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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为定位的信息管理专业教育
———以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为样本的分析

周　 毅　 张　 衍

摘　 要　 欧美诸多大学以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为契机对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并开展一系列课程体系建

设与改革。 本文采用网络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美国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教育设置情况展

开调查，在与 ２００８ 年调查数据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的教育规模与专业名称的变化及

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成为美国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的新定位；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

在信息管理专业各层次教育中均有开展；我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滞后但人才需求巨大；我国应该在明确信

息管理专业定位差异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方式开展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并逐步建立相关课程体系，设置相应

课程内容。 表 ７。 参考文献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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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为契机，欧美诸多大学对信

息管理专业①教育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开展

了一系列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 信息管理专业

教育定位显示其对社会需求的呼应程度。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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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专业包含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除此以外，相关专

业还包括出版发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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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欧美地区尤其是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

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的变革，反思我国当前信息

管理专业教育现状，力求为我国信息管理专业

建设与专业教育调整提供有益启示。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本文 的 调 查 数 据 主 要 来 自 美 国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①、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１］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ＩＳ＆Ｔ）、美国信息构建协会［２］ （ Ｔｈ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ＡＩ）、信息构建列

表［３］（ＳＩＧＩＡ－Ｌ Ｍａｉ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信息构建在线期

刊［４］（Ｂｏｘ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ｒｏｗｓ）、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５］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６］ 等门户网站的

网络文献，结合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文献综述，
对比分析国内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现

状；选取前程无忧［７］ 、智联招聘［８］ 和中华英才

网［９］ 等核心招聘网站检索相关职位招聘信息，
分析国内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相关专业人才需

求情况。

１ ２　 数据来源说明

美国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与领

导者。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成员现有 ５５ 所（北美洲 ２８
所、欧洲 １８ 所、亚洲 ６ 所（中国 ２ 所）、大洋洲 ３
所），其中美国就有 ２６ 所，占总数的 ４７ ２７％ 。
这 ２６ 所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涵盖了众多学科

领域，如信息科学、图书馆学、情报学、通信传播

科学、计算机科学、交互设计、工程学、心理学等

相关领域。
ＡＳＩＳ＆Ｔ 等信息科学协会是沟通北美乃至

世界相关信息从业者、研究者、政府、企业、学校

的中介和桥梁，通过其开展的活动（如年会、专
题报告 ／ 研究等）可以反映出该行业的最新动态

与走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在国内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教育中位居前

列，在 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评估中，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图书

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位列第一、第二。
两校的信息管理学院皆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成员，
其专业的设置对国内其他院校具有指导意义。

１ ３　 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采用网络调查方式对美国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教育设置情况展开调查，
在与 ２００８ 年调查数据［１０］ 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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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ｎｎｅｓｅｅ，Ｋｎｏｘｖｉｌ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Ａｕｓ⁃
ｔｉ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Ｍｉｌｗａｕｋｅ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数据来源：ｈｔｔｐ： ／ ／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ｒｇ，数据采集时间：２０１４－０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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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归纳、总结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的教育规模与专

业名称的变化情况，针对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

信息管理专业出现的新定位———信息构建与信

息交互教育展开论证，调查我国信息构建与信

息交互人才需求与教育现状，对我国信息管理

专业教育调整提出建议。

２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２ １　 国内有关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信息管理专业

教育研究回顾

近年来国内有关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信息管理

专业教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集中在

专业教育变革与案例研究领域。
２ １ １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下信息管理专业教育变革

研究

在经历院系名称变革之后，我国信息管理

专业教育日渐趋于理性。 学界针对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

背景下信息管理专业何去何从进行了系列研

究。 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专业整

合、人才培养目标调整、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
在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背景下，学科整合刻不容缓［１１］ 且

是必然的发展趋势［１２］ 。 以信息管理本科专业整

合为例，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创设宽口径的信

息资源管理类本科教育专业，形成职业导向的

办学特色，完善人才准入的职业认证制度［１３］ 。
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建设质量与方向关系到专

业定位与毕业生的职业能力，甚至关系到专业

的存亡。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美国信息管理本

科专业注重面向实际职位职责与技能的培养，
突出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１４］ ；其研究生课程

则注重学科的多视角研究，开发了多种具有国

际视野的应用型课程［１５］ 且课程细分程度高［１６］ ，
在明确系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同时力求通过

课程设置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
在提倡信息管理专业整合的前提下，信息

管理专业的再细分已经成为事实。 研究者针对

图书馆学［１７－１８］ 、情报学［１９］ 等细分专业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关系及其教育变革展开了研究。 司莉等

