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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美国爱达荷大学信息素养教育项目进行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对该项目的主要组成内容分模块进

行详细剖析，由此得出相关启示并提出改善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信息素养教育内容的更新

布局、策略的多元整合以及团队的优化精进等，以期为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相关探索提供运行经验和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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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of
Idaho，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roject are analyzed in detail，and the relevant enlightenment is obtained an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content renewal layout， the strategy multivariate conformity as well as
the team optimization and so on，hoped to provide the oper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reference for the domestic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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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信息素养作为确保公民参与知识型社会建构的必备能力［1］一直是教育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得益于网络环

境的优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 MOOC 化［2 － 4］、微课化［5 － 6］、翻转化［7］、移动化［8］、平台

化［9］等基于技术主义的研究探索方兴未艾。如上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其整合性强、互动性

强、操作性强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数字化、多元化、碎片化、个性化、体验化的学习需求。然而，技

术平台范式的学习方式存在的受众对信息技术缺乏深层次利用，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不利于深度学习［10］，自

我管理意识差［11］，难以构筑良性的学习关系［12］，知识关联性差［13］，不利于知识体系的构建及知识细粒度欠缺［14］

等问题却横亘在信息素养教育助力实现终身学习能力成功培育的进程中。
随着信息时代的进步，新的信息素养概念不断被提出［15］，学生参与科研和论文写作的合作性任务日趋增

多［16］，深度学习诉求日渐加剧［17］，合作协同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元认知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阈概念”
“元认知”“批判性思维”“参与合作”［18］等作为《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核心内容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地位逐

渐上升，正在参与构建新的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环境，信息素养教育形态革新初见端倪: 信息素养概念被广泛解读

为“元素养”［19 － 20］，并基于元素养展开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研究［21 － 22］; 教学内容从基于任务驱动的检索训练到基于

批判性思维的素养培养［23 － 24］; 合作式学习模式［25 － 26］研究探索备受关注，概念解析、内容布局、能力训练模式设

计等视角的探讨来源于对《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 简称《框架》) 理念的解读和体会，但是研究思路多基于

《框架》单个内容板块的独立研究，教育模块各自为政，并未将“阈概念”“元认知”“批判性思维”“参与合作”
等多元内容整合成体系来统一规划布局信息素养教育，不利于教育活动的系统整合。即便有不少学者对 《框架》
精神作了整体解读并得出对现实工作的相关启示，比如: 杨鹤林［27］基于对《框架》的分析思考，提出信息素养教

育要重视信息活动的情感因素，并通过加强元认知教育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观点; 朱甜［28］基于《框架》背

景、理论基础、内容介绍，得出弱化意识、拓展能力、突出道德、加大合作等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的启示; 李曈［29］

结合《框架》指导理念，提出信息素养教材内容评价、编写建议、人文设计方面的改进策略; 符绍宏［30］通过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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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指导思想的解读提炼，得出信息素养教学内容应在情感、行为、认知、批判性思维等方面强化巩固的启示;

李峰［31］在解读《框架》阈概念和元素养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构建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体系的路径方法; 秦小

燕［32］通过与 2000 年版《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进行对比分析，总结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学术、注重能力、

促进学术交流的发展趋势等，也仅是停留在对《框架》的指导思想的提炼、框架内容的解析、理念方法的借鉴启

示等理论研究层面。能紧密参照 《框架》指导思想开展具体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项目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便让

《框架》背负了“可操作性差”［33］的尴尬名声，也让 《框架》在具体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中难有机会发挥指导性

的作用。

美国爱达荷大学的信息素养教育案例基于 Web 站点以说明性的文字铺述了信息素养 6 个阈概念，每个阈概念

下实现了各大学习主题的知识串联，每个知识单元模块基于学术研究情景穿插对相关知识实践和案例解析的反思

训练，成功地将《框架》精神贯彻其中。《框架》精神在该项目中的成功贯彻和执行验证了其可操作性，实现了

名声救赎，其纲领性功用尘埃落定，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基础和运行经验。
2 UIIL 项目简介

UIIL 项目全称是 University of Idaho Information Literacy，即美国爱达荷大学信息素养。该项目作为集信息素养

知识、技能、测试为一体的自学平台，通过美国爱达荷大学网站发布，受众可以不受时空限制通过平台完成信息

素养的 自 学 养 成。项 目 包 括 信 息 ( Information )、主 题 ( Topic )、搜 索 ( Search )、定 位 ( Locating )、评 价

