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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信息行为发展的动态视角，将信息意识的含义从“信息需求”贯穿到“信息交流”６个维度，全面阐述信息
意识的构成要素，体现意识的流动性，反映出意识随认知活动而动态变化的特征．“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
应该以信息意识为核心进行课堂教学，培养大学生主动处理信息的能力，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进行分析，因材施

教，着重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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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素养是现代人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是我
们适应社会生活、实现自我价值、规避发展风险的基

础．为此，国内外十分重视对人的信息素养的教育、
培养和提高．信息素质是指人们获取、评价和使用信
息资源的能力，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

等多个方面．其中信息意识为先导，是信息素养中最
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被称为信息素养灵魂，其以信息

能力为核心，信息道德为保障．［１］一个具有良好信息
意识的人在面对问题时，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

问题的办法，并且能从中选择最优方法解决问题．因
此，为了适应当代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适应其开放

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大学生不仅需要具备获取

信息的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具备良好的信息意识．

１　国内信息意识现状研究

发达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注重开展大学
生的信息教育，而我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往往仅注

重于培养大学生信息能力，却忽视了信息意识和信

息道德的重要作用，这种状况对于培养适应现代信

息化社会、迎接未来挑战的新型人才显然不利．我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省份的信息技术课

程都是按照本民族特有的教学标准来安排并进行课

堂教学，所以各省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２］魏华
等［３］对我国大学生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培养现状进

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现代社会信息化程度和信息

综合化程度较低，信息综合利用的环境较差，大学生

信息意识普遍淡漠，信息能力也不高．云南省位于中
国的西南边陲，是西南地区典型的多民族省份，不同

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差别较大，造成来自不

同地域的学生的信息意识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开展
云南高校新生信息意识调查与分析，对云南高校学

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研究已

经有比较成熟的模型和较多的实践探索，但是专门

针对高校大学生信息意识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
是关于信息意识的研究，也仅仅体现在信息意识的



定义方面，而且关于信息意识的定义尚未体现意识

的流动性，使得该领域的实践表层单一化，难以有效

指导教学实施的过程．因此，本文在明确信息意识概
念，并对其概念进行重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具

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和交流理解的框架，旨在为信息

技术课程的实践提供参考．

２　问卷构架设计

２１　问卷背景及目的分析
目前在许多文献［１－３］中，信息意识的涵义主要

是指出了信息意识的表现和构成要素，其定义未能

体现信息意识在进行信息活动过程中的流动特性，

信息主体在进行认知活动时，伴随其认知活动的动

态特征也没有在主体信息意识里体现出来．尤其是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信息意识问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信息意识的知识和技能方面，问卷条目的设计也仅

仅局限在信息的应用，把“信息检索”课程当作计算

机课授课，这大大违背了信息技术教学大纲的要求．
鉴于此，本人根据在信息主体与信息有关认知活

动中产生的感受，并以信息主体在此活动中产生的感

受基础为依据，按照信息主体进行信息行为时，从行

为发展变化的动态视角，将信息意识从“信息需求”

贯穿到“信息应用”共６个维度，全面阐述信息意识的
构成要素，体现意识的流动特性，将意识随主体认知

活动动态变化的特征反映出来，如下图１所示．
通过对云南省高校新生的问卷调查研究，针对

研究结果，明确当地大学生信息意识水平，分析研究

基于高校现实的计算机基础公共课程，研究培养提

升云南高校学生的信息意识的途径、方法和策略，为

科学、有目的性地制订适应云南省地方特色的本科

生信息素养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２２　问卷形式

在研究了国内外信息意识调查问卷的前提下，

构建出大学生信息意识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结合

云南省高校学生的特点，研制了符合我省高校新生

的信息意识调查问卷．
所编制问卷中的各个题目均采用里克特（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形式．被试者根据题目内容，结合自身情况，在５
个选项中选择１个进行回答．“１”表示“非常不同
意”；“２”表示“大部分不同意”；“３”表示“一半同
意”；“４”表示“大部分同意”；“５”表示“非常同意”．
２３　构建问卷框架

综上所述，问卷初步设定为６个维度，如下图１
所示．

维度１　信息需求．该问卷中的信息需求是指
人们为解决各种问题而产生对信息的需要感和不满

足感，是激励人们开展信息活动的源泉和动力［４］．问
卷中信息需求部分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１）对信息
内容的需求；２）对信息形式的需求；３）对信息源的
要求，包括信息来源范围和载体形式等．如：“我感