全面调查美国排名前 １０ 位 ｉＳｃｈｏｏｌ 学校的课程，
在总结与分析其课程设置特点的基础上，呼吁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为适应环境需求，应增设课

程门类，调整课程结构并注重课程设置的层次

性，提供多种课程设置方案，注重人才培养的个

性化［１７］ 。 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评

估指标体系，通过权威机构的定期评估推进学

科教育［１９］ 。
２ １ ２　 案例研究

随着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持续开展，相关理论研

究的日益积累，案例研究［２０－２１］ 开始逐步呈现。
冉从敬以 ＵＩＵ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的课程建设为研

究对象［２２］ ，发现 ＵＩＵＣ 为了适应技术发展，服务

社会变化，拓展了学科应用，近年来其课程总量

多，增长快，课程删减和增加幅度颇大，出现了

一系列新课程，如“本体发展”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可用信息界面设计” （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Ｕｓ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人本信息检索”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等。

综上所述，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背景下信息管理专

业教育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并积累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近 １０ 年的整体

发展及其出现的新定位、新趋势的研究开展较

少，尤其鲜有涉及信息管理专业定位的研究。

２ ２　 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信息管理专业教育设置

情况

美国信息管理专业起源于图书馆学，在经

历信息管理专业改名运动之后，目前美国信息

管理专业教育呈现多元化趋势：从主要集中在

硕士研究生教育，走向了本科、硕士研究生、博
士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并存，其中还辅以学士

后、双学位、硕士后、博士后、辅修、高级证书教

育等多种教育途径。
２ ２ １　 规模分析

２０１４ 年，全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系所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９ 所发展至 ２６ 所，增长 ３６ ８４％。 其中有

１７ 所开设本科教育，２６ 所开设硕士教育，２５ 所

开设博士教育，１６ 所开设高级证书类教育，本科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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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４９ 个专业（含特设方向），硕士共有 １０１ 个

专业（含特设方向），博士共有 ７１ 个专业（含特

设方向），提供 ５３ 种高级证书类教育。 本科、硕
士专业的增幅分别为 ９６％和 ７４ １４％。
２ ２ ２　 专业名称分析

（１）本科专业名称

２００８ 年，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推行不久，适时开设本

科专业的院校有 １２ 所，共计 ２５ 个专业，具体情

况见表 １，表中内容均为笔者整理，下同。

表 １　 ２００８ 年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系所本科专业名称统计

本科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本科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情报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

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信息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信息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安全与风险分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媒体艺术与科学（Ｍｅｄｉａ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
ｅｎｃｅ）、通信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计算化媒

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等 １５ 个专业

１

通过对上述专业名称的分析发现，其本科

专业教育主要集中在信息领域、计算机科学领

域、通信传媒领域。 其中信息领域的专业共计

１５ 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业共计 ７ 个，通信传

媒领域的专业共计 ３ 个。
２０１４ 年，美国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已发展到

２６ 所，共有 １７ 所院校开设 ４９ 个本科专业（含特

设方向），具体名称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系所本科专业名称统计

本科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本科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情报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４

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信息系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信息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通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软件工程（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

信息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新闻学（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２

信息科学与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计算机游戏科学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信息架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计算化媒体（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媒体与信息 （ Ｍｅｄｉａ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人机交互（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媒体艺术研

究（ Ｍｅｄｉａ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全球

企业技术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应用技术与性能改进（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统计学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等

２３ 个专业

１

通过对上述专业名称的分析发现，现阶段

本科专业教育除集中在信息、计算机、通信传媒

领域外，在多个跨学科方向与领域取得了进展，
如人机交互、信息构建、游戏设计、全球企业技

术、统计、应用技术与性能改进等。 此外，在上

述本科专业中只有 ９ 个专业在多校共同开设，

其他均为一所学校开设，这表明美国各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注重结合资源优势、教育定位展开特色化

教学，专业设置的自主性和多元性特征较强。
（２）硕士专业名称

２００８ 年，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有 １９ 所院校开设

５８ 个硕士专业，具体情况见表 ３。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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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０８ 年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系所硕士专业名称统计

硕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硕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图书情报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

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

图书馆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情报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

信息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信息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信息管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信息系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

生物情报学（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

人机交互设计（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通信（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计算化媒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电

信与网络（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ｔ⁃
ｗｏｒｋ）、 媒体艺术与科学 （ Ｍｅｄｉａ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通信与信息研究 （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电