( Evaluating)、分享 ( Sharing)、美国爱达荷大学图书馆在线目录 ( UI Library Online Catalog) 7 大板块内容，前 6

大模块均由学习目标、学习内容、自测训练三部分组成。其中，学习目标的设计给出了对应板块主题下的核心概

念，旨在构建信息素养相关知识体系; 学习内容的设计表达了相应板块知识点衔接的过程性，以实现各知识点的

关联协同; 自测训练在覆盖信息素养有关的知识内容基础上设计了具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旨在拓展知识宽度和深

度，强化受众深度学习效果。第 7 个板块即美国爱达荷大学图书馆在线目录 ( UI Library Online Catalog) 主要介绍

了美国爱达荷大学图书馆资源利用方法，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战，强化项目的操作性。内容框架概略如表 1。
3 UIIL 内容剖析

3. 1 信息 ( Information)

该板块学习目标关键词: 因特网、信息类型、信息格式。信息来源广泛，不局限于网络世界，图书馆或书店

都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类型多样，有基于产生顺序或加工深度划分的一次信息、二次信息、三次信息，

基于生产者或使用者划分的大众信息、学术信息、商贸信息。信息形式多变，有基于载体属性划分的印刷型、数

字型、音视频、多媒体等形式。
表 1 UIIL 内容框架概略

模块 关键词 内容要素 自测反馈

信息

因特网
什么是因特网 谁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

关于域名 当你搜索网页时应该注意?

信息种类

信息的分析与归类

大众信息、学术信息、商贸信息 哪一项是学术期刊的特色?

一次信息、二次信息、三次信息 以下哪项属于一次信息源?

信息格式
印刷型、数字型、音视频、多媒体、缩微

型、人类行为

主题

选择合适的主题
什么是学术研究

使主题生成问题

扩大和缩小
扩展研究问题 辨析扩展词、缩小词、限定词

缩小话题 面对太多信息的最优策略

识别概念词汇 提取关键词 对某报告的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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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关键词 内容要素 自测反馈

搜索

数据库与网络 什么是数据库 下列哪项不属于数据库?

明确收录范围
数据库的收录内容

数据库的选择方法
收录的信息有哪些?

字段检索
记录和字段的概念

字段检索介绍
应用哪个字段检索关于莎士比亚的书?

检索策略
扩检或缩检，逻辑算符，截词检索

检索表达式的构建

定位

引文的组成 引文表达的信息，利于了解信息源

引文定位信息 阅读引文

下列引文，通过哪个字段检索获取信息

源?

图书馆馆藏与服务
馆藏目录、服务指南的使用

馆际互借服务

获取一份研究报告，向下列哪个部门寻

求帮助?

图书馆分类法
图书馆类型

馆藏资源类型

国会图书馆分类体系是以什么作为分类

基础?

评价

可靠性
判断作者或信息发布者的可靠性 谁可以成为信息出版者?

基于网站评估信息 审查资格证书应该考虑发证机构的可靠性

有用性
基于内容、相关性、流通评价有用性 判断一部作品内容有用性的最优策略

《怀俄明大学图书馆信息权力指南》 判断信息发布者的权威性

分享

跟踪信息源
传递思想，信任原创，引用标注

从引文结构发现信息源
一段引文可以告诉信息源的哪些信息?

引用的必要性 引文的重要性 在什么情况下要标记引文?

杜绝学术不端

剽窃行为有哪些

如何做到尊重原创作者

版权、著作权相关知识

下列哪些做法杜绝了剽窃行为?

