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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信息素养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力，而对于信息素养的培养，也为高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互

联网+”时代下，提高医学院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势在必行。采用文献研究法和问题分析法，对医学生信息素养的内涵和内容进行阐释

和论述，分析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为高校教育中医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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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21st century，information literacy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abi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learn 

and live，an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also put forward new challenges for college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Internet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problem analysis method to explain and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and cont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edical students，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appropriate 

solutions，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CM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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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 21 世纪，科技在进步，“信息”也在不断进步，信息素养

是对信息进行筛选、检索、评估、组织、处理等技能的灵活应用能

力，作为 21 世纪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是衡量大学生能否正确学习的

基本能力之一，同时，面对复杂的信息社会，是否拥有正确的信息

素养，能否高效、科学地提升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是各高校长期以

来面临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总结信息

素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提升医学生信息素养的研究对策，

为医学院校建立合理科学的信息素养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1.信息素养的内涵 

信息素养一词 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

（Paul Zurkowski）于 1974 年在美国提出[1]，基本归纳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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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

为，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能力塑造的核心要素，信息素养是人们

在学习和生活中所体现的一种重要能力，是对信息进行检索和利用

的技术手段。 

而随着科技进步，信息时代逐步的引入数字化，网络化，承载

信息的载体也不断的在进步，信息类型的多样性使得获取信息的能

力逐渐成为信息素养的核心。获取信息的能力开始集中于信息资源，

目标信息的获取和信息源能力的培养成为信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2.影响医学生信息素养的因素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与资料，以及相关信息素养影响水平调研

数据，对当前医学生信息素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影响其信息

素养形成的因素，将这些因素分类为社会因素、学校因素与个人因

素。 

2.1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策与学习环境两个方面。 

（1）国家政策：我国教育部 1984 年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

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的通知》，从时间上来开，我国很

早就关注对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也意识到信息素养是高校学

生一项重要的学习能力。对于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的信息素养也

是当前教育的重点。近些年，国家大力出台相关教育政策，为高校

培养学生信息素养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进一提升高校培养大学生

信息素养的积极性。 

（2）学习环境：通过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相关数据分析，大学生

的学习环境同样也是影响其信息素养的一项重要因素，家庭背景、

父母受教育程度等都是学习环境中的变量，在父母教育程度上看，

处于初中及以下与中专、高中学历的家长[3]，对学生影响较大，可分

析出在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过程中，学习环境可以决定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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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积极性。 

2.2 学校因素 

学校因素中含“硬件”支持与“软件”支持两个方面。 

（1）“硬件”支持：高校图书馆主要是大学生查找文献，获取

信息的主要渠道，一套完善的数据库更是影响了大学生信息资源的

获取效率，对于医学生而言，珍贵的医疗案例能提供重要的帮助。

高校为学生构建一套完整的信息储备“硬件”，才可以决定信息资源

的科学、准确。同时高校信息库要与时俱进，逐步巩固硬件，保证

信息的时效性，信息本身的价值也影响着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 

（2）“软件”支持：医学院校的教学水平作为高校培养医学生

信息素养重要的“软件”，医学院校要重视培养医学生的信息素养，

强化教师教学水平，统一教学理念，构建全民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

数据表明，不同专业也是影响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因素，高校学生的

社会科学类的信息素养能力略高于自然科学类信息素养[4]。所以要针

对不同专业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从而提高“软件”支持。 

2.3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中主要包括个体能力与个体需求两个方面。 

（1）个体能力：学生的个体能力中，计算机使用能力同样会影

响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学生仅掌握了计算机的一些基本操作，却

很少接受系统化的培训，从而降低了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同时，医

学生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扎实的医学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信息

检索效率以及对信息的分辩能力，避免错误的信息影响自己。 

（2）个体需求：医学生在信息获取中，首先选择的是对自己有

帮助的，感兴趣的，当获得的信息满足其需求时，才能促进其学习

能力的提高。当获取的信息满足大学生个体需求时，才能满足其学

习兴趣，稳定其学习态度，进而实现大学生的自主学习。个体需求

是影响医学生获取医学信息的关键因素，在分析大学生个体需求时，

应考虑高校如何在提升医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同时满足医学生的信

息需求。 

可见，社会、学校、个人三个方面是影响医学生信息素养的主

要因素，在医学生信息素养培养中应充分考虑这些方面，以提高医

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获取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3.医学生信息素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医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过程中，针对不同时间，不同角度我

