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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E N T S



探讨AI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挑战与研究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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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里昂宣言》为基础，结合2024年趋势报告、联合国《未来公约》等，
肯定图书馆在促进信息获取、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权等一些列方面的作用。

再次提出在知识和信息环境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变化，
促进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权，让所有人公平获取信息和知识。

呼吁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积极促进有意义和包容性信息获取
的整体框架内，支持图书馆发展。

强调信心和技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实现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潜力的关
键，应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以应对信息过载问题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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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不断消解人类工具性
价值的时代，如何通过教育
重建不可替代的认知主权？

图1 不同受教育程度成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分级占比

数据来源：2024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

教育程度与环境因素导致的能力差距凸
显了深入理解信息素养自我效能感如何
转化为数字化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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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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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讨了信息素养自我效能感如何通过多重
路径影响大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的机制。研究
基于457名高校学生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了信息素养自我效能感（ILSE）、自主
学习能力（SDLC）、知识共享意愿（KSW）
与数字化学习能力（DLC）间的关系。

信息素养自我效能感 自主学习能力 知识共享意愿 数字化学习能力



研究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七点进行测量，
对每个潜变量使用3个以上观测变量进行测量。

选择已在中国本土化的成熟量表的修订版，
并选择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维度进行测量。

共收集到589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
获得457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7.97%。

457名大学生，覆盖全国30个省份，185所高校，
人口学信息与《202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基本一致



结构方程模型数据分析结果与关键结论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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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均大于0.8。

结构方程模型（SEM）
描述性统计分析：Stata17
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Mplus8.3

测量模型评估：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判别效度分析：各构念的对角线AVE平方根
测量模型检验：四因子模型拟合指标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 RMSEA = 0.036 (<0.05)
• CFI = 0.980 (>0.95)
• TLI = 0.975 (>0.95)

• SRMR = 0.033 (<0.05)



路径1 (ILSE→KSW→DLC)： KSW作为独立中介，效应较小（0.050*），贡献度 21.65%。
路径2 (ILSE→SDLC→DLC)： SDLC作为独立中介，效应最大（0.135***），贡献度 55.44%。
路径3 (ILSE→SDLC→KSW→DLC)： 形成链式中介，效应中等（0.046**），贡献度19.91%。
SDLC相关路径合计占比：58.44% + 19.91% = 78.35%。



信息素养自我效能感对自主学习能力的驱动效应较为显著 (ILSE → SDLC, 
β=0.489)，说明ILSE 每提升1单位，SDLC 显著提升0.489单位。

自变量ILSE对因变量DLC有显著影响。这个影响一部分（约36.2%）是
直接的，更大一部分（约63.8%）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传递的。

中介作用主要通过两条核心路径实现：(1) ILSE → SDLC → DLC（最强
中介路径）；(2) ILSE → SDLC → KSW → DLC（链式路径）。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认知-能力-行为”三维体系培育构建

202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认知激活: 培养对AI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重构: 创设人机深度互动实践场景

行为转化: 推动“人-机-人”协同知识共享

构建“认知激活-能力重构-
行为转化”三维培育体系

信息素养教育是否应拓展至人工智能素养？
核心：批判性认知、人机协作

推动信息素养教育向全方位
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转型

如何构建以“个性化学习”为导向的机制？
核心：激活个体、GenAI赋能

建立以个性化学习为导向的
信息素养教育机制

如何利用社交媒体营造“知识共享”学习社区？
实践案例：微信公众号和学术智能体实践

搭建以社交媒体为知识共享
平台的学习社区







突破传统信息识别与评估的边界，
将理性认知和批判性应用纳入信
息素养培养目标，培养其在使用
技术工具时保持独立判断的能力。

打破课堂的物理界限，构建与人
工智能工具深度互动的实践场景，
通过任务设计，强化学习者在数
字环境中的自主决策与创新能力。

推动知识共享模式从“人-人”向
“人-机-人”协同转变。利用智能
推荐算法优化学习社区的知识流动
效率，结合动态评价体系激励创新。



教育创新的核心在于主体性认知的觉醒与重构

当教育从“知识传递”转向“认知激活-能力重构-行
为转化”的三维培养体系时，学习者不再是被动接受
者，而是通过自主探索、知识共创和技术赋能实现
“个体发展-社会需求-技术环境”的协同共振。

学习生态将演化为技术增强的认知实验室，而
每个学习者都将成为重构知识边界、定义未来
图景的创造主体。

学习生态的演变

本研究验证了信息素养自我效能感影响数字化学习能力
的链式中介机制，并突出了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作用。
提出构建“认知激活-能力重构-行为转化”三维培育体系。

DIGITAL LEARNING COMPETECE



期待与大家一起，共同迎接挑战，培养能够定义未来的创造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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