目录

馆藏资源导引 馆藏在线目录提供信息有哪些

馆际互借 如何获取校外资源 ( 读取 WCL 记录)

链接全文 通过音视频思考如何获取全文

该板块在介绍信息组织与分类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特别澄清了受众对信息理解的误区，尤其是对于网络信

息，不能局限于根据域名来盲目地判断权威，需要持有批判性思维根据发布主体的职业属性或传播目的来分析和

定位信息源，进而为特定需求确定最佳信息源。并以具体案例阐述了对权威信息的搜索和证实需要追踪原始情景

来还原真实记录，基于自身需求来解读信息，这体现了《框架》所强调的“信息过程性与情景化”理念。
该板块的自测题，主要面向信息源的理解、信息加工深度归类、信息学科属性、信息权威性辨别等方面设计

测试题，帮助受众强化在信息源选择过程中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3. 2 主题 ( Topic)

该板块学习目标关键词: 选择主题、扩大或缩小、识别概念。旨在阐述如何策略性地确定研究主题。
从学术研究的概念及分类介绍开始，受众根据学科特点初步选择一个主题使之生成问题，问题的清晰化促进

受众的研究和思考，进而促成对问题所覆盖的各种概念信息的搜集和确认，运用头脑风暴或概念制图将研究主题

发展成为一个学术问题。主题词汇多具有上下位概念并因其处于不同段位体现一定的差异性，要注重知识的关联

性，了解主题所在学科领域及其潜在的研究价值，此时需要扩大检索范围增加信息量; 面对宽泛的问题会涉及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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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大量的信息，加之计算机程序面对庞大的检索词汇难以辨识检索者的潜在需求，导致检索任务不明确，干扰主

题方向，此时需要缩小检索范围精简话题。这需要不断反思检索行为，适当调整检索策略，作为一种程序性能力，

多种信息检索策略比单一检索更容易解决问题，上述运用检索策略确定研究主题的思想，体现了“主题检索即策

略式探索”的理念。
自测题围绕考查主题词的上下位概念、提炼学术报告的核心词汇、扩检缩检策略等知识点设计题目，意在巩

固强化学习者对核心词汇的识别和提炼能力。
3. 3 搜索 ( Search)

学术信息多借助专业数据库来获取研究资料，本项目的搜索主题则聚焦于专业数据库的使用，利用数据库学

术信息完成课题研究是主要学习目标。
数据库是为快速检索而组织起来的数据集合，它有严肃的组织规则，数据库的收录范围 ( 覆盖学科如社会学、

化学等)、文献类型或文件格式 ( 期刊、图书、会议、图像、表格等)、时间段、语种 ( 英语或其他)、出版类型

( 学术类、大众类等)、文献内容 ( 全文、摘要、部分章节等) 等构成了数据库元数据。大部分数据库无法理解检

索者的自然语言，检索者需要借助检索语言来获取数据库信息。综合运用精确检索、字段检索、布尔逻辑检索、
截词检索等策略来完成检索交流程序。快速获取主题的相关信息，需要从数据库收录范围、文献类型、时间、语

种等字段来准确描述信息的元数据。事实上，在我们的检索中，会遇到太多干扰信息甚至错误信息或太少相关信

息，这时数据库会给予我们一些帮助提示，也会推送一些备选词汇供我们选择，此时，需要我们学会批判性地分

析备选词汇，提炼出更接近研究主题的关键词，让原来的检索更具专指性。我们沿着既定研究主题思考和描述相

关研究信息，再到借助数据库提示选择或调整主题概念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参与学术对话”。
自测题设计了“选择何种字段检索图书、数据库收录字段种类、数据库与网络引擎的区分”等知识性的题目

来巩固受众对数据库的利用能力。
3. 4 定位 ( Locating)

该部分要求理解引文的构成及各组成部分代表的信息，建立根据引文定位资源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运用到

馆藏资源的查找上，熟知图书馆分类思想，比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和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便于准确定位资源。
引文是对特定信息源的简要概括，常出现在目录、参考文献、数据库中，它有固定的标注格式，从多个维度

揭示信息源，保证读者了解信息源的格式类型、年代、学科领域、发布机构、载体等信息，为读者追踪原始文献

还原现实场景提供了线索。阅读引文、分析引文成了一种重要能力。基于引文分析判断信息源的思想，与运用图

书馆馆藏目录查找资源的思想是一致的，包括基于图书馆分类法定位资源学科领域，基于图书馆类型定位资源类

别，基于富媒体思想运用板块示意图链接图书馆对应空间资源介绍的模拟体验，均是将学术的探究精神带入了现

实的资源探索行动中。这便是《框架》所强调的探究式研究思想。
自测反馈板块针对如何解构引文判断信息源、如何运用图书馆馆藏导引、如何使用国会图书馆分类法设计题

目来训练强化受众的探究意识。
3. 5 评价 ( Evaluating)

