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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素养是数字化时代用户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整理、归纳与总结，深入

剖析用户数字素养内涵，在对国外高校图书馆用户数字素养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高校图书馆

开展用户数字素养研究框架模型，包括明确用户数字素养需求、界定数字素养概念范畴、量化数字素养能力评价体

系、构建高校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模式，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具体的用户数字素养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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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用户面临越来越多的信息

选择，Lanham[1]在1995年提出了数字素养概念，指出在

数字时代下，数字素养已成为数字公民的九大必备素养

之一，它是提高国民劳动力素质、填补“数字鸿沟”的

重要能力。美国[2]、英国[3]、澳大利亚[4]、日本[5]等已经认

识到数字素养的重要性，将其提升到国家层面并开展

系统性、战略性教育。我国高校图书馆用户数字素养教

育仍处在起步阶段，目前仅部分院校开展了用户数字素

养教育但仍未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发展用户、研究用

户、服务用户是图书馆用户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明

确用户数字素养需求，了解用户数字素养能力，对于图

书馆开展有针对性、个性化数字素养服务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本研究从用户数字素养的内涵辨析出发，以

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两个维度深入剖析国外高校图书

馆用户数字素养研究概况，构建合理的高校图书馆用

户数字素养研究框架，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开展系统性、

专业化的数字素养服务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用户数字素养的内涵

1.1  用户数字素养定义

关于数字素养的定义，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因

此对数字素养概念的表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欧盟使

用“digital competence”表述数字素养，而英美等国家

采用“digital literacy”表述。学界也常将用户的数字

素养与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据素养、计算机素养等

术语相混用，如Williams等[6]认为数字素养即计算机素

养，强调数字素养的计算机技能；Lanham[1]认为数字

素养即媒介素养，强调数字素养是用户对多种媒介信息

收集的能力；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认为数字素养

应包括信息、数据和媒介素养，数字创作与创新素养，

数字化学习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用户沟通协作素

养，以及数字身份素养6个要素[7]。

术语界定的模糊会产生不同的概念范畴，因此需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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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整理限定，通过对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

会[7]、欧盟[8]、美国图书馆协会[9]、澳大利亚通信与媒

体管理局[10]等业界相关联盟、团体，以及Lanham[1]、

Gilster[11]、Eshet-Alkalai[12]、Bråten等[13]、Hague等[14]、

Martin[15]等学者对数字素养定义的代表性研究进行归

纳总结可知目前用户数字素养定义基本是围绕管理视角

（关注于用户在数字环境下利用数字技术发现、获取、

理解、评价、整合和共享信息的一系列综合技能和文化

素养）和使用视角（关注用户阅读、理解并使用数字信

息的能力）来进行定义的。使用视角是将数字素养贯

穿数据生命周期的环节，注重用户在数据检索、理解、

评估、创造、交流、监控等过程中数字技术能力，而管

理视角的数字素养在此基础上加入用户认知、信息技

术、社会情感等内容，是用户信息整体过程中全部所需

的能力。

1.2  用户数字素养能力

数字素养内涵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用户的数字素养

能力。欧盟将用户数字素养能力分为5个素养域，分别

是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创造域、安全意识域和问题解

决域。涵盖用户准确检索、定位、组织和分析数字信息

并判断信息相关性的能力，在数字环境中进行交流的

能力等[8]。Bawden[16]将用户数字素养能力分为10个方

面，如对获取信息进行评价的能力、在动态非文本环境

中理解信息的能力等。Eshet-Alkalai[12]在总结数字素养

概念基础上，将用户数字素养分为6个方面，分别是图片

/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
感素养和实时思考技能。涵盖对图像、表格的认知、处

理和使用能力，使用超媒体素养技能等。Becker等[17]将

用户数字素养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一般性素养、创造

性素养和跨学科素养。涵盖用户使用基础数字工具的

能力、在运用数字工具基础上能够创造出新内容的能

力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得知用户数字素养能

力是一个伴随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人文理念不断变化

过程中用户所需具备的多种素养综合体，它是一种开放

的、动态变化的能力，强调的是在不同技术、信息、知

识、创新等文化背景下对用户综合能力的要求，因此要

加强对用户数字素养能力的培养。

2  国外高校图书馆用户数字素养研究

2.1  用户数字素养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研究的基础，因此对用户数字素养理

论研究的剖析显得尤为重要，而研究项目和学术专著

能够有助于系统全面地理解数字素养的内涵，因而本

研究着重对用户数字素养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学术专著

进行归纳和总结。借助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对用

户数字素养研究课题进行分析汇总，得到国外目前开展

用户数字素养研究课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比利

时、加拿大、芬兰等，研究对象包括儿童、年轻人、大学

生、教师、图书馆馆员、IT工作者、老人等群体；研究课

题主要围绕探索数字素养内涵、探索用户数字素养需

求、调查用户数字素养能力、构建数字素养教育的体制

模式、向特定用户提供数字素养培训、提供决策建议等

方面。

与此同时，通过对部分代表性用户数字素养研究

的学术专著进行分析，能够从全面性的视角对用户数

字素养进一步剖析。1997年，Gilster[11]所著的Digital 
Literacy强调了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深入分析数字素养

