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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
发展的重要趋势。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是适应信息化时
代要求的必要举措。

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信息素养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

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探讨大学生信息素养培养，有助于推动教育信息化的深入
发展，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

推动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背景与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大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研究起步较早，

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

例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中

普遍开设了信息素养相关课程，并注重培养

学生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也开始重视大学生

信息素养培养，不少高校纷纷开设信息素养

相关课程。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

究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然而，总体来看，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培养

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评价

体系、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师资力量不足等。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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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大学
生信息素养内涵



信息素养定义及发展历程

信息素养定义

信息素养是指个体在信息化社会中，

具备有效获取、评价、利用和创造信

息的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

的道德、法律和社会责任感。

发展历程

信息素养的概念起源于图书馆学领域，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其内

涵逐渐扩展到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领

域。目前，信息素养已成为全球教育

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



教育信息化对大学生信息素养要求

信息获取能力

大学生应具备从海量信息中快速、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的能力，包括
信息检索、筛选和整合等技能。

信息评价能力

大学生应具备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的能力，包括信息
来源的可靠性、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等方面的评估。

信息利用能力

大学生应具备将获取的信息有效地应用于学习、研究和创新实践中的
能力，包括信息处理、分析和可视化等技能。

信息创造能力

大学生应具备在信息获取、评价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创新和创
造的能力，包括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和创新实践等方面的素养。



评价标准制定原则

科学性、可操作性、全面性和发

展性等原则，确保评价标准的客

观性和公正性。

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

能力和信息道德等多个方面，涵

盖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各个方面。

评价方法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

法，如问卷调查、访谈、观察和

实践操作等，确保评价结果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

大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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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生
信息素养培养现状及问题



信息素养课程体系建设
高校纷纷开设信息素养相关课程，包括计算机基础、网络应用、信
息检索等，旨在提高大学生的信息意识和技能。

信息素养实践活动丰富
高校举办各类信息素养实践活动，如信息技术竞赛、创新创业大赛
等，为大学生提供了实践和锻炼的平台。

信息化教育普及程度提高
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大学生接触和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
增多，信息化教育逐渐普及。

培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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