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9 93 1

特
載

參加「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

國際研討會」有感
鄧鈺璇

92年10月23日第三屆「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熱

鬧展開，本次研討會由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逢甲大學圖書館、中華資訊素養學

會、中國圖書館學會及國家圖書館主辦。會中邀請國內外不同教育社群的學者、實務工作者演

講，並由各級學校教師分享有關資訊素養的教學經驗及具體做法。此次研討會的主題為「資訊

素養的教學典範」，探討資訊素養在各級教育社群中的具體做法及相關議題探討。以下就筆者參

加部分場次所聽到的內容與心得和讀者分享。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對「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定

義為：一個人具有能力知道何時需要資訊，且能有效地尋得、評估與使用所需要的資訊，最後

成為一個學會如何學習的人，也就是為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er）做好準備。（註1）現今資訊

與通信科技的進步，使得各種形式的資料、訊息傳播非常快速。為適應資訊社會，除了擁有傳

統的素養（聽、說、讀、寫的能力）之外，更應提升個人自學能力，也就是以「資訊素養」為

基礎，能夠不斷地自我學習。在日常生活中，過多的資訊會使我們無所適從，若能了解所需的

資訊、掌握資訊、獲取資訊進而將其充分運用，便能使學習的成效加倍。「資訊素養」是資訊

社會中必備的能力，因此，培養國人具備相關知能實為一重要課題。

政府在民國83年推展「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為臺灣建立資訊流通的基礎建設，並於民國86

年實施「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顯示政府在科技進步與全球資訊化的世代裡，不僅要提升國

家競爭力，亦非常重視國民的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教育。建立資訊素養的基礎以各級學校為起

點，社區教育則視為終身學習的途徑。創造學習的環境並不困難，重點是在於有關資訊素養教

育的規劃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目前從中、小學到大學的課程中不難發現，有關網路及電腦的教學內容越來越多，而一般

科目也以電腦和網路做為輔助的教學工具。除了訓練學生的電腦技能之外，是否能真正加強學

生對資訊掌握及應用的能力則不得而知。因此，真正的資訊素養教育並不只是教導學生如何操

作電腦或是如何上網，而是訓練其對資訊的敏銳度，以及是否知道自己的資訊需求？應該應用

什麼策略來尋找所需之資訊？找到之後該如何分辨、分析、綜合及使用這些資訊等。若能確實

掌握這幾點，再運用電腦網路的技能，學習的成效將比單純地背誦、記憶的效果更佳。

國外資訊素養的學校教育行之有年，而國內在不斷的研究與試驗中也有不少的成果，並大

多給予肯定的看法。教師在課程內容中安排主題，讓學生在課堂中討論，引導學生在學習的過

程中能夠主動發現問題進而著手解決。另一方面，鑑於圖書館蘊藏著大量且豐富的資源，是故

圖書館員在資訊素養教育中便成為輔助教學以及資源提供者，但前提是圖書館員和教師在學科

領域不同的限制下，需要互相配合並了解雙方的供需，才能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品質，達到

提升資訊素養的目標。

電腦軟硬體對於教學是一種工具，目前教育工作者致力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就是不讓

這些「資訊科技」只是單純一項工具而已，而是希望深化其對教育的意義。他們嘗試在各種教

學情境與模式下，藉由資訊科技來建立更完備的資訊素養教育基礎，利用教學系統來整合各種

媒體資料，進而與網際網路結合產生遠距教學的學習方式，讓學習延伸到課堂之外。國內學者

不斷地在教學系統上作改進，會中所提到的適性化及知識管理導向的教學系統，都是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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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來彌補在一對多的教學方式裡，每位學習者的需求及程度的差異。學習過程中所產生

的文件或知識都將透過系統保留下來，可做為未來學習者參考的資料。

在資訊社會的時代中，為讓每個人都能擁有了解自身資訊需求、掌握資訊動向及充分利用

資訊的能力，圖書館扮演推廣資訊素養的角色，與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共同將資訊素養的理

念植入國民的生活當中，培養國民終身學習技能，而政府係以學校教育做為基礎，並積極地推

展資訊教育，與社區資訊素養計畫，期能透過社區教育延伸學習，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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