信息的价值评价在学术研究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形成一套评价标准来帮助判断信息价值。信息的可靠性和

有用性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
了解作者的信息有助于判断信息的可靠性，他的学位、立场、专长、所在研究领域的出版史等都代表他给予

受众的信任程度和可靠性，比如关于气候变化这个课题，三类作者: ( 1) 威士顿大学大气层物理学家及科学环境

政策项目制定者; ( 2) 华盛顿职业作家，写了无数冰层架构领域的文章; ( 3) 近代环境俱乐部主席，讨论了 100
年以来气候变暖的各种原因。显然，职业作家是最可靠的。

明确信息源发布主体是评价信息可靠性的另一种方法，但是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精神来评价信息，比如，学

术出版社与商业出版社的出版标准，教育网站与商业网站的社会职能属性或发布动机，会存在基于学术名誉保护

屏蔽一些信息或基于利润驱使渲染一些事实。了解这些我们就可以排除在评价信息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因素。
信息的有用性从内容 ( 是否处于同领域)、相关性 ( 是否关乎我的研究)、实时性 ( 是否最新) 等来评价，比

如怀俄明大 学 图 书 馆 的 信 息 权 力 指 南 ( TIP) 提 出 一 个 难 忘 的 缩 写 CＲAAP ( Currency，Ｒelevance，Authority，

Accuracy，Purpose) 来总结信息源的评价标准并设计通关测试题来巩固强化对 CＲAAP 的理解: ( 1) 实时性: 网络

以相较于其他发布主体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信息，所以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最新信息应该通过网络渠道获取; ( 2)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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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 明确数据库收录范围，选择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比如社会科学类数据库，可以获得更多相关信息; ( 3)

权威性: 同行评议类期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具权威性的信息; ( 4) 准确性: 来自政府网站，比如美国政府官方

网站的信息相较于其他网站的信息更准确; ( 5) 目的性: 面对“部落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发展赌场的社会利益和责

任是什么?”这个课题，相较于官方网站的新闻类报道，综述类研究文章更符合研究目的。该板块内容旨在围绕信

息的可靠性与有用性构建基于作者、网站、内容、相关性等维度的信息评价体系，彰显了《框架》中强调的“信

息的价值属性”的理念。
自测题围绕网站评价、作者评价、内容评价设计题目，强化受众在评价信息时重点关注的几个维度，旨在帮

助受众面对信息选择时形成自觉评价。
3. 6 分享 ( Sharing)

思想具有传递性，在学术研究中，引文行为帮助实现这种传递，进而促成分享。学术研究中，需要运用来自

期刊文章、图书、网页信息来支持研究，引用信息源作者的观点表达你对其观点的认同，以此保持观点的一致性

进而构建权威。诚实准确地去记录我们参考、引用的资料是分享理念的践行: ( 1) 你标记了使用的事实、信息或

数据，读者便能知道谁搜集了信息及信息的最初来源在什么地方; ( 2) 一个独特的单词或标签，你进行了清晰的

标引，读者便能够验证其准确性和引用的情境，并且寻找到某配方的精确出处; ( 3) 你运用别人的翻译或思想或

观点或解释或结论，你的读者都知道你在总结别人的想法，你标记原创权威，便于读者检查、核对你的总结; ( 4)

当你使用跟朋友同学同事对话或邮件或其他媒体交流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时，你应该在一份说明中承认这类帮助。
感激与别人的交流中获得的一些想法，并且写入你的文章，进而用你自己的方式表达并发展你的思想。

一段引文信息有固定组成框架，每一个要素都可能成为我们追踪这篇引文的关键信息，引用信息并进行清晰

的标注，是学术道德规范的基本守则，是分享行为的开始，这个要求不仅仅是规范行为，也是对原创作者的尊重，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版权与著作权因此被列为了学习内容的重点，以学术著作为案例解释了版权法的源起、范围、
法律效力等知识，强化受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自觉践行学术道德。

自测题设计了引文信息的检索途径考查、版权系列知识点考查、学术不端行为表现等题目，以此强化知识产

权意识下利用引文行为实现学术分享意识。
由此可见，引文行为面对不同的对象体现不同的功能意义: 面向信息源作者更多体现的是尊重、面向知识是

保护或认同，面向读者是一种分享和开放，通过多维表现实现了观点或思想从最初的传递到同行的共鸣与认同到

读者验证与发展的过程，这便是“权威的构建性与过程性”的真实体现。
3. 7 美国爱达荷大学图书馆在线目录 ( UI Library Online Catalog)