觉我的专业课程和我的生活密切相关．”“学习遇到
困难时，我请教别人或查找信息来获取帮助．”等．

维度２　信息获取．信息获取是人们在解决问
题时必须进行的一个动作．信息获取能力是人们处
于信息社会必备的基本信息能力之一，它是信息素

养含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５］．信息获取能力是科学
利用信息的第一步，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步骤．只有在
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资源，才能够对信息更好地利

用和创新．如：“我组合使用搜索工具来搜索我需要
的信息，包括图书馆目录和网络搜索引擎．”“我主
动留意身边的信息，如张贴的海报，网页上的附加广

告．”“检索资料时，如果搜索返回太多无关信息，我
就修改检索使用的关键字．”等．

维度３　信息评价．信息评价是指信息主体对
收集到的信息可靠性进行评价．对信息价值的辨别，
其实就在是利用基本信息的基础，对信息整理和加

工并评价信息的价值性，有价值的信息才可能产生

信息创新［６］．因此在信息评价的条目设计中，首先是
对信息源的评价，其次还可以通过对信息本身的评

价来判断信息的可靠性．如：“我如何判断信息的真
伪性．”“追踪我查找的信息及其来源，了解它们的
发展过程和最新的情况．”“在决定是否接受某一信
息时，我分别考虑其中相对合理和不合理的地

方．”等．
维度４　信息应用．大学生的信息应用应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１）信息的关联应用．信息能力的提高，
离不开信息的关联应用．信息关联是指对已掌握的新
旧信息进行关联，信息关联可以促进信息不断地创

新．２）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就是一个浩瀚
无边的信息海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繁琐无序的信

息．对信息的应用就是通过信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
评价之后，利用信息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我会把
我正在阅读的信息和我已经知道的信息进行关联．”
“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我使用网站、期刊或图

书馆来寻找相关案例或解决方法．”“我在日常学习
生活中，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情况．”等．

维度５　信息管理．信息管理是实现对信息整
理、信息评价、利用信息解决问题而对信息资源进行

开发、规划、控制、集成、利用的一种战略管理．狭义
的信息管理就是对信息加以管理［７］，这也是问卷在

信息管理维度中条目设计的主要依据．如：“我会使
用一些软件系统和工具，帮助我整理思路，组织我拥

有的信息．（例如百度文库）”“我会对作业中引用到
的观点标注来源．”“我会记录阅读材料的详细情
况，并做读书笔记．”等．

维度６　信息交流．信息交流能启发信息主体思
想，促进有关信息的关联、创新和利用．这一维度主要
完成对所创造的新信息的交流和沟通，新信息需要经

过有效的组织，才能被他人有效的接受．因此，该维度
主要考察大学新生信息交流能力和信息交流手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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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如：“当我思考我得到的信息时，我会用自己
的话陈述主要观点．”“我进行信息交流时会考虑使
用多种交流手段．（传统手段如对话、眼神；基于手机
或网络的交流手段）”“当我跟别人分享我获得的信

息时，我会考虑如何有效的阐述它．”等．
从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管理、信息应用等

６个维度设计出云南高校新生信息意识调查问卷框
架，如图１所示．

　　根据问卷的框架图和各维度的内容，设计出每
个维度的条目，判断各条目能不能测出信息意识行

为的内涵，并修改了一些可能引起歧义的语句，删除

了内容含糊的条目，整合了一些意思相近的条目，尽

量做到条目语言简洁易懂、措辞准确，初步形成云南

省高校大学新生信息意识调查问卷．

３　预试问卷的分析过程

在一个问卷正式使用之前，需要对初始问卷进

行施测．首先对形成的初始问卷进行小样本测试，初
始问卷施测后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

效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对问卷进行修改，作为编制

正式问卷的依据．
３１　预试问卷施测

选取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

玉溪师范学院 ４所高校 ６００名大一学生进行预调
查，其中文科类和理科类学生各３００名，并对被试者
情况详细记录，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　信息意识问卷施测的样本分布

