

利用指导 (Library Instruction)、书目指导 (Biblio-

graphic Instruction)[2 ] 。图书馆环境介绍包括熟悉图

书馆建筑 、设备 、服务 、规章 、资源的存放方法及排架

等 , 其实施方式是参观图书馆 (可分为团体参观 、个

别参观),并利用视听或印刷等媒体;图书馆利用指

导是进一步介绍图书馆的参考工具 ,如卡片目录 、索

引 、摘要 、书目工具及其他基本参考工具书 , 实施方

法包括第一层次和课堂教学 、演讲 、计算机辅助教学

等;书目指导则以研究和撰写报告时所需的知识和

技巧为主 ,如信息及其组织 、主题标目 、查询相关信

息 、报告撰写方法(如附注 、书目 )等 , 其实施方法有

开设各种书目学课程让学生选修 , 或举办讲座等。

1984 年以来 ,我国高校图书馆普遍开设的文献检索

与利用课程就是书目指导的形式之一。

2　新技术对图书馆用户教育范畴的拓展

近年来 , 数字文献资源大量增加 , 加上新技术在

图书馆和教育中的广泛应用 ,使得大学图书馆用户

教育的范畴得到了拓展 , 即除了传统的图书馆利用

指导外 , 还必须培养用户的信息意识 、信息能力和信

息道德 , 提升用户的信息素质 , 以至建立终身教育的

基础 。

信息素质概念是从图书检索技能演变而来的。

1974 年 , 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Paul Zurkowski 最

初提出信息素质一词 , 意为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

技术和技能 [3] 。然而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 , 由于技

术对图书馆服务产生深刻的影响 , 信息素质的概念

才具有较特定的内涵。 1989 年 ,美国全国图书馆协

会将信息素质定义为:确定什么时候需求信息 , 以及

检索 、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的综合能力 [4 ] 。

1998 年 , 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会 (AASL:Ameri-

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es)和教育传播与技

术协会(AECT: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

tions and Technology )制定了信息素质的九大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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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标准分信息素质 、独立学习和社会责任三方面

的表述 [5 ] , 丰富了信息素质的内涵。

2000 年 1 月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

RL)制订了《高等教育信息素质教育标准》(Informa-

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

tion)。该标准包含了 6 项标准和 22 项具体的评价

指标。 其中的 6 项标准为:能确定信息需求的内容

与范围;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能客观 、审慎地鉴别

信息质量及其来源;能将选取的信息融入自己的知

识和价值系统;能有效地利用信息以完成特定的任

务;了解信息使用的经济 、法律和社会等问题 , 并能

合理合法地获取与利用信息。另外 , 关于信息技术

与信息素质的关系 , 《高等教育信息素质教育标准》

有一节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 并指出信息技术 “流入”

信息素质是有意义的 [6] 。现在美国高校大都以 AC-

RL的标准为基础 , 以图书馆为中心推出信息素质教

育项目或计划。此标准在墨西哥 、西班牙 、澳大利

亚 、欧洲 、南非等国家和地区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另外 ,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新的认证标准要求

学生提供信息处理和技术素养方面的证明。 例如 ,

2001 年 ,包含64 所学院和大学的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提出了通识教育标准:所有的学生必须提供已经

达到毕业要求的证据 , 即除了指定的 10 类知识和技

术外 , 还要求接受信息处理能力的教育 , 特别是要具

备计算机操作基本技能 , 了解和使用基本的研究技

术 , 以及从大量文献资源中检索 、评价和综合信息的

能力 [7 ] 。这些标准要求图书馆直接承担起对学生进

行技术指导和信息素质教育的责任;或者与院系合

作 , 将这些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之中。

美国学者 Edward K. Owusu - Ansah 教授曾在

“信息素质和学术图书馆:概念的评论和辨析”一文

中详细讨论了包括 ALA的定义在内的一些关于信

息素质的概念 [8 ] 。尽管这些关于信息素质的定义表

述形式不同 , 但它们都要么明确地 、要么间接地表

示:技术是信息素质固有的特性 , 它已对图书馆用户

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没有统一的信息素质教

育标准或通识教育标准 ,但教育部于 2002 年颁发修

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确规定:高等

学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

培养读者的信息意识和获取 、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

这为新技术条件下图书馆开展用户教育指名了方

向。 2002 年 1 月 ,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

会首次将文献检索课学术研讨会改名为信息素质教

育学术研讨会 ,表明图书馆用户教育又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2006 年 4 月 11 - 12 日 , 在杭州召开的 “网

