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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的定义与重要性

信息素养的定义

信息素养是指个体获取、评估、使用

和创造信息的能力，是现代社会公民

必备的素质。

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信息素养是个人发展、终身学习、社

会创新的重要基础，对于提高个人竞

争力、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信息素养水平整体有所提高，但地区、人群差异仍然存在，部分地区和人群信息素养

水平较低。

信息素养现状

信息过载、信息安全、信息鸿沟等问题日益突出，对个人和社会发展带来挑战。

信息素养面临的挑战

信息素养在中国的现状与挑战



研究目的
通过对近20年我国信息素养的可视化研究，深入了解我国信息素养的发展趋势、地区差异和影响因素，

为提高信息素养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意义
本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信息素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公民的信息素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人

发展。同时，对于完善信息素养研究体系、丰富和发展信息素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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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的起源与演变

信息素养起源于图书馆用户教育，旨在提高用户的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

起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素养的内涵不断扩展，从图书馆技能到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再到数字化生存能力。

演变



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引入信

息素养概念，并在高校图书馆开

展信息素养教育。

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信息素养教育逐渐受到重视，

相关课程和培训逐渐增多。

深化阶段

进入21世纪，信息素养教育在中

国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普及，成为

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信息素养的发展历程



信息素养的未来趋势

信息素养将与更多学科领域融合，如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形成跨学科的信

息素养教育体系。

跨学科融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素养将更加注重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提高用户

在智能化环境下的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

人工智能与信息素养

数据素养将成为信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用户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获取、处理

和分析能力。

数据素养与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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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调

查数据等，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和数

据源。

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去重、分类等

处理，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处理

数据来源



VS

常用的可视化工具包括Excel、Tableau、

Power BI等，这些工具提供了丰富的图

表类型和可视化效果。

可视化技术

包括数据可视化、信息图、交互式图表等，

能够将数据以直观、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可视化工具

可视化工具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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