的概念，对研究数字素养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2008
年，Rivoltella[18]所著的Digital Literacy: Tools and 
Methodologies for Information Society详细剖析了数

字工具的转变，注重培养用户在新的数字环境下的数字

素养能力。2012年Association[19]所著Digital Literacy: 
Concepts，Methodologies，Tools，and Applications深
入探索了用户数字素养及相关术语的概念，构建了数字

素养能力框架，详细介绍了数字工具的使用，作者将理

论研究与实践案例相结合，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014
年，Thompson等[20]所著的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Inclusion从政策层面出发阐述了数字素养、数字包容的

重要意义，采用定性和定量的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并提

供了独特的案例，该书对相关政策方针制定有很重要意

义。2016年，Wiesinger[21]所著的Digital Literacy从历史

的角度出发，详细整理了数字素养的脉络，阐述了在不

同文化下用户数字素养的培养方案，将现实研究与未来

展望相结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2.2  用户数字素养教育实践

数字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学科的飞速发展深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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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图书馆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

动图书馆、RFID、智能管理设备等使得学生、教师、

科研人员等对数字素养教育的需求更为迫切，在此背

景下，许多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学院或相关院系等

陆续制定了相应的用户数字素养框架，开设了数字素

养教育培训课程或讲座。数字素养框架反映了用户的

数字技能，图书馆等机构通过制定数字素养框架，深

入地调研用户的数字素养需求，评测数字素养能力，

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培训。如英国布

莱顿大学图书馆和教学中心共同构建了数字素养框架

指标，主要包括4个一级指标，即学习和教学、研究、

沟通和协作、管理。每个一级指标下都含有多个二级

指标，如学习和教学包括抄袭检测、电子提交、电子标

记和电子反馈、发现和创造资源、了解学习分析、有效

实施混合学习、在大学虚拟环境中创建满足最低要求

的内容等 [22]。巴斯大学结合学院专业特色，制定了详

细、系统、个性化的学生数字素养发展框架，包括6项
指标：①熟练使用办公软件，能够准确展示文档、电子

表格等；②熟悉互联网、熟练运用电子邮件；③能够

熟练运用社交媒体并将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④熟悉

Dropbox和Google Drive等文档共享服务；⑤能够选

用合适的应用程序或软件来管理工作；⑥能够解决常

见设备问题并明确如何保持设备的安全状态[23]。巴斯

大学将这6项数字素养指标融入不同的专业学科，开展

了个性化的课程服务[24]。

在教育模式方面，高校数字素养教育可分为通识

教育、嵌入式学科专题教育和在线教育3种模式。目前，

通识教育形式多样（包括课程、研讨会、讲座等），内容

涉及数字信息检索与利用、相关软件工具的应用、数字

伦理道德等。如英国的威尔士大学图书馆通过研讨会

的方式开展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管

理在线身份、正确使用参考软件、准确生成文档目录

等[25]。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图书馆与职业发展中心合

作，通过讲座方式向学生们分享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

准备职业面试，如何使用LinkedIn规划、发展职业生

涯，以及在求职中有效利用社交媒体等[26]。澳大利亚

的伍伦贡大学图书馆与学生计算机研究室合作，通过

开展研讨会的方式向学生介绍搜索引擎、社交工具的

优劣势、基于云端的演示文稿的制作等[27]。英国伦敦

都市大学专门开设数字素养教育课程，以培养学生数

字素养意识和使用数字工具、软件的能力[28]。

嵌入式学科专题数字素养教育主要指将用户的数

字素养教育融入具体学科体系，强调该专业用户应具

备的数字素养能力。如英国的卡迪夫大学医学院，图

书馆学科馆员参与到医学课程开发团队，将医学生所

需的数字素养教育嵌入专业课程，重点培养医学生所

需的数字素养能力[29]。英国牛津布鲁士大学建筑环境

学院将数字素养教育融入建筑技术与可持续性发展课

程，课程要求学生采用wiki（多人协作的写作系统）记

录数据并展示完整使用数据的过程[30]。英国索尔福德

大学将用户数字素养教育理念嵌入学生多媒体能力培

养课程，通过培养多媒体技能增强用户的数字素养能

力[31]。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图书馆通过图书馆馆员嵌

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的课程教学与科研工作，以及

开展研讨会、解答数字管理咨询等方式提升学院师生

的数字素养能力[32]。

此外，还有部分高校图书馆开展了数字素养在线教

育培训，如英国开放大学图书馆构建的数字素养教育平

台，用户可通过该平台自学完成数字素养在线课程[33]。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图书馆网站嵌入虚拟培训公司的在

