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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对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影响

图书馆用户教育是大学图书馆参考服务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于新技

术的飞速发展，其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图书馆技能。很多学者认

为这种教育已经使图书馆馆员跨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由传统的书目指

导（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或用户培训发展为信息素质教育（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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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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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能力的终身

求学者，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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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使用的社会和伦理问题；数字时代对教与学的影响；远程

用户教育的出现。

不断变化的技术和信息环境，也改变了图书馆在高等教育中的地

位。图书馆员可更直接地参与到各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他们以信息技能

为核心，以各专业知识为背景，从事着多种通用技能的传授。

另外，图书馆员对用户在研究和信息检索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正在

不断增大，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用户计算机技能的培养，越

来越多地介入计算机技术的个别辅导。由于电子资源已经成为图书馆

的重要文献，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重要设备，图书馆员已无法对

用户遇到的硬件问题、软件问题及网络技术问题视而不见。不管他们

对技术支持这一角色持多么保守的态度，事实上，在咨询馆员的日常

工作中，辅导学生处理 Internet 问题、文字处理问题、数据库问题已成

为日常的业务。

2 信息素质教育的模式

具有巨大潜能的新技术改变了图书馆对用户教育的模式，图书馆与

院系的合作，凸显了其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

始，国外许多大学就将技术的因素引入图书馆用户的信息素质教育过程

中。

美国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纲要，大都认为在教导学生有关信息和

研究过程之前，必须掌握基本的技术。图书馆用户教育必须弥补学生

技术实践的缺陷，让学生树立技术应用的信心，要培养学生评判信息

的能力。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Cortland 分校图书馆制定了 4 种信息素质教育

方案，把信息素质和计算机素养整合在一起，它们是一次性的研讨课（一

般为 1 h 左右）和计算机应用的学分课。信息和计算机素养的研讨课开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可以直接帮助学生检索信息资源以满足他们

研究的需要。当时的图书馆员发现，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如何浏览

网络信息，如何处理电子文档（包括剪切、粘贴、下载、保存、收发电子邮

件等），于是就提出为全体学生开设研讨课，该课程特别受老师和那些为

课堂作业作前期准备的学生的欢迎。由于该课程之后还要完成相关的信

息检索作业，因而取得了巨大成效。该课程开设之初，其内容主要是

Power Point，E- mail，网页设计，互联网信息搜索指南以及图书馆数据库

的使用，但目前讨论的重点是有关知识产权、剽窃和版权等问题。计算机

应用的学分课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素养，拓展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

其中的“计算机应用入门”（3 学分）授课内容涉及计算机在各学科中的

应用、计算机对社会的影响等，包括理论课和实验课。另外还有两门课程

专门讨论有关信息素质方面的问题：“计算机信息检索”（1 学分）和“计

算机与社会”（3 学分）。“计算机信息检索”课主要介绍数据库结构和文

献、从一些商业数据库中检索信息的方法，以及计算机命令语言和通信

软件的使用。“计算机与社会”课主要讨论计算机犯罪、信息道德、版权和

隐私等问题。

大学在制定通识教育课程项目时，都会特别注重信息和计算机素质

教育，这为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创新和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开设了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即“科学研

究基础”（Foundations of Inquiry），它集合了技术、图书馆和研究策略与技

能等多方面的内容。1994 年，东华盛顿大学推出的通识教育课程同时包

括了信息和计算机素养方面的内容。授课人员是图书馆员和教育技术专

家，授课形式包括讲课和在实验室上机操作。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 SCS（Speakeasy Caféand Studio）是一个网上在线

通识教育课程，其中的“研究信息入门”是由图书馆员讲授的学分制课

程。该课程打破了传统图书馆用户教育的模式，学生通过技术的应用，可

以学会有关研究的程序、在线交互环境下信息检索工具的使用。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Alverno 学院将计算机和信息素质教育整

合，学生毕业时必须证明自己具有计算机和信息素质的 4 个层次的水

平。Alverno 学院的学术支持与服务机构开设的计算机和信息素质课程，

教授学生相关的技能，其形式包括课堂讨论、网上辅导、在线测验、作业

以及电子论坛。

华盛顿大学开展的 Uwired 项目是一个多机构参与的合作项目。该

项目始于 1994 年，是美国在同一所大学内合作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典

范。其目的是支持教师和院系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探讨新

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掌握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信息素质。该项目最初