们分析了医学生信息素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医学生培

养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上。 

3.1 医学生信息素养认知不足 

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人才储备的后备军，信息素养是促进医学

生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作为医学生的一项重要能力，医学生通

过高校的图书馆，网络，数据库或其他资源进行检索、查询、管理、

分类、应用相关医学信息[5]，直接或间接的获取医学信息、医学知识。

医学生在信息素养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 根本性问题就是医学生

对于信息素养的认知不足，不知道什么是医学信息素养，信息素养

对医学生起到什么作用，如何去利用医学信息素养，如何去提升自

身的医学信息素养。因此，高校是否做出了相应教学措施，是否已

经推出了对应的课程去提高大学生对于信息素养的认知能力，高校

的教学模式是否可以带动医学生学习信息素养的乐趣等等都是信息

素养认知不足方面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3.2 医学信息的繁多且杂乱 

信息轰炸的时代，科技进步带动着医学进步，不断出现各种各样

的医学技术，需要医学生去探索，去学习，同样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

负面影响，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很少能离得开科学，疾病在增多，

病毒在变异。综上所述，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医学信息已经呈上升式增

长，面对眼花缭乱的医学信息，很多高校缺少一种完善的整合机制，

不能在学生检索之前将其合理的分类，杂乱的分类只会拖延查询进

度，影响查询结果。同样，医学生在面对复杂，混乱的医学信息时，

自身的检索动力就已经在持续的消耗，这只会影响医学生对医学信息

检索的态度，从而使医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产生问题。 

3.3 高校的信息获取渠道匮乏 

图书馆是当前信息获取 为普遍的场所，但信息获取不能仅仅

局限于一种，互联网时代，网络盛行，高校学生作为网民的主力军，

已经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获取信息了，人手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以

医学信息为例，各大医院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是医学生获取医学信息

的渠道，然而部分高校却没有完善自己的信息检索渠道，信息素养

培养不能与本科生专业学习相结合，学生获取知识资源的渠道零散

分散[6]，很多医学院校的图书馆只是一个供学生自习的地方，许多书

籍都是历年来的书籍，没有及时引进各种已更新信息导致高校学生

没有广泛的渠道去获取信息，而造成的信息匮乏。因此，医学高校

要不断的引进不同的获取渠道，只有渠道打通了，信息才能进来。 

3.4 医学生自身缺乏信息的鉴别与利用的能力 

获取各种各样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

断学习就是一种信息获取的过程，该过程中，不断更新的身份决定

了人们所需要的信息，作为一名医学生，医学信息是他们重点要获

取的，然而医学生却缺乏鉴别和利用的能力，面对“海量”的各种

医学信息，一些医学生往往显得很茫然，不知如何从中选择出对自

己有用的信息[7]。盲目获取大量的信息之后，不能挑选出适合自己的

信息，即使确定了想要的信息，也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利用它，这

就要提高医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能够让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

更加专业化、规范化，能够辨别信息中有用与无用的内容，能够正

确的使用自己得到的信息，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4.提升医学生信息素养的策略 

针对上述信息素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时代的需求，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从而研究

解决措施，为他人在研究信息素养等方面的问题时提供参考。 

4.1 加强医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 

根据 3.1 中提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医学生对于信息素

养的认知缺失是医学生信息素养不高的主要原因，医学生对信息素

养了解的不多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面对信息素养认知缺失，往往

需要从高校入手，在高校的教育中合理设置信息素养的专业课程培

训，要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向学生教授信息素养的相关知

识，实现高校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目标，必须明确信息素养对个人素

质全面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将信息素养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与个人的就业和成长挂钩[8]。让信息素养在教学环境中形成属于

自己的一套教学体系，同时结合“互联网+”的特性，完善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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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双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自学效率，带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此外，

