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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问题与对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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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女教师既是知识女性的代表，同时又是女大学生的现实榜样。如何提升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对推

动教育信息化发展、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实现我国成为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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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观看小学生操作电子计算机时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
娃抓起”，我国教育信息化便被正式提上日程。步入信息时代，作为社会主义高等人才输出的重要场

所，高校在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提升教师信息素养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高校教师处在

人才培养的第一线，更是举足轻重，动关大局。在此背景下，高校女教师如何正视并提升自身的信息素

养，成为她们在不断追求实现“女性”与“教师”双重角色的合理转换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１　高校女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女教师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女教师的队伍也日渐壮大：

我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女教师占高校教师总数的比例从 ２００４年的 ４２．８９％上升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４７２８％。这也充分显示着她们自身的重要地位：一方面，高校女教师是当今社会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
出类拔萃的女性真正使得“妇女能顶半边天”不再是一句口号；另一方面，她们亦是当代女大学生的现

实榜样，在女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过程中起着直接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２１世纪信息全球化浪潮汹涌而
来的今天，教育信息化的运用与发展使得教学手段更加科技化、教育传播更加便捷化、教学方式更加现

代化，也不断呼唤着高校女教师增强时代感和竞争意识，在教育教学中提升信息素养，谋求长远发展。

从现实角度看，充分认识到高校女教师在信息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其信息素养的主要对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息素养是一个含义广泛且不断发展的综合性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主席保罗·泽

考斯基提出，他将其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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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

修改为“人们在解答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现在国内外学者普通认同的信息素养的内涵应

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即：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１］。本文拟从上述四个方面对当

前我国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展开讨论。

２　高校女教师信息素养存在的问题
２．１　信息素养相关知识略显匮乏

第一，中老年女教师信息素养相关知识匮乏尤为突出。例如，在当前微时代背景下，她们对利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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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微信等“微手段”与学生进行课后沟通与交流等方面，就普遍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二，青年女教师信

息素养相关知识更新速度滞后。我们对高校几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青年女教师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发

现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素养知识外，她们对于新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是明显滞后于同龄男性教师的。

另有调查数据显示：除年龄因素外，专业、学历、所在院校的领导对教育信息化重视程度的不同，对高校

女教师信息素养的培养和提升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２］。例如，一般来说青年女教师比中老年女教师

的信息素养知识掌握的相对更多一些；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女教师普遍有着比其他专业女教师更强的对

信息素养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能力；高校中的女教师学历越高，对信息素养知识的需求也相应偏高。由于

女教师群体的时间和精力较为分散，难以接受长期的、系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因而现有的信息素养知识

相较于男教师而言，普遍掌握的少且浅，信息素养知识的更新也较为缓慢，这就造成信息素养相关知识

略显匮乏的现状。

２．２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相对薄弱
近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成果《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指出：“信息技术

教学应用水平总体上还不高，教师最常使用的教学工具是ＰＰＴ，最常应用信息技术的环节是授课、备课、
教研。教师最需要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主要是信息技术基本操作和课件制作技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专用学科教学工具，协同备课和教研系统等使用率还不高，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总体水平还很有

限。”［３］在日常的学习和观察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除计算机相关专业的高校女教师外，另有为数不少

的女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仅停留在初级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信息化教学工具，几乎没有独立的

实际操作经验：例如，在和几位女教师进行沟通时，当问到有关“慕课”（ＭＯＯＣ）的一些问题，她们都表
示出一定的困惑，或是没有听说过，或是听过但却没有实际操作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判

断，高校女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较为薄弱。

２．３　信息素养意识稍显淡薄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想将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升落到实处，培养和完善自身的信息素养意

识，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但经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高校中的女教师只需做好小老师

已然足够，攻读博士、做科研和带课题，是高校男教师的职责所在。例如，在与我校几位具有代表性的领

导进行了电话访问后，可以发现，在高校的日常教育教学中，尽管学校和各学院在不同程度上积极的推

动信息素养的普及，但女教师群体在参与信息素养相关培训和学习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积极性和自信