信与网络管理（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媒体艺术与科学

（Ｍｅｄｉａ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 ３０ 个专业

１

通过对上述专业名称的分析发现，硕士专

业教育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电
信与网络、传媒等领域。 其中图书资讯学与情

报学共计有 ３３ 个专业，涵盖图书情报学、情报

学、图书馆学、卫生情报等；计算机科学领域出

现了人机交互专业；电信与网络领域包括电信

与网络、电信与网络管理等专业；传媒领域有传

媒与信息研究等专业，传媒研究与信息研究开

始紧密结合。
２０１４ 年，美国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全部开设硕

士专业，共计 １０１ 个专业（含特设方向），具体分

布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４ 年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系所硕士专业名称统计

硕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硕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图书情报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９

图书馆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

信息系统管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

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人机交互（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４

信息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信息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卫生情报学（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

通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软件工程（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

信息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图书情报学研究（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生物情报学（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

信息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

企业构建（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人

机交互与信息构建（ Ｈｕｍａｎ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人本计算（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以网络为中心的认知和信息融合（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电信与网络管理（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交际

科学和障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学习技术（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信息可视化与表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通信与信

息研究（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等 ５３ 个专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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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２０１４ 年美国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的信息管理专业硕士教育出现了新变化。
专业领域更加广泛，在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领

域逐步产生了新的专业群。 人机交互、信息构

建、人机交互与信息构建、人本计算、企业构建、
信息可视化与表示等均成为新的专业方向。 在

硕士专业方向中，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领域的

专业方向占比已达到 ８ ２８％。
（３）博士专业名称

２００８ 年，美国 １８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开设博士专

业，具体分布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０８ 年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系所博士专业名称统计

博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博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信息科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信息研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图书情报学（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信息科学与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人本计算（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机器人学（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电信（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通信（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等 １２
个专业

１

通过对上述专业名称的分析发现，博士专

业教育主要集中在信息研究、计算机科学、信息

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

２０１４ 年，美国的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中有

２５ 所院校开设 ７１ 个博士专业（含特设方向）。
具体名称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１４ 年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系所博士专业名称统计

博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博士专业名称

使用

次数

信息研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

计算机科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

人本计算（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３

信息系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

通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以网络为中心的认知和信息融合（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人本交互（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信息构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人机交互、Ｗｅｂ 可用性与界面

设计（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ｂ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企业构建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交叉信息科

学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媒体与信息研究（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等 ５６ 个专业

１

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较，２０１４ 年美国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信息管理专业的博士教育有所变化，专业领

域更加广泛、多元，如出现人本计算博士专业（３
所）、信息构建博士专业（ １ 所）、人机交互博士

专业（１ 所）、企业构建博士专业（１ 所）等。
２ ２ ３　 综合评价

纵观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设

置及其变化，可以发现以下趋势。
（１） 从专业适应性调整走向专业实质性

融合

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信息管理

专业教育发生了两次改名运动。 信息管理专业

通过专业内涵、定位的调整带动课程改革，推动

信息管理专业走向多元领域（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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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从本次调查来看，信息管理专业正从专业

适应性调整逐步走向专业实质性融合。 这种专

业实质性融合更强调多元领域学科 “ 强强联

合”。 如 ｉＳｃｈｏｏｌ 早期的 １９ 所院校系所中，印第

安纳大学信息学院（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印 第 安 纳 大 学 图 书 情 报 学 院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几经融合已经合并成情报与计算学院

（２０１３ 年），学院融合情报学、计算机科学、图书

馆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此外，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院、罗格斯—
新泽西州立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也采取了这种

“强强联合”方式。 这种“强强联合”基础上的专

业实质性融合也有利于在学科交叉领域形成新

的专业培养方向。
（２）专业教育方向更加多元并逐步形成新

定位

比较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１４ 年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校的

专业名称发现，信息管理专业教育方向正在发

生变化，由之前的信息、计算机等领域拓展到网

络、新闻、广告、设计等多个交叉领域，使信息管

理专业教育方向更加多元、丰富。
另外，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的信息管理专业定

位呈现动态变化，从早期的图书馆学走向图书

情报学、信息科学，继而出现数据管理［２３］ 。 在这

次调查中发现，以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为定位

的专业教育课程已然形成规模，占硕士专业教

育的 ８ ２８％，在博士专业中也多有设置。 例如，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与信息研究研究生

