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眚i普及，指南将以介绍网络信息的检索为主要教学内

毒{容，同时利用FLAsH的动态演示澄清了人们对Inter一

业i net的四个普遍误解。而在图书馆虚拟导游模块中，提

款{供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和奥斯汀皮尔州立大学图

同l书馆虚拟导游的链接，主要介绍馆藏分布和公共服务

i等。TILT指南的设计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性及互动性已

{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已成为使用最广、评价最好的美

{国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指南之一。【5】

2 大学图书馆开展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措施

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图书馆用

户教育的主要形式。那么，如何更好地开展在线信息

素养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图书馆员关注的课题。笔者

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开展：

2．1 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

思科总裁钱伯斯曾说过：“谁能掌握网络和教育

这两大利器，谁就能掌握未来”。在网络环境下，教师、

学生、因特网之间形成了互相牵连的三角关系：教师

与因特网：教师需要吸收因特网的新知识并运用因特

网传输信息。学生与因特网：学生通过因特网取得学

习信息或运用网络资源进行在线学习。教师与学生：

因为因特网在学习上的创新及发展，使教师也产生了

网络时代的新角色，教师从过去讲授者的角色，转变

成学习伙伴、辅导者以及学习资源提供者的现代化教

师。

在国外，信息素养教育已与各学科教学融合在一

起，图书馆员不再是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唯一承担

者，其他各学科教师都可能是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培

养者。教师是教学的设计者，是关系学生学习成效的

关键人物，因此必须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有台湾学

者提出：在网络环境下，教师应具备十项基本信息素

养：能了解网络礼节；能尊重知识产权；能了解信息安

全的重要；能了解计算机是一般教学工具；会使用计

算机辅助教学软件与网络资源；会系统管理及学生数

据处理；会系统操作及相关应用；能利用网络资源进

行个人教学活动；能利用网络资源进行交互式教学；

能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远程教学与活动砸，。他们认为：一

位教师要拥有以上十种能力，才能对在线教学有初步

的使用。

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并非一蹴而就，对于现阶段

已在教学的教师来说，应傲到：

(1)在教学中多使用网络及多媒体：建议教师利

用计算机来备课、设计多元化的网络课件、在线批阅

作业、统计处理学生的成绩、收发E—mail等。

(2)固定阅读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书籍和杂志：

面对知识与技术的飞速发展，软硬件的变化也相当

大，若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一定会变得生疏。对于需要

不断更新知识及增加信息技能的教师来说，建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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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固定阅读计算机杂志或定期购买相关计算机

信息书籍，以便了解流行趋势并扩大计算机使用的层

面。

(3)参加信息教育相关研讨会：对于政府经常举

办的教师信息素养培训及学术界主办的信息教育相

关研讨会或各大专院校开设的计算机课程班等，都是

提供给教师提高信息素养的很好途径。

2．2 建立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

建立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的目的主要是

促进学生成长，改进教学。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

评估体系，需要从事素养教育的图书馆员和其他教育

工作者长期不懈地努力和实践。建立在线信息素养教

育的评估体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立信息素养

能力评估标准，一方面是建立在线教学的评估体系。

美国在建立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方面做得较

为成功，分析他们制定的评估标准，可以看出：这些标

准都是在总结美国多所大学在线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得出的，评价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准是学生的学习成

果。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估标准，能保

证高质量的教学，使学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美国

这种把发展学生的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自我评价能

力作为课程开发质量的重要评估指标的做法，值得我

们在制定在线素养教育评估标准时借鉴。

但是美国的评估标准并不全部适合我国采用。我

国应建立属于本国的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可

由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与图书馆界共同制定。同时应

加强评价原理、评价实物与评价工具等方面的研究。

2。3 选择先进的教学设计模式提高在线信息素养教

育课程水平

选择何种教学设计模式，会影响在线课程的水

平。教学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如何保证实际

进行的教学能高效地带领学生达到学习目标，使学生

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发展。选择恰当的教学设计模

式，应用国际先进的教学设计研究成果来表现在线课

程的内容、素材、案例，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分析能力、

综合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当今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

教学设计模式案例主要有”1：R．schank的基于目标的

剧情设计、J．Bransford的抛锚式教学设计、S．Diikstra

与J．van Merrienboer的基于问题的教学设计、J．van

MerIienboer的四要素教学设计模式等。

不同的教学设计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目标都

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以抛锚式

教学设计为例，它不同于通常课堂上以“知识传递”为

目的的教学，它的目的是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真实的

问题情境中，产生学习的需要，并通过镶嵌式教学以

及学习共同体中成员问的合作学习，凭借自己的主动

学习、亲身体验完成从识别目标到提出和达到目标的

全过程。选择先进的教学设计模式可使学生学会独立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大学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
作者： 吉汀， Ji Ting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518050

刊名：
情报资料工作

英文刊名：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年，卷(期)： 2006，""(3)

被引用次数： 7次

  
参考文献(8条)

1.ALA Website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roduction 2005

2.曾晓牧.孙平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评价[期刊论文]-情报资料工作 2004(04)

3.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y Characteristics of Program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hat Illustrate Best Practices:A Guideline 2005

4.李武.姚红 试析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期刊论文]-图书情报知识 2004(12)

5.李武 美国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指南的典范[期刊论文]-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4(02)

6.温明正 E时代资讯变革对校园生态得影响 2000(10)

7.高文 教学设计研究[期刊论文]-全球教育展望 2001(01)

8.查看详情 2005

 
相似文献(5条)

