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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的信息素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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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作为ＩＴ产业的一次颠覆性革命，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要求高
校教师具有更高的信息素养。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应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坚实的信息知识、强大的信息能力和良好

的信息道德，并对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与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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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数据及其影响
有关大数据的定义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如维基百科给的定义是：大数据是指利用常用软件工具

捕获、管理和处理数据所耗时间超过可容忍时间的数据

集［１］；百度百科的定义是：大数据（ｂｉｇｄａｔａ），或称巨量资
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

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

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２］。但无论如

何，随着以博客、社交网络、基于位置的服务 ＬＢＳ为代表
的新型信息发布方式的不断涌现，以及云计算、物联网等

技术的兴起，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地增长和

累积，大数据时代已经来到［３］。

大数据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现象，具有数据体量

巨大、数据类别繁多、数据价值密度低、数据处理速度快

等特点［４］。数据体量巨大，意味着大数据时代，解决任何

一个特定的问题，或是回答任何一个特定的疑问，我们都

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获取更多的数据信息。数据类别繁

多，表示大数据往往是凌乱和质量参差不齐，我们不可能

像小数据时代那样可以确保自己收集的每一个数据点都

是非常准确。数据价值密度低要求我们具备更高的检索

能力才可能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而处理速度快则反映

了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变化的特点。

大数据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类制定决策的能力，不

仅对商业决策、学术研究乃至国家治理都有重要的作用，

而且大数据将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根本上改变很多行业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的社会生

活方式。２０１４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就通过大数据分
析了人民对两会最关心的主题词。总之，有了大数据，我

们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还可以改善教育教学效果，促

进教育发展，甚至可以挽救人类生命，延长我们自己的

寿命［５］。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出

教材中的哪部分、哪些内容对学生最重要，哪些最不重

要，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哪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能够

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哪个方向，哪些类型的科研项目最

可能获得资助；甚至采取哪些研究方法最可能得到最好

的研究效果，等等。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教师就必须能够

从大量杂乱的数据信息中，检索、收集到大量有用的信

息，并具有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利用的能力，也就是说，

教师就必须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

２　信息素养
自从１９７４年保罗提出信息素养的定义以来，各国学

者纷纷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根据自己对信息素养的理解，

形成了多个信息素养的定义，信息素养的内涵和范围也

随之不断拓展和延伸。综合国内外有关信息素养的研究

可知：信息素养是信息社会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涵盖面很

宽的综合能力，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

息道德等方面。信息意识是人类特有的对待信息的思

想、观点和态度的总和［６］，往往表现为人们对信息的感受

力、判断力和洞察力，是信息素养的前提；信息知识是指

一切与信息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７］，是信息素养的基

础；信息能力是指人们所具有的检索、评价、分析、管理、

交流，以及利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

而信息道德则是指人们在获取、使用、创造和传递信息的

过程中应遵循的信息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是信息素养

的保障。可见，信息素养包含多方面的知识，涉及人文、

技术、经济和法律等多种领域和多种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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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应具有的信息素养
高校教师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承担、完成各级各类

的科研任务。因此，高校教师比中小学教师对文献信息

的需求更多、要求更高。由于大数据时代，数据体量巨

大、类别繁多、价值密度低，人们必须具有超强的信息能

力才可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时，大数据时代数据

处理速度快，也要求必须有敏锐的信息意识才可能抓到

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的信息素养

应具有如下特点［８］。

３．１　敏锐的信息意识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一

个教师必须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能够认识到精确和完

整的信息是教学，特别是科研少走弯路、顺利完成的基

础。具体来说，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应该具有如下的信息

意识。

（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对待信
息，同时能够识别、确定信息与自己具体工作的关系，并

有目地组织相关的信息活动。如面对新的或不懂的东

西，能自觉、主动地利用信息系统或研究途径去获取相关

的信息，并从中寻找正确的答案。

（２）能够根据科研课题或教学内容，准确定义和表述
自己的信息需求，并能选择关键而有效的检索词，能根据

信息需求，展开论点，系统地阐述问题。能够根据检索结

果，不断调整信息需求，最终达到一个可控制的中心点。

（３）能认识并确认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特点和用途。
明确各类信息资源（如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