院就专门开设了信息构建博士学位、人机交互

博士学位和 Ｗｅｂ 可用性与用户界面设计博士学

位等。

２ ３　 以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为新定位的信息

管理专业教育

２ ３ １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概念辨析

信息构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Ａ）的概

念最早由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ａｕｌ Ｗｕｒｍａｎ 在 １９７６ 年提出。
他在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中对其简要定义为：组

织、标志、导航和检索系统的设计，目的是帮助

用户查找和管理信息［２４］ 。 Ｒｏｅｓｅｎｆｅｌｄ 认为信息

构建是“组织信息和设计信息环境、信息空间或

信息体系结构，以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一门艺

术和科学，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成功地发现和管

理信息” ［２５］ 。 信息构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决

定了其涵盖众多领域，主要涉及信息组织与检

索、空间设计、视觉设计、界面设计、人机交互、
通信传播与新闻、软件工程等。

信息交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是一个发

展的概念。 从人机交互（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人─信息交互（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到社会交互（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其实质是

在充分考虑技术的理性因素与人性的感性因素

的前提下，优化整合用户、系统、内容，通过信息

反馈评价信息交流的过程。 其重心也实现由

“任务”到“内容”再到“人”的变化。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都涉及多领域知识的

结合，其核心任务是通过一定方法实现知识的

序化、可视化，以期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信息

构建侧重于对信息整体架构的设计，在保证信

息组织逻辑性与科学性的同时辅以信息可用

性、易用性与可理解性，重视信息的展示方式；
而信息交互侧重用户、机器、内容及其之间的信

息传递性与信息生态平衡性，重视数字包容，以
期满足用户无障碍的信息沟通需求。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在概念、范畴及实施

方法上虽有所区别，但两者的理念彼此交叉融

合，它们都是试图通过跨学科知识解决信息环

境的设计问题。 信息构建涉及的视觉设计、界
面设计、人机交互等领域是信息交互的核心领

域之一。 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在专业教育上也

并未将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进行严格的划分，
因此本文也将两者一并论述。
２ ３ ２　 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信息构建与信息

交互专业教育概况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曾开

展一项有关信息构建教育的研究课题，当时提

供信息构建专业学位教育的学校只有 ４ 所［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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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笔者对美国 ２６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

盟院校网站展开调查，发现其中有 １７ 所提供信

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涵盖本科、硕士、
博士以及各种证书教育， 院校覆盖率达到

６５ ３８％；其中至少有 ２３ 所提供信息构建与信息

交互直接或相关课程，占到 ８８ ４６％。 开设的直

接课程有信息构建、信息构建入门、人机交互、
互联网服务的信息构建、信息可视化与表示等，
相关课程有企业架构、人本设计、用户界面设

计等。
２ ３ ３　 对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信息构建与信

息交互专业教育的认定策略

在本次调查中，笔者对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

校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认定的策

略是：
（１）在各层次教育中，专业名称直接出现

“信息构建”、“信息交互”字眼，如佛罗里达州立

大 学 的 信 息 构 建 证 书 项 目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２）在各层次教育中，专业名称出现与“信

息构建”、“信息交互”相近含义的专业教育，如
“人机交互”、“人本计算”等；

（３）在专业教育重点或培养目标中，以培养

信息构建师、信息交互师为目的的专业教育，如
印第安纳大学信息与计算机学院的情报学专业

（人机交互方向）就是为培养学生和专业人士在

交互设计、可用性、信息架构和人机交互等领域

的职业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专业同时符合上述三

个认定策略的一到两个策略，不一而同。
２ ３ ４　 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信息构建与信息

交互专业教育评价

（１）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的

发展逻辑及层次分析

根据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信息科学教

育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２７］ ：早期各种信息构

建与信息交互网站提供免费或收费的网络资

源，提供针对信息构建师的各种小规模培训课

程和培训内容；其后，一些商业化咨询与服务公

司开始提供小规模的信息构建课程或内容培

训；继而，信息构建师相关协会、学会开始将信

息构建师培训和教育纳入其基本任务。
随着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从业者队伍的扩

大，面对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与日新月异的信

息技术，一方面，从业者对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

正规专业教育的渴求与日俱增，希望通过正规

学位教育获得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教育机构

也认识到需要培养全新跨学科的信息管理专业

人员［２８］１５１ 。 巴尔的摩大学信息艺术和技术学院

（信息设计和信息构建硕士学位）、首府学院（信

息构建硕士学位）、肯特州立大学（信息构建与

知识管理硕士学位）、伊利诺伊理工大学（信息

构建硕士学位）以及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等都开

始了这种尝试。
从上述发展逻辑可以发现，信息构建与信

息交互职业需求在先，专业教育在后；一般培训

教育在先，正规专业教育在后。
从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的层次上

看，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层面上均有开展。
在本科层面，华盛顿大学在情报学教育中

