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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目前的信息化建设进程中, 存在着

重客体、轻主体的偏颇现象, 即偏重信息资源

库与信息设施、信息系统、信息网络等信息客

体基础结构的建设与投入, 而轻视包括信息资

源的开发者、提供者、管理者、利用者在内的信

息主体的教育与引导, 因而在信息客体基础建

设飞速发展的同时, 信息主体由于缺乏相应的

信息品质, 在其利用掌握的信息手段参与信息

产业与信息经济开发活动中引发了一系列的

社会性问题, 如信息虚假宣传、信息污染、信息

泄密、信息恐惧症、信息侵权、信息垄断甚至信

息犯罪等等。信息主体环节产生的这些负面效

应问题表明, 我国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乃至整

个信息社会 的发展, 不仅仅取决于群体的信

息技术的装备程度、社会个体成员的信息知识

与技能水平, 信息素质作为社会群体、尤其是

社会个体的基本品质, 正日益深刻地左右着社

会的文明与发展进程。因此, 在国家信息化的

整体建设中, 必须重视信息主体的信息技术教

育与信息素质教育。

信息素质虽然并不是新名词, 但至今鲜

有文章明确提出和提倡信息素质教育。尽管

素质教育正成为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但眼下

所讨论的素质教育, 重点是强调初等基础教

育。其实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旨在促进社会个

体成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活动, 其内涵远

远大于基础教育, 因而它必将会形成一种社

会冲击力, 从而波及和影响社会各行各业及

各个层面。国家教委于 1995 年 9 月在武汉召

开的高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

上提出的加强高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新举

措, 即是素质教育向全社会延伸的一种积极

表现。另外在我们即将步入信息化社会的关

键历史时期, 还必须重视培养和发展社会个

体成员的信息素质, 因而有必要为信息化社

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突出和强调信息素

质教育, 这不仅是重要的历史使命, 任重道

远, 而且迫在眉睫。

2　信息素质及信息素质教育的涵义

2. 1　信息素质的涵义

“素质”一词泛指社会个体成员的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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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未来发展可能性的) 身心发展状况,

个体所具有的各种品质则是素质的具体表

现。例如《教育大辞典》认为, 素质是指“公民

或某种专门人才的基本品质。如国民素质、民

族素质、干部素质、教师素质、作家素质等, 都

是个体在后天环境、教育影响下形成的。”[1 ]

广义的素质虽然不能直接与知识和能力画等

号, 但是它已与知识和能力交织在一起, 共同

形成个体的既有的基本品质。因而, 信息素质

可以广义的理解为在信息化社会中个体成员

所具有的各种信息品质, 包括信息智慧 (涉及

信息知识与技能)、信息道德、信息意识、信息

觉悟、信息观念、信息潜能、信息心理等等。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本文所概括的

“信息素质”一词与“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严

格地说是有区别的: 后者强调的是个体具备

的、带有客观性的、发掘与利用社会信息源的

基本技能, 前者所强调的则是个体最基本的、

更具有主观性的、认识和判断信息的基本品

质。“信息素质”实际应是“信息知识、信息能

力”的基础。由于现代社会个体成员的主观品

质往往与客观能力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共同

塑造着个体的基本品质, 故而往往又难于将

二者严格区分开来。因此, 如果作最广义的理

解的话, 则可以认为“信息素质”包涵有“信息

知识、信息能力”的含义。事实上, 国外从 70

年代起就有人提出“info rm at ion literacy”[2 ]

这一概念, 从字面上可以将其译为“信息文

化”, 国内也有人译成“信息素养”[3 ] , 类似于

本文的“信息素质”。英文的 info rm at ion lit2
eracy 的含义, 也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着变