的用途和功能。能辨别各种形式信息资源（如图书、期

刊、科技报告、学位论文、专利等）的价值和不同之处。

（４）认识到不断吸收和保存本领域知识的价值。认
识到作为某一个学科专业的高校教师，有必要通过本学

科已发表的文献跟踪最新进展。认识到所需信息的来

源、格式、支持软件，以及获得方式，都可能随着时间或环

境的变化而改变，从而明确学习信息收集是一个持续不

断的过程，自觉地在教学和科研中学习和掌握收集信息

的方法和技能。了解信息资源供应商变更、信息技术发

展、存储设备更新等可能对信息存取的影响，从而自觉地

加强信息存档工作。

３．２　坚实的信息知识
信息知识包括信息的基本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知

识。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大

数据，人类要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而且还将更加快速

地增长。而高校教师面对教学、科研和社会竞争压力的

增强，对数据信息处理的速度和效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传统的常规数据处理技术已无法解决现实中越来越多的

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要求必须突破传统的数据处

理技术，根据大数据的特点进行新的技术变革，研究、开

发新的技术。因此，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除了要掌握基

本的信息知识外，还必须不断地学习掌握新的信息技术，

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

（１）大数据时代数据类型复杂多样，高校教师要认识
各种文献信息类型在本学科的重要性及用途；了解本学

科领域专业协会及其出版的文献；了解本学科领域特定

的信息资源，（如行业标准、专利、行业资料、行业程序和

操作手册等文献）的特点和作用。

（２）了解按学科组织知识的方法；认识所需求的文献
信息可能与其他学科的文献相关，认识学科之间的融合

（跨学科）可以影响信息获取的方式，并了解其中的相关

性，找出最佳的获取方式。

（３）掌握所需信息的可获得途径与方法，如果本校图
书馆的信息资源不能满足需求，能够通过馆际互借、文献

传递、开放存取等途径来获取所需的文献信息。

（４）掌握本学科主要和常用的信息系统及其功能特
点（特别是现在很多系统都有个性化、智能化服务功能和

模块，这些功能和模块对高校教师快、准、精找到自己所

需的信息非常有意义）、基本的信息检索技术（如布尔逻

辑检索、截词检索、限制检索、字段检索，等等）。

（５）掌握与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技术，如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Ｄｒｅａｍｗｅａｖｅｒ、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Ｆｌａｓｈ、网页网站制作技术，以及
网络课件开发工具ＮＥＴ、Ｊａｖａ，等等。

（６）掌握与信息相关的常用信息技术。如信息识别、
信息提取、信息检测、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信息再生等技

术，以及常用的个人信息管理与分析技术（如 Ｅｎｄｎｏｔｅ、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ＳＰＳＳ，等等）。

（７）认识和了解大数据的一些相关技术。如遗传算
法、数据挖掘、回归分析、分类分析、聚类分析、关联规则

学习、数据融合与集成、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网络分

析、空间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等。这些技术在大数据

处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高校教师应该对这些技术

有所认识和了解。

３．３　强大的信息能力
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信息量巨大丰富、信息价值密

度低、信息变化迅速。因此，高校教师必须具有强大的信

息能力，才能从快速变化的海量信息中找到自己所需要

的信息。

（１）能选择最合适的调研方法或信息检索系统获取
所需数据信息，并能从研究方法或信息检索系统中选择

有效又高效的途径和方法获取所需要信息［９］。

（２）能根据研究课题或教学内容，确定所需信息的关
键词、同义词和相关术语，并选择适用于本学科或信息检

索系统的受控词表。针对本学科、本专业或特定的信息

检索系统，能根据自己的信息需求，运用恰当的检索词构

造有效的检索策略，并能根据初检结果调整检索策略，直

至达到最佳的检索效果。

（３）熟悉本学科相关的各种信息检索系统，掌握检
索、查找各种格式信息的能力与方法［９］。当本校图书馆

或数据库不能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时，能充分运用专业

化的网络服务或传统服务，如信息共建共享平台（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中国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图书

馆的学科馆员、馆际互借、文献传递、专业协会、专业人员

等，来获取信息。

（４）能批判性地评价所获取的信息及其来源，包括评
价检索结果的数量、质量、准确度、时效性和相关性以及

信息检索系统或调研方法的局限性，进而决定是否修改

最初的检索策略，是否寻求另外的资源，以及是否建立一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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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研究过程。如有必要，能运用修改后的检索策略、