提供信息构建、人机交互两种本科辅修专业［２９］ ，
通过信息构建辅修专业推动学生借助有效的架

构收集、存储、传递信息；通过人机交互辅修专

业探讨用户界面、可访问性问题以及交互系统

与协作的新设计技术与方法。
在研究生层面，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信息学院提供信息研究硕士学位教育，特别开

设信息构建与设计方向［３０］ ，该方向的课程目标

就是培养软件和产品开发行业的信息构建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与信息研究研究生院

提供多种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博士生教育，如
信息构建、人机交互、Ｗｅｂ 可用性与用户界面设

计等。 仅以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或方

向的硕士教育学位名称为例就可发现，其培养

方向已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主要有：设计硕士

（以人为中心的产品与通信设计思想）、信息科

学硕士（人机交互专业）、信息科学硕士（信息架

构专业）、交互设计与信息架构硕士、信息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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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文科硕士（信息架构方向）、信息架构与知识

管理科学硕士（ＩＡＫＭ）、信息架构与知识管理科

学硕士（信息架构为主）、信息架构与知识管理

科学硕士（信息应用为主）、信息架构与知识管

理科学硕士（知识管理为主）等［２８］１５３ 。
在证书教育层面，印第安纳大学信息与计

算机学院提供信息构建证书项目教育［３１］ 。 该校

认为，信息构建不仅塑造高效的信息系统及其

结构设计，而且提供信息资源集合的获取渠道。
作为一份职业，信息构建师虽尚未开发出一套

公认的专业标准，但已形成了以下核心技能与

相关知识：概念空间资源的揭示与组织，受控词

表的开发和应用，人机交互原则与可用性，系统

分析与设计，项目管理等。
综上所述，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

的规模持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已覆盖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的 ６５ ３８％；教育结构多元，涵
盖本科、研究生等正规教育，也包含证书项目等

继续教育、认证教育。
（２）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的

人才培养规格分析

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人才培养规

格表现出高端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教育层次

高、人才培养实践要求高。
教育层次高。 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

业教育主要锁定在研究生教育，８４ ８５％的信息

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分布在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认证课程中，本科（含辅修）只占该项教

育总量的 １５ １５％。
人才培养实践要求高。 据估计，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美国有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人从事信息

架构工作，但直到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仍然没有一个信

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认证项目［２８］１３５ ，大多数

信息构建师没有被正式认证而只是自封的。 加

之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对实践性要求较

高，很多大学的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课程是专

门为信息专业人士、信息专家开设的，如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院的信息构建

证书［３２］ 教育就是专门为信息专业人士准备的，
这些人致力于将网站当作一种信息资源展开设

计、构建和管理。 该项课程计划提高学员的

Ｗｅｂ 技术知识，如提高有关 Ｗｅｂ 设计、应用程

序、管理和可用性等技能。
（３）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的

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分析

印第安纳大学的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ｉｌｌｏｎ 教授曾坦

言：“我们具备一流的设备和一流的教职员工，
他们既研究信息架构也进行教学，尽管以前他

们通常把它称为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图书馆

学或其他。 在印第安纳，我们努力建立一个跨

学科的信息学课程计划来沟通这些学科，那样

我们能更好地教学，能更好地研究信息架构本

质问题。 课程体系决定着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以

实现。”
美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课程体

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是：在符合专业要求的条件

下，根据学生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课程体系。 例

如，印第安纳大学信息构建证书项目除了提供

信息构建、信息系统设计、人机交互、系统分析

与设计课程之外，还配套一系列相关课程［３３］ ，
如：揭示与组织、数据库设计、组织信息学、Ｗｅｂ
编程、信息系统评估、信息检索和使用、信息系

统的用户界面设计、图书资讯科学专题、元数

据、信息可视化、信息产业、 Ｗｅｂ 数据挖掘等。
在课程体系设计上，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提倡

“主题组合”教育。 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

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为例［３４］ ，该教育的学习课程

主题有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Ｓｙｓｔｅｍｓ ”、 “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等，然后进行主题组配，如组合为“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ｏｒｙ”。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特长及生涯发展规划选择相应主题展开组