线培训网站，用户可通过该网站提升数字化技能[34]。

2.3  用户数字素养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国外高校图书馆用户数字素养研

究主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

管理和使用两个角度对用户的数字素养定义、数字素

养能力进行研究，虽然概念定义、维度分类不同，但这

2种视角均是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开展的，其

目的都是深入探索用户数字素养内涵，提高用户数字素

养能力，重视与用户数字行为过程相融合。二是在研究

内容上，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理论研究侧重对用

户数字素养内涵的界定、数字素养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实践研究主要关注评测用

户数字素养能力、开展针对性教育等。数字素养能力理

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共同促进数字素养能力概念模

型的构建以及数字素养教育方针的制定。

3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启示

结合朱红艳等 [35]对国内数字素养研究的总结可

知，目前国内对于用户数字素养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

如缺乏系统性，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理论框架。具体表

现：①对用户数字素养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相关研

国外高校图书馆用户数字素养研究现状及启示张路路  孔成果  叶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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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展较少；②对用户的数字素养能力的测评较少，尚

未构建规范系统的量表；③缺乏对数字素养教育具体

路径、模式的研究。因此本文在综合多方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用户数字素养研究框架，以期为

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和提升用户数字素

养能力提供参考。

根据图1所示，我国高校图书馆用户数字素养研究

方向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

图1  用户数字素养研究框架

3.1  明确用户数字素养需求

围绕不同地区、专业、学科、身份的用户数字需求

特征，采用多种调研方式全方面挖掘用户数字素养需

求特征，如Gupta等[36]采用问卷的方式调查了美国弗吉

尼亚州汉普顿路成人学习中心培训用户的数字素养需

求。这些研究采用多种调研方式，如采用问卷调查、访

谈等深入了解用户的数字素养需求，为图书馆开展有针

对性的、个性化的数字素养教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

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用户在数字素养需求方

面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因此国内高校图书馆在开展数

字素养教育时应先充分调研用户的真实需求，建立系

统、详细、有针对性的数字素养培训内容，通过满足用

户的数字素养需求来提高用户数字行为效率，增加用

户在检索、使用、整合信息等行为过程中的满意度。

3.2  界定数字素养概念范畴

目前对于数字素养概念并未形成统一认识，需在

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探析数字素养的

内涵，明确数字素养概念维度，从而界定数字素养的概

念范畴。数字素养概念的明确界定，对开展用户数字素

养需求与数字素养能力的调研起到指导作用。

3.3  量化数字素养能力评价体系

数字素养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有一套设计合理、

层次分明、可行性高的评价指标来衡量用户的数字素

养能力，结合数字素养概念内涵，并借鉴信息素养评价

体系构建指标明确、权重合理的用户数字素养能力指

标体系。运用该体系可以对不同属性的用户开展数字素

养能力调研，同时探索影响用户数字素养能力的相关因

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不同因素与数字素养

的关系，为构建高校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模式提供理

论基础。

3.4  构建高校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模式

用户数字素养的核心内容是开展数字素养教育。首

先应明确数字素养教育的目的，了解数字素养教育与信

息素养教育的关系，理解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对于图书

馆服务的重要性；其次，开展用户数字素养教育需求调

研，准确把握用户数字素养教育需求，搭建数字素养教

育框架；最后，以用户为中心，以图书馆为主导，采用多

方合作的方式打造数字素养教育平台。如美国雪城大

学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院合作创建了一个名为“创新目

标”的网站，该网站旨在利用图书馆空间，向用户展示

数字知识和技能，从而激发用户的创新能力，提升用户

的学习兴趣[37]。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中

心合作开展了数字素养资源服务，内容包括学生研究指

南、学术指南、隐私与互联网、技术趋势、最新科技介

绍等，通过讲座的方式提高用户的数字素养能力[38]。在

打造数字素养资源平台时，图书馆应加强与学校信息技

术中心、科学研究中心、研究生院、教务处等部门及二

级学院的合作，共同合作搭建平台。在该平台中，图书

馆提供丰富的数字资源、专业的学科馆员和完善的信息



2020年第1期（总第188期） 59

服务体系，帮助用户快速、准确地提升数字素养能力。

此外，作为用户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基地，高校图

书馆也应重视馆员数字素养的提升，将信息通用技术、

社交媒体、数据素养、学术伦理等内容嵌入馆员的职业

生涯培训，提高图书馆馆员的数字素养信心和技能，从

而根据学校专业特色、用户数字素养需求和水平设计

出更有针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模式。

未来，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更作为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高校图书馆将逐

步加大用户的数字素养教育力度，而构建用户数字素养

的理论体系，了解用户数字素养需求，评测用户数字素

养，以及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等将是国内高

校图书馆用户数字素养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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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digital litera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competencies for use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alyzes the digital literacy connot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teracy in 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framework. The framework dwells on four key research direction, namely users’ needs, conceptual model of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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