络环境下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和发展研讨会”, 回顾了

从 “文献信息检索”到 “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 ,

并指出 “信息素养教育是文献检索课程的继承发

展” 。透过这些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 ,人们可以

发现 , 我国图书馆用户教育实际上已经开始肩负起

对大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教育的重任。

3　新技术条件下大学生的 “技术与信息观”

早在1984 年 , 美国书目指导界的学术领袖 Evan

Farber 就指出:技术的增长是未来影响图书馆的三

大发展之一(另外两种为:图书馆用户教育推送和财

政紧缩)[9 ] 。新技术引起的信息环境变化 , 使得现在

的图书馆用户教育面临着挑战:要培养一代具有信

息素养 、终身学习的人才 , 他们能够在信息时代取得

巨大的成功。另外 , 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的

问题:无数标准和协议的出现;信息素质定义的变

化;剽窃 、版权问题 、信息使用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的

产生;数字时代对教与学的影响;以及新的教学方法

和因技术进步而引起的远程用户教育的出现 [10 ] 。

最近 20 多年来 , 由于技术史无前例的飞速发

展 , 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努力学习许多技术和技能以

提升自己的信息素质。然而现在的学生并没有明显

地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不管是研究生还是大学生 , 他

们大都普遍感觉到了技术的舒适性一面 , 却缺乏有

效处理大量信息所需的技能。针对这种具有讽刺意

味的现象 , 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参考馆员 Kate Man-

uel指出:学生对计算机的轻松心情会妨碍他们掌握

信息素质的技能 ,原因是他们高估了自己有效地检

索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再加上互联网上海量的信

息 , 学生会错误地认为研究工作是一件较简单的事

情 , 这样信息素质教育的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 [11] 。

学生都希望方便 、迅速地检索到大量的信息 ,当互联

网上的搜索引擎提供的便捷搜索找到大量的结果

时 , 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检索是成功的。在过去

的几年中 , “Google ”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信息

搜索术语和动词 ,学生只要 Google他们想知道的东

西 , 几乎总是能搜索到一些相关的页面 , 从这些页面

链接的站点中就可以获得满意的信息。但是 , 他们

常常不会考虑站点的类型和信息的可靠性 , 也不会

想到要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它们。

学生常常不了解信息的组织方式 , 不了解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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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控词语 , 不知道互联网上的信息与商用数据库

中的资源存在差别 。例如 , 2003 年底 , 世界上最大

的提供网络文献信息服务和研究的机构 OCLC(On-

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

心)宣布与 Google和 Yahoo 合作推出 Open WorldCat

时 , 声称可以通过 Google 和 Yahoo 搜索引擎就能像

在图书馆内一样查 WorldCat的数据。 这是一个令

人振奋的消息 , 实际上读者到 Google 和 Yahoo 查询

以后就会知道 , OCLC 给他们的并非 WorldCat 的全

部 , Open WorldCat只是 WorldCat的一个子集 , 或者

说不是及时更新的。另外 , 学生要充分利用 Open

WorldCat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智能化的信息检

索工具 , 仍然需要掌握许多技能。

信息检索实践的巨大变化 , 要求学生有独立操

作计算机的技能 , 包括与远程数据库的链接 、使用文

件传输协议获得远程服务器上的信息 、下载 、粘贴等

操作。学生必须了解索引与网络搜索引擎的区别 ,

要知道不同的信息数据库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选择

合适的数据库。 另外 , 运用布尔逻辑法则确定和缩

小检索主题 , 对信息进行评判也是学生在信息检索

时必备的知识。

如今的电子媒体已经超越传统的印刷型资源 ,

多媒体已在传播和组织信息的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

用。照片 、图像 、音频 、视频等文件都已成为普遍的

信息源。例如 , 研究计划可以用集合声音和图片的

网页或者幻灯片的形式来展示 , 而不一定是纸质型

的。另外 , 所有形式的电子资源都带来了版权等知

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信息资源的引用已变得更具有

挑战性 , 学生很难对剽窃进行界定 , 不容易理解有关

的法律和道德上的问题。

由于技术的进步 , 学生在检索全文数据库时已

能较有效地获得所需的信息 , 但同时也引起了潜在

的混乱 , 因为这样学生并不了解研究的过程。因此 ,

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知识的教育 , 已经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显得必要了。