合，以确保教育的个性、合理与可适用性，充分

挖掘学生潜能与学院资源，以求教育效益最

大化。
在加强课程体系建设的同时，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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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院校的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课程内容

也不断创新与深入，除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核

心课程外，还有延伸的课程内容，如企业构建

等。 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在提供信息构建课程

教育之外，还提供另外一门别具特色的延伸课

程———“选择构建” （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３５］ ，课
程的首要目标是告知未来信息系统专业人员、
设计师和经理人有关人类决策的规则及其相关

偏差，这些见解会被纳入到他们的设计、业务或

管理策略。 通过上述特色化的课程内容，可以

引导、培养、激励学生成为未来信息领域、信息

构建与信息交互等领域的领导者与决策者。

２ ４　 我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人才需求及专

业教育调查

２ ４ １　 招聘网站的选取与依据

Ｌｉ 等学者在综合网站类型、网站互链数、网
站出链数以及网站的可检索性等影响因素的基

础上，将 ｚｈａｏｐｉｎ ｃｏｍ、５１ｊｏｂ ｃｏｍ 和 ｃｈｉｎａｈｒ ｃｏｍ
归为核心网站［３６］ 。 故本文选取上述三个网站作

为职业需求检索的核心网站。
２ ４ ２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职业范围的界定

随着信息构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信息

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信息构建师等职业逐渐得

到社会的肯定。 从美国很多求职网站中公开招

聘的职位信息可以看出，信息构建师有较大的

社会需求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职业。 比如，
Ｍｏｓｔｅｒ ｃｏｍ 上列出了 ５７ 个信息构建师需求职

位，Ｄｉｃｅ ｃｏｍ 上列出了 ５０ 多个，Ｆｌｉｐｄｏｇ ｃｏｍ 上

列出了 １００ 多个［３７］ 。
为有效准确地在招聘网站上检索分析有关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职业的需求现状，需要对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职业范围进行初步界定。
笔者对此进行界定的主要依据如下。

（１）学术界关于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的职

业名称的界定。 目前有：信息建筑师、信息构筑

师、信息架构师、信息构建师、网站设计师、内容

管理者、用户体验设计师、项目管理者、结构分

析师、信息生态保护者、网站内容专家、图形交

互设计师等。
（２）主要互联网公司对信息构建与信息交

互职业名称的界定。 选取阿里巴巴、腾讯、百

度、网易、新浪等，其岗位需求名称如下：高级交

互设计师、视觉设计师、用户体验测试组长、交
互设计师、资深界面设计师、ＵＩ 交互设计师、ＵＩ
视觉设计师、用户研究工程师、前端开发工程

师、页面重构工程师、资深交互设计师、品牌视

觉设计师、用户研究经理、用户体验设计师（交

互、视觉两个类别）、Ｗｅｂ 架构工程师、架构研发

工程师、分布式系统架构师、数据库系统架构

师等。
（３）招聘网站对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职业

名称的界定。 用上述关键词逐一进行检索，发
现关联度较高的职位。 排除无效检索结果并综

合比较分析后，将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职业类

型作如下细分。
信息构建类：信息技术构建师、信息架构

师、数据架构师、系统架构师、网站设计师、结构

分析师、网站内容专家、信息生态保护者、网站

运营工程师、首席架构师、软件架构师、信息软

件平台架构师、信息安全体系架构师、系统结构

设计师、页面构建工程。
信息交互类：网页设计师、用户体验设计

师、用户研究员、人机交互、用户界面设计师、信
息可视化、交互设计师、ＵＥ、ＵＩ、视觉设计、视觉

传达、用户行为分析、ＵＩ 交互设计师、用户体验

分析师、用户体验师、ＵＸ、前端架构师。
２ ４ ３　 招聘网站调查结果及分析

（１）检索过程说明

检索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 检索方式为

全文检索、职业名检索，其中中华英才网无职业

名检索。 智联招聘只能选取 ５ 个城市作为检索

范围，选取了互联网经济较好的城市：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 为确保检索数据严格，检
索结果分析以职业名检索为主，检索结果如表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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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我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职业需求调查表

前程无忧

（５１ｊｏｂ）
智联

招聘

中华

英才网
小计 分段小计

全文 名称 全文 名称 全文 全文 名称 全文 名称

信

息

构

建

方

向

信息架构师 ７ １ ２ １ ８ １７ ２

信息技术构建师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数据架构师 ６６ ５６ ４２ ３５ １１ １１９ ９１