在掌握了前述 6 大板块的知识点的基础上，项目很紧凑地安排了美国爱达荷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利用导引。要

求读懂在线馆藏目录，并查找馆藏资源及来自数据库的电子资源，知晓如何借阅音视频光盘、磁带录音制品资源

来追踪原始情景化记录，如何利用馆际互借服务功能获取利用校外资源。让读者在前述信息素养培育基础上进入

一个现实存在的图书馆资源环境中施展所学，完成信息素养实践。
4 启示

4. 1 提高了对信息素养的认识站位

自从保罗·泽考斯基 ( Paul Zurkowski，1974) 提出信息素养的概念以来，业界学者一直沿袭亘古不变的 “信

息技能”视角来理解和认识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教育也以“技能培养”为主旋律展开［34］，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世

界和新时代的信息生态，受众自身的反思能力、思考能力和面对信息的心态和修养成为信息社会立足之根本。对

信息素养的概念的理解正在由“技能论”迈向“认知论”。
本案例将《框架》倡导的信息素养“阈概念”解析成为“信息、主题、搜索、定位、评价、分享”6 个教学

主题，针对教学主题设计学习目标，围绕学习目标串联相关知识点，针对相关知识点设计思考题，引导读者对信

息权威进行批判思考、参与学术对话、策略性反思修正检索行为、基于引文分析跟踪信息源等，以此实现对信息

素养阈概念的认知训练。自测反馈题目的设计一改传统的面向检索技能的操作训练模式［35］，围绕对信息素养阈概

念认知的拓展和深化来设计思考性、反思性问题，并附以答案解析，以帮助读者及时修正理解误区，迅速解除疑

惑，实现对信息素养阈概念认知的速战速决。信息素养概念“技能论”［36］在信息素养概念界说领域一直处于统治

地位，本案例基于阈概念围绕 6 个主题展开的信息素养认知探析开启了由信息素养 “技能论”迈向信息素养“认

知论”的新篇章，《框架》阈概念理念对信息素养概念的理解由信息素养能力论层面提高到思维修养站位，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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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素养成为名副其实的“素养”。
4. 2 扩大了信息素养视域格局

本案例将信息素养扩展到学术研究、原始来源素养［37］、文化视域范围，从权威信息的评估到主题的选择、发

展到提炼报告关键词，从论文写作风格分析，到学术规范行为、学术出版、版权著作权知识的介绍等，实现了信

息素养与学术进程的融合。
强化原始来源素养认知，分别基于加工深度、载体类型、使用受众等多维视角描述信息，揭示原始文献信息

可以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多种文献形式存在，强调了原始文献信息利用中应持有批判性精神、情境化语境化原

则，提出基于引文分析的原始信息源搜索策略，实现了阈概念下信息素养到原始来源素养的概念扩充。
将美国历史文化故事嵌入信息素养主题板块是本案例的一大特色，比如，本案例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

个梦》原始录像资料在历史课堂的成功运用说明原始信息资料重要性; 本案例以《滚石》《迈克尔·杰克逊》图

书文献示例区分信息类型; 以“911 事件”为例分析课题的选择和确立; “互联网安全倡议”“气候变暖”“宗教

与法律”等与社会文化背景相关的话题也都嵌入了信息素养相关主题模块，实现了信息素养与本土文化的紧密融

合。
4. 3 优化了信息素养功能结构

面对信息形态和学术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素养已由能力描述概念成长为由认知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学术

研究能力、法律维权执行能力等组合而成的复合概念。
本案例从“信息”“主题”“搜索”等 6 大模块阐释信息素养阈概念，解析信息素养相关知识点，并以拓宽知

识面原则设计自测反馈题以强化受众对信息素养的认知能力; 根据各个模块对应的信息素养知识设计思维训练题

型，促进受众自我思考反思能力，将批判性思维训练渗透整个过程; 重视学术研究技能的训练，从权威信息评估、
引文阅读方法、论文写作技巧指导、学术分享与反剽窃等方面布局知识内容; 版权、著作权知识介绍在本案例中