当今的大学生普遍不愿学习与信息素养有关的

技能 , 他们认为自己的技术能力非常强 , 以至于没有

兴趣再去学习有效检索 、评判 、利用互联网信息的技

能 , 而这些技能恰恰是信息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因

此 , 在学生意识到这些技能对完成课外作业的重要

性之前 , 必须改变他们的技术与信息观 , 即去除他们

对 “技术与信息”过分自信的毛病。 在无法预测和

成为主流的信息环境中 , 对学生上述观念的改造是

富有挑战性的。

4　新技术条件下图书馆用户教育的一些举措

技术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获取和处理不同种类

和形式(如现实的和虚拟的 )的信息 , 并合理地 、有

目的地使用它 ,从而使电子文献资源发挥更大的作

用。新技术为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 也为学习者

创造了许多机会 ,但通过信息技术提高学习效果不

会是偶然产生的 ,因为新技术对学生有效地获取信

息也设置了许多障碍。只有图书馆员参与这一使用

技术的过程 , 用户才会自觉地学习信息检索所需的

特定技能。

在一般用户看来 , 数字信息本身与如何检索它

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尽管检索电子文献所需的技能

(如软件和硬件的使用 )不属于图书馆传统的服务

范围 ,然而像保存 、下载 、收发电子邮件 、电子文件的

创建 、上网等技能在信息检索和利用过程中是非常

必要的 , 图书馆员有责任为用户提供这些技能的指

导。

对许多没有机会使用订购的印刷型文献或电子

数据库的用户而言 , 互联网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首选

门户 , 但是 ,他们大多并不了解研究的基本原则 , 不

知道哪些是最适合的资源 , 也不清楚是否为电子格

式。与介绍其他研究工具一样 , 图书馆员在有关互

联网及其使用的教学中 ,也要涉及一些具体的技能。

然而 , 关于互联网的教学 , 与传统的书目指导是有区

别的 。在书目指导过程中 ,学生接触的图书馆资源 ,

可以由图书馆员控制;而网上的资源则需要学生自

己去评判 ,以找到适合研究需要的信息。 数字资源

(不管是文档还是图表 )也需要学生自己去了解其

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 , 确定它们版权的归属者。因

此 , 随着文献资源数字化规模的扩大 , 图书馆用户的

教育应引入相关概念和技能的内容。

目前是电子文献与传统文献并存的时代 , 在相

当长的时期都将是如此。电子文献一定只是传统文

献的补充形式 ,图书馆的传统文献在可预见的将来

还不会完全消失 ,学生还必须使用它们 。因此 , 图书

馆用户教育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样的 , 但过去一些

方法已不再有效。为适应电子信息环境的需要 , 学

习目标需要修正。在学生计算机操作有关知识和技

能不一样的情况下 , 图书馆员必须设计有针对性的

教育目标 , 应该根据学生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背景制

订对应的教学项目。 为了强调教育技术的作用 , 必

须得让学生在教室内就能体验到这些新技术。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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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在指导的过程中 ,应向学生示范新技术的使用 ,

同时也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改进 , 从而增强学生的实

际动手能力。有 Internet网络接入点 、技术含量高的

教室可以方便地让图书馆员示范信息检索技术 ,同

时也给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机会。基于网络的信息

素质教育训练课 , 在多媒体的教室里应用技术 ,可让

图书馆员以挑战和交互的方式与学生交流信息素质

的原则。也可以尝试整合信息素质教育与写作课

程 , 学生在完成布置的作业或测验时 , 都必须利用相

关技术 , 从而获得实践经验。

另外 , 在课程中加入图片和视频材料 , 可以吸引

那些对视觉敏感的学生;引入音频和录像片段 ,会为

那些听觉好的学生增加更多的学习机会。技术可使

学生进行交互式的讨论 , 从而超越传统课堂教学的

限制 , 拓展了图书馆用户教育的空间。为了利用技

术进行教学 , 图书馆员必须要有改变教学方法和教

学内容的愿望 , 当然也必须学习有效地利用技术。

技术为图书馆员创造性的教学方法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 , 但也得花时间去学习有关的工具 , 因为其使用方

法在频繁地改变。为了延续这个传统 , 图书馆员必

须不断地采用新技术 , 并且将它们引入图书馆用户

教育之中 , 同时要意识到技术概念和技能对培养有

信息素养的学生至关重要 , 这也是当今图书馆用户

教育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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