信息时代下信息检索主要依靠互联网大数据，在教授学生信息素养

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结合网络平台，让学生真正具备信息意识，

学会信息检索，提升信息应用能力提升个人信息素养。 

4.2 医学院校对信息进行系统化整理 

杂乱的医学信息充斥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不同平台，不

同的数据库存在不同的医学信息，同时，科学的不断进步间接影响

了医学的进步，随着医学信息的增长，医学信息变得碎片化。医学

高校在培养医学生时一定要为医学生提供一套科学，有序的数据库

供学生进行查询，高校自身要去整合，梳理大数据中大量的医学信

息，做好医学信息的分类，结合“互联网+”完善自己的数据库，同

时也要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信息进行分类的能力，有效缩短信息检索

的时间与利用的时间，进而提升医学生的信息素养。 

4.3 扩展医学生信息的获取渠道 

医学生在获取大量的医学信息时，首先要确定信息获取的途径，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会大众主要以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等渠

道获取信息，而图书馆则是信息获取的主要场所。面对信息的快速

增长，以上渠道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于社会大众的需求。互联网时代

的发展，科技进步，各大高校要高效的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开

发各式各样的信息获取渠道来满足学生的需求。以医学生为例，新

媒体时代下医学生获取医学案例时往往很少通过电视，报纸，图书

馆渠道获取，因为一些真实医学案例不断的在更新。同时，近几年

由于疫情原因，高校往往处于封校的状态，信息获取渠道更加闭塞，

高校要结合互联网，通过网络技术，不断完善高校的内网系统，购

买大量的数据库，扩展高校的信息渠道，同样可以引进技术整合渠

道，打造属于自身的信息数据库，做到让医学生在校内通过手机、

电脑等方式，通过网络获取到个人所需要的信息。 

4.4 有效培养，提升医学生自身能力 

所谓信息素养，就是对信息进行搜集、分析、评估和利用，当

然，这些能力对一名大学生不仅是在信息素养方面适用，对于提高

大学生多方面的个人能力都适用，同样对于医学生，他们自身就缺

乏对信息的了解、搜集、评估和利用，如果可以提高这四种能力，

势必能有效提高医学生的信息素养。在高校医学生培养过程中，要

结合时代要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从多个角度，多种方式提

高医学生的信息了解、搜集、评估和利用能力，同时，可以在图书

馆网站上建立“学生电子学习平台”，整合“知识门户系统”，通过

自学和实践提升学生的阅读信息的技能，从而提高和加强大学生信

息素养技能[9]。医学生要避免盲目地去获取信息，要分析信息自身的

价值，只有获取有效的信息，缩短无用信息的使用时间，才能进一

步提高信息检索效率；医学生要学会鉴别医学信息，并不断地提高

鉴别能力，才能利用正确、有效的医学信息提高医学能力，进而使

用正确的医学信息解决医学问题，提高医学水平， 终使自身的医

学信息素养实现提升。 

5.结论 

信息素养是“互联网+”时代下高校学生的必备素养，同时，针

对医学生，拥有完备的医学信息素养，更是可以有效的完善自身的

医学信息储备、提升自身的医学素养水平。随着网络时代不断发展，

计算机已是大众必不可少的工具，“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相继

出现。如今，社会进步迎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素养作为适应

信息社会的必备技能，也是全球信息化对社会提出的进一步要求[10]，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针对信息素养的发展，国家要全面统筹，合理

规划，科学、有效的实施，结合不同角度，从个人、高校、社会、

国家多方面制定策略提升大学生的信息素养。 

本文主要研究了在“互联网+”时代下，医学院校在发展医学生

信息素养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分析影响医学生信息素养的相关因

素，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关解决对策。综上所述，虽然“互联网+”为

信息素养的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不断促进其在高校的各项教育转

型、进步，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的高校信息素养发展中依旧存在

着未解决、未出现的问题，医学信息素养的问题更是亟待关注，因

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关注医学生信息素养

提升，不断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做到良性循环， 终真正实

现医学院校大学生信息素养有效、科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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