项目
　　性别　　 　　民族　　 　　生源地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省内 省外

人数／人 ２３９ ３６１ ３９２ ２０８ ３３６ ２６４
百分比／％ ３９８ ６０２ ６５３ ３４７ ５６０ ４４０

３２　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对问卷的数据进行采样充足性检验（即

ＫＭＯ检验）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由此来判断问卷是
否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标
准是，若ＫＭＯ＜０５０，则该数据不适宜进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若 ＫＭＯ＞０８０，则表明该数据适合进行
因素分析．如下表２所示，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结果显示ＫＭＯ＝０８６８，表明云南高校新生信息意
识问卷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２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度量 ０８６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２０７７０６７

自由度 １８５

显著性 ００００

在正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主要采用的方

法是主成分分析法．对云南高校新生信息意识问卷
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首先抽取公因素，得到特征根

大于１的因素一共有７个，如下图２所示．通过观察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结论：在第６个因素后，碎石图的
坡度线趋于平缓的状态，在此处之后的其他因素所

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即碎石图曲线在第７个因素处
曲线变得平坦，故可抽取６个因子，这也与最初设定
的６个维度的理论构想基本吻合．［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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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卷最终确立了信息需求、获取、管理、交

流、应用和评价６个维度．
３３　信效度分析
３３１　量表的信度分析

信度（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即可靠性，云南高校新生信
息意识问卷的可信度是指该问卷调查的结果所体

现出数据整体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程度［９］．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信度系数法是进行信度分析最常用的
方法之一，最适用于态度、意见式问卷或量表的信

度分析，分半信度越高，也就证明该问卷的信度就

越好．
分别计算云南高校新生信息意识问卷及问卷的

６个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如下表３所示，初试问
卷的各维度的同质性信度在０７０８～０９２７，总问卷
信度α＝０８０３，分半信度在０７２５～０７９２，总问卷
分半信度ｒ＝０７３３．由此可见，大学新生信息意识调
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指数，各维度的项目之间也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３　各因素和总分的α信度系数

信度
各因素

信息获取 信息需求 信息评价 信息管理 信息应用 信息交流
总分

α系数 ０９１２ ０７４６ ０７０８ ０８６４ ０９２７ ０８８０ ０８０３

分半信度 ０７２８ ０７２７ ０７６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７５ ０７９２ ０７３３

３３２　量表的效度分析
问卷的效度是指该问卷结果可以反映其测量理

论的程度．云南省高校新生信息意识问卷要测量的
对象是云南高校大学新生，测量内容是大学新生的

信息意识状况，根据信息意识的标准以及大学新生

常面临的有关信息意识问题，该问卷包括了信息需

求、信息获取、信息评价等６个维度的内容，而各个
维度中的条目也是扣紧云南高校新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本课题组的专家意见，这些维度及条目基本上

可以代表本课题所要测量的内容范围．因此，云南高
校新生信息意识问卷的内容效度是有所保证的．

通过对云南高校新生信息意识问卷数据进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分析，最终确定的云南高校

新生信息意识问卷包含需求、获取、管理、交流、应用

和评价６个维度，共计２９个题目，最终形成云南高
校新生信息意识问卷正式问卷．

４　小结

信息时代要求人们具有信息意识，已成为全球

教育界的共识，因此，培养现代信息意识成为每一位

大学生的必备之需和当务之急．如何在飞速发展的
信息社会抓住时机，提升当代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我们认为必须加强我国信息素养标准的研究，从高

校信息素养教育着手，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优

化信息环境，丰富信息资源；结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

的信息素养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拓宽知识结构；激励

学生的主观潜能，增强其自学能力．
本文认为“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应该以

信息意识为核心进行课堂教学，培养大学生主动处

理信息的能力，着重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发散性思

维．计算机信息课堂比传统课堂更注重大学生创造
能力的培养，在信息进行整理管理之后进行多角度

的交流和拓展，有助于创新能力的形成．此外，“大
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还应该充分尊重个性，从

学生的差异性出发，对教学任务的设置要做到不仅

仅是知识的分层教学，还要做到对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分析，做到因材施教．
本研究在收集和整理国内外信息素养研究

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信息意识活动过程，从

信息行为发展的动态视角，将信息意识的含义从

“信息需求”贯穿到“信息交流”６个维度，全面阐
述信息意识的构成要素，构建出简洁、实用和良

好信效度的适合当代大学新生的信息意识调查

问卷，同时也为后续将要开展的制定适合云南省

特殊地方特色的本科生信息素养培养计划工作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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