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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知识环境下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研究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社会已经由电子社会向泛在信息社会迈进。这使得人们处于一

种泛在的知识环境中，人们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泛在知识环境给人的感觉是信息

无处不在，伸手可得，然而实际上，信息的泛在却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困扰，大量充斥在信息环

境中的垃圾信息让人们无从下手去选择和接受信息，在心理上造成一种焦虑。在这样的环境中，

信息素养已显得越来越重要，是人们在泛在知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涉农专业大学生作

为国家农业领域的后备军，其信息素养的水平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因此，研究涉

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2研究目的、意义 

本课题旨在通过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了解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开展

情况，通过对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

状况，并结合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的成功经验，探索泛在知识环境下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

教育的有效途径，以期为我国农业领域培养出具备创新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的合格人才。同时，

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引起农业院校对大学生专业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视，从而将这一重要内容纳入

到学校的常规教学体制和教学的相关内容中。 

2.研究内容 
2.1研究思路 

1.查阅资料，利用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以及百度、Google搜索引擎查阅课题的相关

文献资料，以确保研究内容的可靠性、准确性；2.调查分析：通过问卷的形式对涉农专业大学

生信息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3.提出合理建议：课题组成员通过涉

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的合理建议。4.

提交成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分析与研究，将调查结果及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教

育的建议，并以报告的形式进行呈现。 

2.2研究方法 

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文献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 

2.3研究具体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脑网络的不断普及，现代农业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到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都因信息技术而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

硬件条件紧跟时代发展脉搏的同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人，特别是即将走上专业技术岗位的

涉农专业大学生，其信息素养的水平将成为决定现代农业发展十分重要的祛码。本课题主要针

对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的建议。由于受到研究能力和实际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课题组在参考借鉴以往信息素养领域专

家
[1]
在开展研究中所使用的问卷的基础上结合涉农专业大学生的特点进行了本次调查的问卷

设计。问卷内容包括个人信息、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五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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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调查概况 
在青岛农业大学农学、植物保护、园林、种子科学与工程四个涉农专业大一至大四 4个年

级中，每个专业随机抽取一个班级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200份，回收问卷 193份，
有效问卷 186份，有效回收率 93%。调查样本的总体情况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总体情况分布 
生源 性别 年级 

数量 总人数 
农村 城镇 男性 女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人数 186 127 59 92 94 50 47 42 47 

比例 100% 68.28% 31.72% 49.46% 50.54% 26.88% 25.27% 22.58% 25.27% 

另外，调查显示有 60.2%的学生拥有自己的电脑，可见涉农专业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信息基
础，但比例不高，这与该学科生源主要来自农村有一定关系。问卷数据采用 Excel进行录入和
统计分析。 
2.3.2调查结果与分析 

2.3.2.1信息意识方面 

信息意识是信息素养的基础，是对信息需求的认知水平及对有用或可能有用信息的敏感程

度，是人们对于信息存在的反映。 
在调查的样本中，容易被新信息吸引的学生占 50.3%；认识到信息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重要性的学生占 82.5%；在有信息需求时，能够主动查找的学生占 78.5%，但是清楚去哪里获
取的学生仅占 41.6%，可见，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意识比较积极，能够主动关注新鲜事物，
同时也认识到了信息的重要性； 
在上网目的的调查中（见图 1），选择比例最高的是有关学习为 31.9%，其次是聊天娱乐（QQ、

音乐、影视、游戏等）和浏览网络信息（新闻、论坛等）均为 29.2%，而选择检索学科专业信
息的比例最低为 9.7%。 

 

可见涉农专业大学生有一定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的意识，但专业信息意识不够强，对专

业类信息关注程度还不高；涉农专业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的调查中（见图 2），利用因特
网获取信息的比例最高为 31.7%，其次是老师、同学、朋友和电视广播，分别为 31.7%、23.1%、
20.4%，而选择图书馆数据库的学生仅占 2.7%；可见，随着网络的普及，多数学生具有利用网
络主动解决各种信息问题的意识，但是还没有形成从图书馆获取信息的习惯性意识； 
对信息素养的了解情况的调查中，2.1%的学生非常了解， 35.5%的学生有些了解，62.4%