系统架构师 １ ４０６ ９５４ ８３０ ５１６ １５６ ２ ３９２ １ ４７０

网站设计师 ６８６ ３９１ ２０９ １７６ １６２ １ ０５７ ５６７

结构分析师 ４ ４ １ １ ７ １２ ５

网站运营工程师 １１ １０ ６ ４ ４ ２１ １４

首席架构师 ４３ ２４ ２１ １１ １４ ７８ ３５

软件架构师 ３５２ ２３６ １６９ １０９ ８２ ６０３ ３４５

信息软件平台架构师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信息安全体系架构师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系统架构设计师 ５ １１１ ３２１ ２ ９８１ ８２ ３３ ８ １２５ ４０３

页面构建工程师 ３ ２ ６ ６ ０ ９ ８

１２ ４３６ ２ ９４０

信

息

交

互

方

向

ＵＸ ９９４ ８８ ２ ２８８ ５４ ２９ ３ ３１１ １４２

ＵＩ 交互设计师 ７５ ６５ ６７ ６２ １６ １５８ １２７

用户体验师 ３８ ２４ １６１ １５２ ２８ ２２７ １７６

用户行为分析 ７６５ １４ ５４１ １４ ３１ １ ３３７ ２８

视觉传达 ３ ３７０ ３４ １ ５５２ １３ ２１５ ５ １３７ ４７

视觉设计 １２ ７３４ １８３４ ５ ８８５ ９１６ ７６４ １９ ３８３ ２ ７５０

ＵＩ ２７ ２０７ ７ ２０４ １２ １９５ ３ ４３０ １ ５７４ ４０ ９７６ １０ ６３４

ＵＥ ２ ７４５ ５０４ ３ ５１９ ３７３ １５０ ６ ４１４ ８７７

交互设计师 ２ ５６９ １ ００８ ７９０ ５８６ １０７ ３ ４６６ １ ５９４

网页设计师 ４ ９８０ ３ ７４５ １ ９２６ １ ６５２ ６４３ ７ ５４９ ５ ３９７

前端架构师 ６２ ５１ １７０ ２５ ４ ２３６ ７６

用户体验设计师 １４８ １０１ １００ ７１ １８ ２６６ １７２

用户研究员 ５１ ３０ ２３ １６ ５ ７９ ４６

人机交互 ２ ２６３ １５ １ １１０ ６ １１２ ３ ４８５ ２１

用户体验分析师 ３１ ２５ １４ ８ ５ ５０ ３３

用户界面设计师 ２４ １７ ９ ７ ７ ４０ ２４

信息可视化 １３ ０ １４ ０ １ ２８ ０

９２ １４２ ２２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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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检索结果分析

有关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的职业需求旺

盛，其中信息构建职位 ２ ９４０ 个，信息交互职位

２２ １４４ 个，二者共计 ２５ ０８４ 个。 值得一提的是，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出现在 １０４ ５７８ 个岗位描

述中。
在信息构建职业中，位列需求前 ５ 名的是：

系统架构设计师、软件架构设计师、网站设计

师、系统架构师、数据架构师，此外首席架构师

的职业需求也比较高，有 ３５ 条招聘信息。
在信息交互职业中，位列需求前 ５ 名的是：

ＵＩ、网页设计师、视觉设计、交互设计师、用户体

验师。
目前，我国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的人才主要

来自计算机、艺术设计领域，信息交互的人才部

分来自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生，市场上通常采取的

策略是在艺术设计类学院招聘员工，然后进行信

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的入职教育与培训，最后将其

培养成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类专业人才，耗时

长、成本高、难度大。 而且，由于短期培训并不能

使员工获得全面、系统的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知

识和技能，工作难度与工作压力也相对较大，这
也是导致该类人员流动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人才需求

巨大，行业协会与职业认证尚未开展，这是我国

信息管理专业教育面临的新机遇。

２ ５　 面向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人才需求的信

息管理专业教育改革

２ ５ １　 明确我国现有信息管理专业定位的差异

厘清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背景下信息管理专业的特

色与分野［３８］ ，有助于找准各细分专业的区别和

联系，确定各细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开展

面向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人才需求的信息管理

专业教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彻底改变图书馆

学、档案学等专业的培养定位。 从当前我国信

息管理专业教育实际出发，可从两方面采取措

施。 一是国内高校在新办“信息资源管理”专业

时可以进一步明确或突出“信息构建与信息交

互”的专业定位，通过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培养信

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人才。 二是目前国内开展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育的高校在 ７００ 所左

