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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
了学术研究的环境与方式。信息的海量增
长、传播速度的大幅提升以及获取渠道的
日益多元化，对本科生的学术信息素养提
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这种要求不仅
体现在信息获取、评估、整合、应用等基

本能力上，还涉及到学术伦理意识的强化。

如今，本科生需要从繁杂的信息源中精
准、高效地获取所需学术信息，这绝非

易事。同时，面对大量参差不齐的信息，
必须具备敏锐的评估能力，辨别其真伪
与价值。在整合信息时，要能将不同来

源、类型的信息有机融合，形成有逻辑、
有条理的知识体系。而学术伦理意识的
培养，能确保学生在学术活动中遵守道
德规范，杜绝抄袭、剽窃等不当行为。

数智时代对学术信息素养的挑战



在平时培训工作、文献检索课堂及实际调研中发现，本科生在检索、评价
及应用学术信息时，缺乏系统性的方法和思维。许多学生在面对学术问题
时，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检索工具和关键词，导致检索结果不理想。在
评价信息时，往往缺乏批判性思维，容易盲目接受信息，而不考虑其可靠
性和适用性。

部分学生还存在认知偏差，对学术信息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本科
阶段无需过多关注学术研究和信息素养的培养。此外，技术能力不足也是
一个普遍问题，如在使用专业文献数据库、数据分析软件等方面，表现出
操作不熟练、应用能力欠缺等情况。

本科生学术信息素养现存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揭示影响本科生学术信息素养的关键
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培养策略，这对高校推进数
智化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深入了解
学生的信息素养现状和需求，高校可以优化课程设
置、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培养出更适应数智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研究意义

本次研究以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来自浙
江省多所高校，涵盖了不同年级及专业，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通过对他们的调查分析，能够全面、
准确地了解本科生学术信息素养的整体状况和差

异，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提供有力支撑。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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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政策与标准演进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

2015年，美国大学与图书馆协会提出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涵盖权

威构建、信息创建、信息价值、探究式研究等六个维度；

2018年，国际图书馆协会发布《全球愿景报告》，强调图书馆在数字时代需

不断适应和支持学习。

2018年，中国高校图工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

指导意见》

2024年，美国数字承诺组织（Digital Promise）发布《人工智能素养：理解、

评估和使用新兴技术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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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重点与实证发现



尼日利亚大学生在信息组织和整合方面表现较好，但在避
免抄袭和正确引用上能力不足。
德国大学本科生在信息寻求策略的实验表明，使用过高级
检索技能的学生不会回到只使用维基百科或谷歌的状态。

学术信息素养水平跨国家差异

牛津大学因学术剽窃行为被查处的学生人数近年来达
到新高。
墨西哥CETYS大学的研究表明，学术诚信教育的缺失是
学术不端行为高发的主要原因。

学术不端问题

国外研究重点与实证发现



关于高校学生群体的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学术信息知识和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中低程度人数较多。
例如，江苏、河北、广东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高校学生学术素养水平整体仍不容乐观。

国内研究聚焦与实践探索

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
多项不同的研究表明，学术信息素养的培养受到学习兴趣、自我效能感、信息技术环境等多因素
的影响。



武汉大学：课程嵌入式教学，显著提升了学生
的文献检索和信息处理能力

南京审计大学：真人图书馆和元素养教育，探
索跨学科、跨领域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国内研究聚焦与实践探索

香港、台湾等地区的高校：学术训练营、数据可视化与批
判性思维结合的课程设计等，提升学生的学术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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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8个关键维度展开，全面深入地探究本科生学术信息素养
的影响因素。这8个维度包括认知偏差、个人心态、学习兴趣等。
每个维度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学生在学术信息素养形成过程中的特
点和问题。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设计基于五点李克特量表，
以测量学生在各维度上的态度和能力水平。共回收有效问卷602份。

研究维度与方法



分析工具与方法

运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
计、相关性分析和因子分析。描述性统计用于总结学
生在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相关性分析用于探讨各维
度之间的关联性；因子分析用于提取影响学术信息素
养发展的关键因素。此外，针对部分开放性问题，采
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总结。

信效度检验结果

问卷的信度通过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结果显
示整体信度为0.892，各维度信度均在0.75以上，表明
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效度检验采用KMO检验
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04，
Bartlett检验显著性为p<0.001，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良
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数据分析工具与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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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的本科生学术信息素养总体平均得分为153.86，标准差为17.92，表明学生
整体学术信息素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总体得分情况