是由图书馆、计算机与通信系、本科生教育办公室合作参与，目前已经发

展为由相关院系（如工程学院）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如教育评估办公室）

等众多机构参与的合作项目。Uwired 课程的原始材料都已数字化并在网

上发布，图书馆员在大学本科生图书馆的计算机实验室建立了参考咨询

台。

美国依阿华大学图书馆的 TWIST（Teaching With Innovative Style and

Technology：运用创新性教学风格和技术手段实施教学）项目也非常具有

代表性。为期 3 年的 TWIST 项目，其目的在于支持和培训院系教师将依

阿华大学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整合到各自的课程中。参加人员主要包括

TWIST 的图书馆员、教育技术人员和相关院系教师。其中，TWIST 聘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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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全职图书馆员负责三方的协调工作。这种以教师作为内容专家、图

书馆员作为信息专家、教育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的合作方

式成为著名的“TWISTed Pairs”合作模式。在 2004 年 TWIST 项目停止时，

TWIST 的工作人员已帮助教学人员开发了 500 多个基于学科的在线指

南或课程。现在依阿华大学图书馆员继续与教学人员合作，在“依阿华课

程在线”（Iowa Courses Online）上开发信息资源网页、与学生在线交流、参

与在线讨论，以满足学生研究和学习的需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伊利诺斯州 Augustana 学院图书馆开发了“技

术工具箱”（Technology Toolbox）。它实际上是一本与计算机参考资源有

关的简易手册，包括说明和操作两部分。操作部分有收发电子邮件、文档

编辑以及成功利用在线图书馆资源的技能等内容。由于该项目的实施，

学生可以自信、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及有关技术。图书馆用户教育也不再

仅仅是图书馆员的责任，学校计算机中心、计算机培训教师和其他学生

都可以参与其中。

日本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起点比较高，内容比较全面、系统。从教育

内容的设置来看，现代信息教育意识比较强，注重应用能力教学。其教学

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信息素质教育组合成系列课程群的教育模式。

日本骏河台大学最为典型，该大学将“文献检索法”“论文写作法”“研究

调查法”“开题方法”“论文交流”5 门课作为一年级的限制性选修课，其中

“文献检索法”“论文写作法”“研究调查法”为中心科目。二是把信息素质

教育课作为主要课程。例如，富山大学认为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比较低，

许多学生在大学教育期间缺乏最低限度的交际能力，因此开设“语言交

际科目”来补充学生的基础表达能力。该课程内容涉及文献检索、调查方

法及实习、文章写作实习、电子邮件的使用等等。该课程是全校选修课。

京都大学也采用类似的教学模式，如开设“情报检索入门”课，其主要内

容包括大学图书馆概况、分类的一般概念和分类理论、文献和情报的广

泛研究、数据库的种类和使用方法、因特网信息和使用等，该课程属于全

校基础课程。

日本的信息素质教育系列课程比较多，参与的教师也比较多。有的

学校各院系自己开设系列信息能力教育课程，由各院系自己的教师来承

担，图书馆的教师负责实习辅导工作。还有的学校由不同单位的教师共

同负责，如京都大学开设的“信息检索入门”课，承担教师由大学校长、图

书馆馆长、院系教师，以及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组成。图书馆员与专业教师

进行教学法的交流，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

3 结论和思考

2002 年，教育部颁发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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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教育指明了方向。

我国要尽快制定信息素质教育标准、信息素质教育评价标准及规范

的教学大纲，规范课程名称和教学内容。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必须包括

计算机能力、技术熟练程度、信息读取和传播能力，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

内容。将“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名称改为“信息素质教育概论”，以体现

技术时代的特点，符合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客观需要。

培养大学生的技术和信息素养是高校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图书馆

员、教学人员、教育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要相互合作，共同规划包含信息

和技术素养内容的课程。

另外，图书馆管理者必须确保图书馆员有机会参加学校包括教育改

革在内的每一项创新活动，必须为图书馆员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与

其他的信息素质课程设计人员合作，以保证信息检索工具能集成到专业

课程和研究过程之中。同时，图书馆管理者必须不断地强调和宣传图书

馆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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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Mode under the New Technical Condition

WANG Xi-rong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technique in the library, the education for library’s users has

developed as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echnical progress on the

education for library’s users, expounds the foreign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modes, and points out that develop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university library for cultivating readers’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and users’ability of acquisitioning and utilizing the literatu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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