右，该专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如专业

发展方向不明，知识结构不明，课程体系不严

谨，师资队伍薄弱等［３９］ ，针对上述情况可对部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从办学定位上进行重

新设计，融入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理念，并进一

步展开系统的课程体系设计与课程资源建设。
２ ５ ２　 在图书馆学、档案学等细分专业中开设

部分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课程或方向

在现有图书馆学、档案学等专业中适当开

设部分信息构建与交互课程，既是培育信息构

建与信息交互课程的需要，也是拓宽学生就业

面、提升就业适应力与竞争力的需要。 目前，佛
罗里达州立大学图书情报学硕士专业、印第安

纳大学信息科学硕士专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图书情报学硕士专业、匹兹堡大学图书情报

学硕士专业、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

情报学硕士专业等均开设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

课程，如信息构建、信息构建与知识组织、人与

信息交互、人机交互、用户界面设计、信息可视

化等直接或相关课程。 一方面，通过改造传统

专业，发挥传统专业师资力量强、办学经验丰

富、教学资源充裕等优势，优化教学内容，改革

课程体系，拓宽专业成长新空间。 另一方面，根
据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需求，也可在高年级灵

活设置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方向。 但在实

际操作上应注意专业方向的内涵需与本专业密

切相关，并确属该专业在研究方向和服务面向

上的合理延伸。
在图书馆学、档案学等细分专业中开设部

分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课程的同时，还可在图

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学术

型硕士与博士教育中设计专门的信息构建与信

息交互培养方向。
２ ５ ３　 以适宜专业为依托，开展“信息构建与

信息交互”专业方向的校企协同办学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实践早于相关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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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信息构建概念，到
２１ 世纪初美国开展信息构建教育，时间相差近

三十年。 部分企业在长久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

资源与经验，通过选择适宜专业（如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信息资源管理）实现校企协同办学。
开发课程资源，展开师资培养，是当前我国开展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的可行途径。 为了培

养造就一大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创新能力强

的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教育部推出了“卓越工

程师培养计划”，指出要更加重视与工业界的密

切合作，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才培养的国

际化水平。 以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本科

教学工程”、“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等一系列教

学改革为契机，开展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定制

式或嵌入式人才培养，可以发挥企业在此方面

的技术优势，加强对学生的实战培训，从而进一

步缩小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差距。 校企协同

办学具体表现在：协同制定教育教学计划，协同

组织课程资源，协同理论研究与实训，协同校内

外师资合作（校内师资可以得到技术更新）。 除

此以外，还可以学校为依托协同组织在职人员

培训与资格认证，推动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从

业人员的社会认可与职业规范。
２ ５ ４　 建立、丰富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方向的

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

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

将随着实践与理论的推进而不断变化。 就美国

目前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而言，各校的课

程体系与课程内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套公

认的课程体系。 如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

息研究硕士生教育（信息构建与设计方向）中开

设的课程有动态网页设计、编程入门、人机交

互、信息构建与设计、知识管理系统、数据库管

理、人机交互项目、数字媒体设计等［３０］ ，印第安

纳大学也承认信息构建尚未开发出一组各方接

受的专业职业标准［３１］ 。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逐

步建立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课程体系与课程内

容，特别是构建一个核心课程群。 在此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的多元性，
需要吸引部分认知心理学、教育学、计算机技

术、艺术设计、空间设计、建筑设计等多学科背

景的师资参与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３　 展望与建议

中美信息管理专业教育该走向何方，叶继

元教授早在 ２００７ 年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坚

守与拓展［４０］ 。 坚守，就是对已有优势学科教育

不能削弱，需继续加强。 拓展，就是要将教育内

容从传统优势扩大到相关领域，特别是一些新

兴的、跨学科领域。
美国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出现与信息构建和信

息交互相关的专业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

初具规模，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教育覆盖了大多

数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院校，相关课程的开设更是十

分普及。 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开始，欧美已有专业组织

负责信息构建师的职业认证，如信息构建师认证

学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ｓ，ＳＣＩＡ）就承担此类认证工作。

目前，国内在招聘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人

才时往往将目光投向计算机、艺术设计等领域，
但从上述领域获得的人才并不能完全满足信息

构建与信息交互职业的实际需求。 本文仅在信

息管理专业教育改革上进行了上述初步设计，
适应国内需求和国外发展趋势，开展不同层次

的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专业教育，并形成专业

教育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是我国信息管理相

关专业改革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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