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新疆高校教师信息素质现状 

  ——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 

摘要：本文针对高校教师在教学、科研活动中的信息行为进行研究，以新疆

农业大学教师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当前高校教师信息素质的现状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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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素质的提出 

早在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Paul Zurkowski在美国全国图书馆和信

息科学委员会的一份提案第一次提出了信息素质这一概念。当时他对信息素质下

的定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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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高速进步，各类信息以无法预知的速度增长，

在享受信息极大丰富和充足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海量信

息背景下，快速准确的找到所需信息。因此信息素质日益成为高校教师综合素质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有效地提高信息素质也成为教师和学校的当务之急。 

2.信息素质的研究 

2.1当前信息素质的研究现状 

当前信息素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大学生的信息素质的培养上，对于高校

教师信息素质的研究还比较少，有少量关于高校辅导员信息素质开展的研究、军

医大学青年师资信息化素养等方面的文献报道。 

2.2研究高校教师信息素质的意义 

高校教师的信息素质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到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整

体水平和发展；二是关系到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信息素质

不仅是自身能力水平的体现，还对学生的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热情有着直接的

影响。  

  从教师职业的特性看，教师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在信息社会中，一名高

素质的教师应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自己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运

用能力，这样才能将知识更好地教授给学生。 

  从教师面临的任务看，当前已进入终身教育时代，信息及信息技术已无所不

在，这就要求教师在观念、工作方法等方面必须与之相适应。现有研究结果表明

教师信息素质不仅影响自身的能力水平和知识更新的速率还会影响在校大学生

的能力水平，信息素质是具有一定传递性的。 

3.新疆农业大学教师信息素质的现状及特点 

3.1调查方法及基本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于2012年9月—10月开展，对新疆农业大学教师进行了分层抽

样调查。调查问卷涉及内容包括：教师基本信息、信息需求及信息意识、检索技

术、信息获取、信息利用和信息安全6个方面，共有29个客观题组成，题型分为

单选题和多选题。 

本次问卷发放在全校22个教学单位中选择了水利与土木工程、管理、农学、

机械交通、草业与环境科学5个学院和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共6个单位，学科类型

涉及理、工、农、文多个类型。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问卷122 份，回收率为

94%，其中有效问卷113份，占回收问卷的93%。 

调查对象中社会科学42.48%，自然科学占57.52%，男教工54人占47.79%，女



教工59人，占55.21%。参加教学科研的教工人数占到总调查人数的90.13%. 

3.2结论与分析 

1.我校教师有清晰的信息意识和明确的信息需求，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能通

过电子数据库、学术搜索引擎、专业网站、印刷文献等较多的途径获取所需信息。 

在多种获取信息的途径中学校购买的各类数据库成为了教师们教学、科研时

获取信息资源的首选。 

2.教师们在文献检索过程中运用检索技术不够熟练，检索技能有待提高。这

一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使用学术搜索引擎时仅有11.50%的教师可以快速找到所需的网页、

网站；而查找网页有较大困难的比例达到40.73%，超过总体的四成。 

第二是使用数据库检索时有39.82%的教师未使用运用二次检索、逻辑运算多

重检索等检索技能。 

第三是有32.12%的教师由于检索技能的欠缺影响到了外文数据库的使用，这

一影响因素仅次于语言所带来的障碍。 

通过分析发现部分教师在检索技能的欠缺，因此针对教师开展相应检索技能

的培训是十分必要的。 

3.在信息管理的过程中很少使用文献管理软件，在调查中仅有33.62%的教师

在日常使用过文献管理软件，绝大多数教师对文献管理软件比较陌生。在使用过

文献管理软件的教师中有65.7%的教师认为文献管理软件实用，但操作很麻烦。 

笔者认为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接触管理软件的机会太少，没

有体会到管理软件的便利之处。第二是文献管理软件多数是付费的，而目前我校

受图书经费的制约并未购买相应的文献管理软件，试用的管理软件还没用熟练就

到期不能继续使用了，这一现实打击了教师使用管理软件的积极性。第三是目前

常用的文献管理软件都是英文界面的，教师们由于受英文水平的限制影响了管理

软件的运用。 

4.教师们在选择提高自身信息素质的方式时超过50%的教师选择了在线培

训，而目前学校图书馆的培训方式中这一环是薄弱环节。 

学校图书馆当前常用的培训方式有这几种：一是安排经验丰富的馆员对教

师、学生进行培训；二是邀请数据库厂商专业讲师到校进行培训；三是从各学院

选派“信息大使”进行培训，再由信息大使进行推广培训。这三种培训，虽然很直

观，交流性很好，但是培训前的时间成本较大，培训的人员、会场确定等都需要

耗费一定时间。 

在线培训可以很好降低前期的成本，节省人力、相应提高培训效果。目前在

线培训有数据库商在网站上的推出的实时在线培训， 另一种是将各类培训课件

放在网站上，使用时没有时间限制，便于读者随时查询、使用。 

学校图书馆可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在网站上添加相应的培训课件以满足广大

读者的需求。 

4.结语 

通过分析问卷对我校教师的信息素质有了初步的判断，不难发现虽然我校教

师有较清晰明确的信息意识，但就检索技术和信息获取情况两方面来考察，广大

教师的信息素质还有待提高。 

学校有关部门应针对高校教师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和分散，不适合讲座、培训

班等集中培训的特点，选择合适、有效的方式才能扎实提升教师信息素质，也只

有充分了解当前教师信息素质的现状及问题所在才能对下一步制定培养方案提



供准确的定位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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