化。例如最早提出 info rm at ion literacy 一词

的美 国 信 息 产 业 协 会 ( IIA ) 主 席 Pau l

Zu rkow sk i 于 1974 年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

将其概括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

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 1979

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也把它解释为“人们知

道在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到

了 80 年代, info rm at ion literacy 的内涵进一

步扩展和明确, 不仅包括各种信息技术和技

能, 而且涉及到了个体对待信息的态度, 如信

息需求意识、确定与利用信息的愿望、对信息

价值的评价与判断、对信息合理与准确的利

用、信息的接受与评估等等。进入 90 年代以

后, 国外开始关注有关 info rm at ion literacy

的教育问题, 并出现了一系列讨论与研究文

章。由此可以看出, 信息素质及其教育问题同

样是国外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本文所论述

的“信息素质”的重点并非“信息知识、信息能

力”, 而是个体的信息主观品质, 如信息意识、

信息觉悟、信息道德等等, 这正是目前国内外

有关“信息素质”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2. 2　信息素质教育的涵义

素质教育的定义多种多样, 但都强调人

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信息素质教育作为

整个素质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方面, 其根本目

的也必然是促进个体的身心发展, 具体来说,

它是一种旨在根据社会信息环境, 培养和提

高个体的信息觉悟、信息观念、信息主体意

识、信息主动精神、信息心理素质并激发个体

信息智慧和信息潜能的活动。这里所讲的信

息素质教育并不排斥信息专业知识教育和信

息能力教育, 相反, 它为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

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3　信息素质教育的意义

3. 1　信息素质教育的提出适应了社会发展大潮流

从 20 世纪中叶起, 人类开始创造一个崭

新的社会形态[4 ] , 即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

士所承认的信息化社会。尤其是 90 年代以

来, 全球所有工业发达国家和致力于现代化

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不同方式迎接信息化社

会的到来。所谓信息化社会“是一个其生活质

量、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

信息及其开发利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人

类生活的标准、工作和休闲方式、教育系统和

市场都明显地被信息和知识的进步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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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5 ] , 信息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和主导因素, 要求社会群体和个体都必须具

有高度的信息觉悟、强烈的信息意识和正确

的信息价值观等良好的信息素质。只有通过

系统完整的信息素质教育, 社会群体和个体

成员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大潮流。
3. 2　信息素质教育符合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

信息需求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大基本

需求, 尤其在当今信息革命浪潮推动下的信

息社会中, 每个人都有必要研究和了解信息

的性质及作用, 培养良好的信息素质, 具备精

明的信息头脑。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通过信息器官输入信息、加工信

息、输出信息的过程。信息技术及其系统的发

展, 扩展和延长了人类的各种信息器官, 同时

也为人类更好地发挥其主体能动性开辟了更

广阔的空间。信息素质教育的主要任务正是

为了促进社会个体成员信息智慧、信息心理

的发展, 培养其信息观念、信息主动精神、主

体意识和信息头脑等素质的提高, 它既符合

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 又能促进人类通过利

用信息技术系统与劳动对象相互作用而形成

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 即信息化的社会生

产方式[6 ]。
3. 3　信息素质教育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信息化进

程

所谓信息化,“就是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和社会活动的各领域普遍利用先进的信息技

术系统, 从而大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工

作效率以及大大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

活质量的过程”[7 ] , 可见全社会的信息化是以

信息技术系统的采用为基础的, 而信息技术

系统的应用方式和应用程度则与人类的信息

素质密切相关。或者说, 与新的信息技术系统

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形成, 是与信

息主体的信息素质密不可分的。
314　信息素质教育是信息专业教育的一大趋势

信息 (情报) 教育在我国已有多年的实

践, 然而信息素质教育一直未被引起充分的

重视, 讨论的较少, 但它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

热点。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档案学》卷中专家的观点, 情报教育

是“培养情报工作人员和情报用户以提高社

会利用情报能力为宗旨的社会活动”[8 ] , 情报

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之一是“重视培养情报

用户, 提高社会情报意识, 以适应未来信息化

社会的需要”。[9 ]这种针对社会信息用户的信

息素质教育, 正是信息专业教育的一大发展

趋势。在信息化社会中, 不论什么专业人才,

都有必要具备良好的信息素质, 因而信息素

质教育有可能导致教育观念的大变革。

4　信息素质教育的特点和内容

411　信息素质教育的特点

(1) 信息素质教育是一种促进个性全面

发展的教育。信息素质教育不仅着眼于个性

的信息智慧、信息潜能的开拓, 而且注重其信

息觉悟、信息观念、信息道德、信息意识及信

息心理的培养, 因而它与传统的单一性专业

教育、“授技型”教育相比, 具有综合性和全面

性的特点。

(2) 信息素质教育是人才的基础教育。

作为一个新的教育重点, 信息素质教育决不

仅限于信息专业教育的范畴, 它实际是各专

业教育的基础教育, 是各专业人才的基础教

育。这是因为在信息化社会中, 只有具备良好

的信息主体意识、信息心理素质和信息智慧,

才能更好地应付和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环

境。因而社会各行各业人员都需要具备良好

的信息素质。

(3) 信息素质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在

个体的各个发展阶段, 信息素质教育都是不

可或缺的, 不论是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 还

是工作岗位的在职培训与教育都离不开它。

于是信息素质教育便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终身

教育。
4. 2　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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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个体的