的学生仅仅听说和不知道；在查找信息遇到困难时，选择利用网络向网友咨询的比例最高为

31.4%，而选择求助图书馆员的同学仅占 1.6%。由此可见，涉农专业大学生对信息素养这一名
词还非常陌生，欠缺了解。另外，图书馆员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4 

2.3.2.2信息知识方面 

信息知识是信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信息获取、评价、利用等活动所需的知识。 

在信息知识的调查中，有 30.6%的学生对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包括文字处理、电子
表格、上网浏览、文件的下载和传输、多媒体制作等）掌握的较好，并经常使用；36.6%的学
生清楚图书馆的功能、布局和资源；仅有 2.7%的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核心期刊非常清楚；14.5%
的学生表示清楚所学专业的免费网站和开放存取期刊。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涉农专业大学生对信息知识掌握的一般，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比

较匮乏，对图书馆的了解还有待加强，绝大多数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信息资源缺乏了解，究其原

因，一方面由于本科阶段大学生不需要承担相关的科研任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有针对性的专

业信息素养教育还有待加强。 

2.3.2.3信息能力方面 

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是人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完成一定任务的能力，包括信息获

取、检索、加工、表达、交流等一系列能力，调查情况见表 2。 
表 2  信息能力调查情况 

问题 结果 

1 53.5%的学生能明确表达信息需求 
2 48.3%的学生基本能准确提取所搜索信息的检索词 
3 在检索结果不符合需要时，76.2%的学生会修改检索词或调整检索式 

4 55.4%的学生能对所检索到的信息进行有效阅读、分类和储存 
5 47.8%的学生对检索结果感到基本满意 
6 46.3%的学生能将所获取的信息与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 
7 48.1%的学生能够通过网络信息工具将所获取的信息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共享 

8 
65.4%的学生认为信息检索知识的欠缺和计算机、外语水平的有限是影响信息检索效
果的主要原因 

在信息能力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能力整体不高，缺乏对信息进行鉴

别、筛选、加工的素养。大部分学生不能够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创新，与他人交流和共享。可

见，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能力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3.2.4信息道德方面 

信息道德是人们在整个信息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也是与信息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信息伦理

道德，调查情况见表 3。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道德主观意识很强，并且大部分学生能够尊重

他人的知识产权和劳动成果，但是还需要加强对信息政策法规的学习和网上人为恶习的监督，

进一步提升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道德水平。 
表 3  信息道德调查情况 

问题 结果 

1 39.8%的学生了解互联网的相关法律法规 

2 
82.8%的学生知道自己在网络上的所有言行在法律监督之下，并能时刻提醒自己不要
违反公共道德 

3 64.5%的学生在引用或转载他人文章或学术观点时，会进行标记引用 

4 对于网上搜索到的信息，34.9%的学生会理解后再运用 
5 59.1%的学生在网上遇到有人恶意散布不良信息时会不予理睬 

2.3.3 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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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在对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2.3.3.1更新观念，加强对信息素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涉农专业大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重要素养，对其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有

着重要的积极作用。随着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应转变思想、更新

观念，充分认识信息素养的重要性[2]。在新生入学时，学校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方式（如发

放宣传手册、校园广播、成立信息素养协会、开通信息素养 QQ群等）加强对信息素养的宣传，
使涉农专业学生从入学就认识到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为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能时刻关注信

息素养奠定基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应将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理念和知识贯穿进去，同时引导

学生参加各种学术科研活动以提升其信息搜集和利用的能力。在学校强有力的宣传、课程的驱

动和教师的引导下，使涉农专业大学生自觉地提高对信息素养的认识。 

2.3.3.2加强对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的建设 

目前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主要是通过新生入馆教育和文献检索课来开展的。新

生入馆教育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了解利用图书馆的相关知识，如图书馆功能、布局、馆藏资源等，