选择新的检索系统或采用新的调研方法重新进行检索。

（５）能根据自己的信息需求，准确地界定所需信息是
一次信息、二次信息，还是三次信息源，从而能清晰地向

图书馆员或者其他信息提供者表达自己的信息需求。能

研究和比较各种来源的信息，以评价所获得信息的准确

性、可靠性及权威性；并能根据研究、比较结果，结合信息

需求，扩大或缩小检索范围，在更高层次上建立新的假

设，提出新的检索策略。

（６）具有利用各种方法或检索系统的新兴技术（如万
方软件的创新报告服务系统）把握本学科研究热点、发展

趋势的能力，学会使用信息检索系统的信息聚合功能、

ＲＳＳ功能，追踪所关心主题的研究趋势。能利用文献管理
软件（如：Ｅｎｄｎｏｔｅ、Ｍｅｎｄｅｌｅｙ、Ｚｏｔｅｒｏ、Ｒｅｆｗｏｒｋ，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Ｎｏｔｅｆｉｒｓｔ）管理所阅读或获取的文献信息及其引文信息。
能使用文献计量学分析工具对变化中的技术和产品生命

周期进行知识更新。了解本学科领域新兴的学术出版形

式和方法，如博客、信息聚合、开放获取期刊和免费获取

的在线研究数据，等等。

（７）能把检索到的信息和自己原有的知识有机地整
合起来，能从各种信息来源中选择、分析、组织、概括和综

合信息，创造性地使用信息来完成特定的工作或创造新

的信息。能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数据挖掘技术、可视

化技术，超越检索范畴，从繁复的研究数据中找出学科发

展的趋势和模式。

（８）能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如 ＷｉｋｉＩｎｓｔａｎｔＭｅｓ
ｓａｇｅ（ＩＭ）、ＳＮＳ的 Ｃｏｌ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ＢＳ、微信、微博
等，有效地与别人就作品或表现形式进行交流；能运用一

系列的信息技术来创造作品或表现研究成果，并采用一

种最适合受众的风格与别人进行清楚、简洁的交流。

３．４　良好的信息道德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充斥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人们

的信息行为极其丰富，不小心就很容易触犯相关的法律

法规。因此高校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信息道德，严格遵

守与信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所有的信息行为都不能

危害国家的利益、社会的稳定，也不能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

（１）能认识信息和信息技术在大数据时代的作用和
负面影响；了解并遵守各种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法律

法规和伦理道德；具有较强的目标与内容的自控能力，能

抵抗网络不良信息的诱惑和污染［１０］。

（２）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团队的成员，能够认识与信息
使用、发布、传播、交流相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并

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合理合法地利用他人的信息。

（３）了解众多与信息使用、信息技术有关的道德、法
律和社会经济问题；能辨认并讨论在电子出版和网络出

版环境下有关隐私和安全的问题；了解知识产权、版权的

知识内容，并能合理使用带有版权的资料和研究数据。

（４）能遵守高校内部有关获取、利用内部档案信息资

源的规章制度；并能遵守相关行业的规范、章程，合理、合

法地获取、存储和利用行业的文献、数据、图表、音频、视

频等信息。

４　结　语
大数据时代，要求高校教师具有更高的信息素养。

但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不但需要教师在日常的教学、科

研工作加强自身的信息修养，而且也需要高校营造一个

宽松、和谐，催人奋进的信息素养培养环境。一方面，高

校教师要充分认识信息素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把学习信息知识，树立信息意识，

提高信息能力，作为终身学习的重要内容［１１］。在日常的

信息行为中，加强信息道德品质的培养，并在信息的交流

和传播过程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责任和

义务，正确处理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信息使用三者之间

的关系。另一方面，高校要完善信息素养培养的制度和

环境，包括完善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多层次的培训机制、

合理的评估考核机制、功能强大的信息素养提高平台。

同时，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素养的培训形成制度

化、常态化，把培养教师的信息素养作为学校日常工作的

自觉行为，使教师在教学、科研、管理甚至生活中积极主

动地接触、接受信息技术，不断提高自身信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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