心相比男教师而言有所不足的问题。这类问题的不断恶性循环，往往使得她们的信息素养培养和提升

意识也随之变得更为淡薄。

２．４　信息道德观念略为陈旧
在目前网络立法和监管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存在部分教师在获取和使用网络资源时，有意识或无

意识的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学术不端、盗版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由于时间、精力等条件的限制，往往使

得高校女教师相比男教师而言，对这种不良现象的识别和抵御能力更显滞后。另外，在当前信息全球化

的时代背景下，女教师群体更易受到西方文化价值的冲击，更有甚者还会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发表和传

播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言论：例如，近期被曝光的高校教师公然在课堂上发布有关“瞗独”

的言论，就严重违背了我国公民的基本爱国道德观念，传递了错误的信息［４］；另有最近被《人民日报》曝

光的５所高校包括２名女教师在内的共７位教授以弄虚作假手段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２５００多
万元的违反财经制度的事件［５］，都在警醒高校女教师更应或主动或被动的更新自身的信息道德观念，

以求得在教育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环境，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

更多的现代化人才。

３　高校女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对策
教育是强国之基。可见，高校女教师有意识的提升信息素养，不但关乎自身的长远发展，更对当前

的高等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如何提升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呢？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四个

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４２１



第５期 禹旭才，等：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问题与对策

３．１　丰富信息素养相关知识
丰富的信息素养知识是提升高校女教师信息素养的基础。那么。如何扩充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

知识呢？首先可以中青年女教师为突破口，从巩固应用文字处理工具、学术搜索引擎工具等信息工具的

基本操作着手，重点培训更高层次的教育教学实践操作和应用能力，以点带面［６］。其次，注重对年轻女

教师群体进行有关网络信息技术相关原理、知识的培训，同时举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学习、座谈讨论，将相

关的基础性理论、创新性思维落实到她们的日常教学实践活动中。最后，对女教师群体灌输信息化背景

下学习信息素养知识的重要性，使她们产生学习的紧迫性，加快观念的转变。

３．２　提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信息素养的最高层次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即应用信息技术去解决工作、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良好的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提升高校女教师信息素养的核心。面对网络中纷繁复杂的教学资源，高校女教师

应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迅速有效地获取、分析并加以吸收、利用信息的能力，以适应现代飞速发展的信息

社会的竞争压力［７］。可以通过自学和培训等形式，一方面调动广大高校女教师对提高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学校现有信息基础设施得以充分利用，更好地服务于教学与科研。针对女教

师需兼顾“女性”与“教师”双重角色的特殊性，高校可以定期或利用寒暑假对女教师群体进行着重培

养，形成长效机制。

３．３　培养信息素养提升意识
树立信息素养的提升意识，是高校女教师提升信息素养的关键。心理学研究表明，高校女教师努力

提高教学水平和职业素养，追求更高的知识层次，对她们看待社会、洞察人生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８］。

而积极参与包括信息素养提升在内的继续教育，正是高校女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纵观

当前各行各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知识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的发展共同点，高校女教师身处人才济济

的特殊时代环境，更应该不断获取更高的学历水平、更多的科技知识，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信息素

养意识［９］。因此，有意识的培养高校女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升意识，对她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教学

活动中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３．４　更新信息素养道德观念
正确的信息素养道德观念是提升高校女教师信息素养的基本要求。翻阅近期的报刊杂志，浏览各

大社交网络平台，可以看到对高校教师言行的负面性报道层出不穷，而此类事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又极

大。如前文所述的高校教授套取国家科研资金一事，一经报道，在高校师生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中引

起了广泛关注，也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其他高校的正常教学与科研活动。在这种舆论氛围中，高校女教师

应当更加积极地调整心态，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培养对信息的筛选能力及辨别能力，提升信息素养，更

新信息道德观念，拒绝学术研究失真等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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