在课堂上除了对这些内容进行介绍和讲解外，还可以通过小品演示、实地考察等方式来加深学

生对图书馆的印象，使得学生在有信息需求时能首先想到图书馆。而现阶段的文献检索课教学

大多是以选修课的形式来进行，这导致教师的教学内容无法与学生学科专业相结合，无法达到

专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因此，应对文献检索课的教学体制和内容进行改革，将其纳入到学

校的常规教学体制中去。文检课教师在授课前可与专业课教师进行沟通，共同制定教学内容和

方法，有针对性地对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专业信息素养进行培养，如针对专业需要对学生进行专

业信息资源检索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学生熟练掌握专业信息资源的分布、检索工具和检索技

巧，提高其专业信息的获取、分析和评价的能力，从而提高涉农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同时，

信息素养教育还应注意不能“一刀切”，应充分考虑不同年级大学生信息基础的差异，有针对性

的选择教学内容和方式，针对信息基础薄弱的低年级学生，应主要以信息意识的培养和信息知

识的传授为主；针对有一定信息基础的高年级学生，则以信息技能的培养与运用以及信息道德

的强化为重点，以确保不同阶段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效果。 

2.3.3.3发挥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 
农业院校图书馆在培养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近些年

受网络信息的冲击，其利用率却令人并不满意。针对这一情况，农业院校图书馆应优化馆藏资

源建设，在保持传统收藏特点的基础上，逐步加大电子资源和数据库的建设，搭建信息资源共

享和互补平台，不断提高为涉农专业大学生提供信息素养教育的资源保障能力。另外，农业院

校图书馆还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环境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读者活动，主

动为涉农专业大学生推送满足其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学科发展动态，进一步提高涉农专业大学生

的专业信息素养水平。 

2.3.3.4加强校园信息素养教育软环境的建设 
校园的数字化环境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条件，在硬件设施不能快速改变的情况下，涉农

学院应主动加强信息素养教育软环境的建设。学院可以通过与图书馆联合共同搭建在线信息素

养教育平台、学科信息门户网站以及开通学科微博等形式辅助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通过在线

信息素养教育平台对涉农专业大学生进行入馆教育、检索知识和专业数据库的普及和宣传[3]；

通过开通以农学为主题的学科微博，及时发布各类涉农信息和信息检索知识[4]，使涉农专业大

学生在不经意中实现了知识的积累，进而促进自身知识结构的改变。同时，学院可以定期组织

形式多样的信息技能活动及与专业知识有关的信息技能比赛，如专业知识网页设计大赛、动漫

大赛等，使涉农专业大学生在活动中提升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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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5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 

教师是指导、教育学生的主导力量，他们的信息素养水平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水

平[5]。尤其是专业课教师，只有其具备了较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才能在日常的专业教学

中主动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组织和引导学生增强信息意识。学校可以通过开展技能

培训、组织多媒体教学比赛等途径，引导教师自觉提升信息素养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为学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3.结论和建议 
3.1结论 

本课题以青岛农业大学涉农专业大学生为调查样本，针对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现状分

别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涉农专业大学生具

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但是对信息知识的掌握比较一般，信息的鉴别、筛选、加工的能

力还有待加强。因此，针对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应以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培养为基础，

以信息知识和信息技能的培养为核心，在日常的教学中逐步提升涉农专业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水

平。 

3.2建议 

泛在知识环境下，涉农专业大学生只有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才能在信息的海洋中准确获

取、分析和利用信息。课题组在对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了以下五点建议：（1）更新观念，加强对信息素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2）加强对信息素养教
育课程的建设；（3）发挥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4）加强校园信息素养教育软环境
的建设；（5）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水平。 

4.项目成果 
涉农专业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农产品加工·学刊,2014.07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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