优势维度：
学习效用维度表现突出，平均得分达到4.05，其中64.5%的学生得分≥4。
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维度也较为出色，分别有49.7%和47.8%的学生得分≥4。

短板维度：
认知偏差维度是明显的短板，平均得分仅为2.08，高达63.8%的学生得分≤2。特别是
对于“本科无需过多关注”这一观点，平均得分达到2.19。
在信息技术使用能力方面，虽然学生对传统搜索引擎的熟练程度尚可，达到52.8%，
平均得分3.85，但在生成式AI工具和文献管理工具的运用上较弱。

优势与短板维度

总体水平概览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多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学习兴趣与学习效用之间的相关系数r=0.61，p<0.01。
信息技术使用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的相关系数r=0.68，p<0.01。
学术氛围与学习兴趣的相关系数r=0.50，p<0.01。
个人心态与学习疲劳的相关系数r=0.58，p<0.01。

认知偏差与学习效用（r=- 0.45，p<0.01）、自主学习能力（r=- 0.37，p<0.01）
呈现显著负相关。
学习疲劳与学习兴趣（r=- 0.27，p<0.01）、学习效用（r=- 0.22，p<0.01）呈负
相关。

正相关关系解读 负相关关系解读

相关性分析结果



经过因子分析，提取了4个关键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达68.1%。
学习动机因子解释方差22.3%，主要包含学习兴趣、学习效用，这些因素
反映了学生对学术学习的内在动力和对学习价值的认知。
心理状态因子解释方差20.8%，涵盖个人心态、学习疲劳、认知偏差，体
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认知特点。
能力支持因子解释方差16.7%，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信息技术使用能力，
代表了学生在学术学习中所需的能力支撑。 
外部环境因子解释方差8.3%，主要指学术氛围，反映了外部环境对学生
学术信息素养的影响。

提取因子及解释方差
因子间的交互关系揭示了学术信息素养发展的制约机制。 
心理状态中的学习疲劳和认知偏差对学习动机和能力支持具有抑制作用。
信息技术使用能力不足，如仅有27.4%的学生熟练掌握AI工具，会加剧学
生的心理压力。

因子交互效应分析

因子分析结果



不同年级的本科生在学术信息素养上存
在明显差异。
例如：
高年级（3 - 4+年级）学生在认知偏差维
度的平均得分1.98，低于低年级的2.15。
在学习效用维度，高年级学生平均得分
4.15，高于低年级的3.98。

年级差异表现
文科学生在学习兴趣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平均得分3.71，高于理工科学生的3.61。
理工科学生在信息技术能力方面更强，
平均得分3.52，高于文科学生的3.33。

专业差异表现
GPA高的学生在所有维度都优于GPA低的学
生，且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p<0.01）。
以学习效用维度为例，高GPA学生平均得分
4.14，而低GPA学生仅为3.89。

GPA差异表现

差异性分析结果——年级、专业与GPA差异



低GPA组学生的学习疲劳感更强，平均得分为2.71。其中，28.7%的学生表示学习
疲劳导致学习效率明显下降，平均得分2.84。这说明学习疲劳对低GPA学生的学
习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学习困难、压力过大等原因导致他们更容
易感到疲劳，进而影响学习效果。

低GPA组学习疲劳状况

学习疲劳与群体特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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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心理状态：
艺术疗愈融汇沉浸式教学

强化能力支持：
技术工具助力反思性成长

激发学习动机：
探险任务链接成果共创

培养策略

完善外部环境：
学术生态衔接资源网络

学术信息素养故事坊；学术心灵驿站 ；学术道德融入沉浸式教学 

智能学术助手；学术能力云舱；学术思维训练营

学术探险地图；成果共创空间；学术星火节

学术生态圈；学术传灯计划；动态资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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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水平与制约因素

四因子模型与培养策略

理论与实践贡献

研究结论总结



01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样本仅局限于浙江省的本科生，虽然选取了多所高校、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学生，
但仍无法完全代表全国本科生的情况，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的地域限制。此外，数据收集主要依赖学生
的自评，可能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数据的准确性存在一定偏差。

研究局限性分析

02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扩大样本范围入手，涵盖全国不同地区的本科生，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适用性。
同时，可以结合行为追踪等方法，对学生在实际学术活动中的行为进行观察和分析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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