全面发展, 它与信息知识教育、能力培养又有

着密切关系, 因而其内容涉及面较广, 这里着

重探讨 4 个重要方面:

(1) 信息意识教育。信息意识既是信息

主体对信息的认识过程, 也是其对外界信息

环境变化的一种能动的反映, 因此, 信息意识

对信息主体的信息行为必然起着控制性作

用, 信息意识的强弱则直接影响到信息主体

的信息行为效果。信息意识包括信息主体意

识、信息获取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保密

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多种形

式, 它们都是个体适应环境、实现自我发展的

重要基础, 是信息素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其

中信息主体意识是目前环境下最有必要强调

与发展的一种意识, 因为在信息化社会中, 随

着信息技术与手段的不断完善, 社会个体的

主体性得到空前的解放, 完全有可能以社会

个体为主体中心, 通过该主体的创造性、自主

性、独立性活动去实现社会的进步。信息主体

意识教育是信息意识教育的一个重点, 其核

心内容是倡导与培养社会个体成员在信息活

动中的独立性、自主性, 从而真正形成信息主

体的主人翁精神。

(2) 信息道德教育。信息道德是指整个

信息活动中的道德, 是调节信息创造者、信息

服务者、信息使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

范的总和。信息道德教育既面向信息创造者,

又面向信息服务者和使用者。信息道德教育

的目的是促使社会个体遵循一定的信息伦理

与道德准则来规范自身的信息行为与活动。

其内容包括: 信息主体的活动目标应与社会

整体目标协调一致;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 遵循信息法律与法则, 抵制违法信息行

为; 在信息活动中坚持公正、平等、真实原则;

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正确处理信息创造、信息

传播、信息使用三类主体之间的关系; 恰当使

用与合理发展信息技术, 既保守群体信息秘

密、又尊重个体个人隐私等等。

(3) 信息观念教育。信息观念是指人们

关于信息的看法, 对待信息的态度, 对信息本

质的特征、价值的认识等[10 ]。信息观念教育

的核心是信息价值观教育, 目的是在整个社

会中形成“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财富”、

“信息是商品”、“信息有偿”等基本的信息价

值观念。

(4) 信息觉悟教育。信息觉悟在本文中

特指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行为基本权利的一

种自我认识, 它主要表现为个体对信息民主

和信息自由的体验和追求。任何社会成员都

有着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信息输入和信

息输出的权利, 因而信息民主和信息自由是

信息化社会中有关信息的基本人权[11 ] , 它包

括信息主体所享有的保守个人秘密信息的权

利、从政府及有关社会组织机构自由获取信

息的权利、在承担一定义务的同时自由传递

和使用信息的权利、利用国家信息工具的权

利以及参与信息活动的权利等等。信息觉悟

教育有利于强化信息主体意识, 有利于促进

信息个体参与社会信息活动的积极性主动

性, 也有利于推进国家信息体制和机制的规

范化与合理化。

除此之外, 信息素质教育还可包括信息

主动精神教育、信息智慧与潜能教育、信息批

判性思维教育和信息心理素质教育, 塑造信

息主体在应付与面对信息化社会方面所应具

有的兴趣、情感和心理承受能力, 等等。并且,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 信息素质作为传统

文化素质的延续和拓展, 信息素质教育必将

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 信息素质教育

的内容也必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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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图学会’96 学术讨论会在铜陵市召开

安徽省图书馆学会’96 学术讨论会于 1996 年

11 月 5～ 7 日在铜陵市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省

文化厅、铜陵市、省学会等有关领导及论文作者共

80 多人。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图书馆的发展前景

与社会作用”。会议收到论文 76 篇。这些论文大都能

较好地结合图书馆工作实际, 提出一些新观点和解

决问题的新途径, 颇具参考价值。更令人可喜的是在

这批作者中, 中青年占 95% 以上, 显示出安徽省图

书馆学、信息情报学研究后继有人。

另外, 这次会议之所以选在铜陵召开, 不仅因为

她是名扬中外的铜都, 而且铜陵是一个文明城市。尤

其是铜陵市的领导对文化战线其中包括对图书馆事

业特别钟爱, 铜陵市图书馆的馆舍建筑与事业的迅

速崛起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通过这次会议, 必将对

安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梁垣祥)

又一部《图书馆学概论》出版

由河北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石呈祥编著的图

书馆学专业入门教材《图书馆学概论》, 已于 1996 年

7 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作者在多年教

学实践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 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

编写而成的。内容与现实联系紧密。其最大特色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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