占据了大篇幅内容，意在强化作者对作品的保护维权意识，强化读者在分享知识中的学术规范意识，进而提高知

识产权意识，促进科学知识的交流和分享。上述信息素养内容设计攻略将认知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学术研究能

力、法律维权执行力的培养关联协同，架构成信息素养能量集合，优化了信息素养功能结构。
5 对改进国内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相关建议

5. 1 信息素养教育内容的更新布局

面对国内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低水平重复、教育使能弱、层次性差、体例单一、适用对象范围窄等问题［38］，急

需紧密结合《框架》理念提高信息素养教育站位，立足受众诉求和学术情境，着眼于学生批判反思能力、合作学

习能力、认知能力的培养及知识视野的开阔，重新规划和布局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使之成体系化［39］。课程设计不

能局限于信息检索能力、图书馆素养、计算机素养等范围，应该宏观把握信息素养教育理念，注重学生思维认知

的训练及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关注教师由“主演”到“导演”角色的演变及教学指导能力的提升，助力实现全

民学习能力的协同共进。信息素养教材是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依据，新型教材体系的开发是素养教育内容重构的

发端之举，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信息素养教材体系化规划: 《信息素养概论: 理论与实践》 (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0］从背景、史变、转型、未来等视角宏观介绍信息素养教育演进; 《信息素养百分

百》 ( 100% Information Literacy Success) ［41］针对学生学习能力设计素养教育内容; 《教师信息素养教育: 信息时代

的专业知识》 (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s for Educato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or an Information Age) ［42］顺应新

信息环境的学习特点重构教师教学思维和认知; 《信息素养评价》 (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43］注重教育成

效评估，助力推进教育活动的反思构建。如上依托教材内容更新使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化，实现了素养教育的

高站位、重思维、多视角的布局和规划。
5. 2 信息素养教育策略的多元整合

面对数字化、移动化、智慧化、泛在化的学习环境及碎片化、个性化、多元化、合作化的受众诉求，信息素

养教育模式理应从多维度多视角开展。服务于学术研究［44］、基于现实场景［45］、面向创业发展［46］、面向不同受

众［47］的多元化信息素养教育策略同时并举，强化信息素养教育使能动力，推进信息素养教育创新发展及效能融

合。翻转课堂、MOOCS、网络课堂、微视频等体现当代主流学习理论的学习空间，顺应了学习随时随地可以发生、
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学习者需要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学习需要社会性交互［48］等特点，这就需要实现学

习资源、学习空间、学习主体的优化整合。比如美国加州大学有关多层次、多角度的信息素养整合教育探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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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之信息技术系、环境工程系、文学院等跨学科的整合信息素养课程设计［50］，美国哈佛大

学、加州理工大学、杜克大学，英国莱斯特大学、德国鲁尔大学图书馆将信息素养内容嵌入网络在线专业课程，

实现了电子资源、网络技术手段的优化整合［51］。
5. 3 信息素养教育团队的优化精进

随着信息数据化、资源全球化、科研平民化、知识智慧化的学术生态环境的到来，信息素养教师队伍知识老

化、学科结构缺失、教学理念守旧、教学能力难以跟进学习节奏等［52］问题日益凸显，急需通过重构学科分布、续

接梯队力量、引进专业团队、培育优秀师资［53］等措施来更新团队结构、激活团队效能、优化精进团队实力。信息

素养馆员是图书馆教育系统一支重要的生态力量，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其素质能力的提升决定了信息

素养教育质量。要实现信息素养教育团队的优化精进，首先，借鉴国外经验，立足国情，开展多层次跨学科的信

息素养馆员培训项目，提升现有团队实力; 其次，加强校际馆员沟通合作，建立共学共赢机制，紧跟时代步伐，

提高团队思想站位; 最后，基于教科研需求，合理布局馆员岗位设置，综合权衡岗位数量配比、服务能力强弱等

因素合理规划团队结构，集中优势兵力服务强势学科，以以强带弱、以强促弱的方式加快馆员能力的提升与转型。
6 结语

美国爱达荷大学信息素养教育案例，紧扣《框架》信息素养阈概念理念布局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并将批判性

思维能力、元认知能力、学术研究能力的培育贯穿项目始终，完善了新时代信息素养知识模块架构，实现了认知

主义教育诉求，为国内学者开展《框架》思想指导下的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和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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