1.学位论文 周金莉 高校图书馆多元一体化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 2009
    信息社会中，信息素养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可。信息素养教育成为实现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信

息素养教育走上了在线发展的道路。高校图书馆因为其信息服务的特殊性，成为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主要力量。在线信息素养教育逐渐成为

高校图书馆用户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br>　　

 本文在文献调研和网站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并分析了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

养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较为完善的适合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多元一体化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模式，通过对该模式下的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平台的

特点、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探讨高校图书馆多元一体化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内涵。此外，还对该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力图分享国外

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先进理念。因此本文所探讨的课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br>　　

 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并对国内外的已有文献进行综述。第二章总论信息素养教育的内涵，包括信息素养的

定义和内容以及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含义和特点。第三章分析并总结了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针对上文总结的问

题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多元一体化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并且着重分析了多元一体化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特点。第五章讨论了多

元一体化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平台的架构和功能。第六章分析了在信息素养教育平台的表现形式和组织形式。第七章论述了多元一体化在线信息素养教育

模式的保障机制，包括理念保障、技术保障以及组织与管理保障。

2.期刊论文 高景祥.王跃虎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大学生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指南的研究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8,""(2)
    本文介绍了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基本内容,提出了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大学生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指南的设计原则和教学目标.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了大

学生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指南的系统架构、软件实现和各子系统主要内容.

3.学位论文 张晖 基于校园网的“在线教育平台”的设计与开发 2006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学校校园网建设的完善，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网络的运用越来越普遍。网络教学环境下，教师不但要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网上教学的能力，还要掌握相关的网络课件开发技术，根据教学的需要进行网络课件开发。对于教师来说，静态网页课件的开发难度不是很大，但要制

作出动态网页和交互式的网络教学功能模块却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目前教师开发的网络课件大多是基于页面浏览式的，交互性不强，不能真正发挥网

络的教学优势。本课题研究的目标就是开发一个独立的交互式的在线教育平台，这个系统集成常见的网络教学工具和大部分的网上交互功能，为教师提

供交互式网络课件开发的一次性解决方案。教师只要完成静态网页课件的制作，再把它和本系统结合起来，就可以轻松的构建出一个充满交互功能的在

线教育平台。

    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环境是一种有效支持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新型教/学环境，它有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有

助于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和合作互助的学习精神，也有助于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养成。

    在我开发的在线教育平台中，提供了五大功能即：学习功能、测试功能、上传作业功能、下载资源功能、师生交流功能。其中，学习功能为主，其

他的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在线教育平台。在网上学习栏目中，有文本教程和动画教程，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轻松的学

习环境。另外，学习完一个单元后附有相应的自我测试题目，并且可以随时察看习题答案和测试成绩。这个在线学习系统具有较为齐全的功能，在设计

中，通过网络的特点，充分体现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网上交互作用。

    设计实现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1)在ASP代码中对化境ASP无组件上传类的调用。(2)类的方法和属性的实现。(3)ASP语法格式中引号的

使用。(4)静态内容的发布。(5)网上交流和作业上传。(6)网站的权限管理。

4.期刊论文 赵碧波 在线教育: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15(2)
    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在线教育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发展在线教育有利于克服传统的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的限制;有利于整合教育资源,实现横向高效

协作;有利于激活官兵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身素质.推进在线教育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在线教育获得承载的平台

;必须建好信息库,为在线教育提供丰富的软件;必须培育政治干部的信息素养,提高他们实施在线教育的能力;必须搞好受众行为变化的倾向性研究,增强

在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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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 苗红意 教育游戏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初中信息技术学科为例 2006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教学的现状，也无法完全体现新课程的教育理念。而教育游戏

所包含的特征、教育功能、学习机制却为新课程改革所提倡的教育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本论文以中学信息技术课程为例，把教育游戏引入

信息技术学科教学，并以相关学习理论为指导，构建了一系列切实可操作的应用模式。

    本论文从分析游戏的内在精神出发，认为游戏精神即自由精神、主体精神和体验精神与新课程的理念不谋而合，而教育游戏是对传统游戏精神的延

续和拓展，它不但继承了传统游戏的游戏精神，更重要的是具有教育的功能，因此，把教育游戏应用于教学不但使教学过程充满乐趣和动机，而且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在现有教学模式上的一次积极探索。

    本文首先对游戏的内涵作了一番追根溯源的考察，揭示游戏之于人的意义。接着对游戏与教学的关系进行了回顾，最后总结了游戏的主要精神以及

它与新课程之间的关系。

    在对游戏分析的前提下，本文探讨了教育游戏的特征，它在继承了传统游戏的游戏性特征的同时具有教育性特征。它具有引发学习动机，促进主体

性、社会性、创新意识、认知能方、信息素养的发展，因此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接着，作者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教育游戏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上的三种应用模式：技能操作式、问题探究式和虚拟协作式。从教育游戏的类

型出发分析其内部的学习机制，然后构建相应的应用模式，最后进行案例分析。

    本文的最后还简要分析了教育游戏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教育游戏的设计和应用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解决的策略。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教育游戏在教育上的应用价值，构建教育游戏在学科教学上的应用模式，带给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一些思考和启示。教育

工作者们必须理性的看待教育游戏，探索教育游戏与教育及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游戏给我们的教育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并希望籍此促进课程研究的多

样化，给课程改革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分析了教育游戏的特征、教育功能和学习机制，针对目前课堂教学模式下产生的一些问题，结合新课程的教育理念，把教育游

戏引入课堂以开展游戏化教学，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在相关学习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了三种教育游戏在教学上的应用模式，为“游戏如何应用于教育

”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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