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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with the spread of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school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have delayed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taking the form of online teaching, and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slogan of “no suspension of classes”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s also attracted wider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is stage, and to 
initially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iterary industry,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engdu, China, based on the basic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of Chines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survey found tha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erformed relatively well in terms of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morality and law, while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knowledge and ability still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level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ir language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deepen the home-school co-education model and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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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中国各级各类学校都纷纷延迟开学，采取在线教学的形式，积极落实教育部所
提出的“停课不停学”的口号。在此背景下，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也引起了各界更为广泛地关注。为了解现阶段中小学生的
信息素养水平，初步探究其与语文学业成绩的关系，论文根据中国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估的基本框架，对中国成都市内中小
学生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在意识与认知、道德与法律层面表现相对较好，而应用与评估、知识与能
力层面还有待加强，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与其语文学业成绩显著相关。根据调查结果，论文也提出相应的建议：注重中小学
生信息素养的全面提升，深化家校共育模式，探索信息化背景下教与学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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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由此带来的生产、生活以及学习等方面

的变化促使术语“信息社会”及“知识社会”的产生。教育

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要达到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先进水平就

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2019 年 2 月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

《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中明确强

调要积极推进“互联网 + 教育”，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和引领

教育现代化 [1]。近年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进一

步发展，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在延迟开学的同时也在积极落实

教育部所提出的“停课不停学”的相关要求 [2]，充分运用有

线电视网络和互联网等技术搭建云课堂，为学生居家学习提

供便利。在此背景下，中小学生自身的信息素养水平也成为

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在 2017 年，中国颁布的新课程标准中着重强调了要积极

利用信息技术以及各种资源和机会，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文

能力 [3]。语文学业成绩是语文能力的部分展现，尽管此前一

些国际研究发现了学生的数学成绩与其信息素养有关 [4]，但

从中国国内来看，对信息素养水平与语文学业成绩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的内容相对较少。基于此，论文主要结合国际学

者的相关研究，对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重

新整合，通过问卷调查法对中国成都市内部分中小学生的信

息素养水平、语文学业成绩进行调查与分析，并初步探究二

者间的关系。结合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及对语文

教育的思考，从促进学生信息素养全面化、深化家校共育模

式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促进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

以及语文教育的发展。

2 中国信息素养水平与语文学业成绩的有关

研究

信息素养作为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都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

入发展，未来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教育形态也将发生更为

深刻的变革。而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学业成绩作为语文能

力的展现面之一，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此，

中国也有必要进一步地思考高水平的信息素养是否能提升高

水平的语文学业成绩。

2.1 信息素养及中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2.1.1 信息素养的内涵

1974 年，“信息素养”一词的概念由美国信息产业主席

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首次提出，他认为信息素养

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和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5]。而后的

发展过程中，教育科学领域逐步建立起了对其更加全球化的

定义即“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在何处定位信息，如何评估其

实用性以及如何根据当前的问题使用信息 [6]。”相比于国际

社会，中国信息素养的相关研究发展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其

概念才被逐渐引入，中国学者王吉在对信息素养进行阐述时

认为信息素养是可以通过教育所培养的，在信息社会中获取、

利用和开发信息等方面的修养和能力，包含信息意识与情感、

信息伦理道德、信息常识和能力等多个方面 [7]。此外，中国

学者陈维维和李艺也对其定义进行了相关阐述 [8]。随着网络

信息资源的激增以及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素养的内涵

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其在教育领域的地位与意义也得到了显

著增强。2017 年 1 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对学生科学素质、信

息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9]。同年 9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

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注重培养支撑终

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其中认知能力层面就包

含了信息加工素养 [10]。而在 2018 年，中国教育部印发的《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

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目标之一即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

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 [11]。除此以外，中国还相继出台了多项

相应的发展规划和课改政策，充分肯定了信息素养对当代学

生的意义与价值。

2.1.2 中国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结构研究

就中国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在研究初期，目光更

多的聚焦于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信息素

养研究相对有限；从评估指标的横向维度来看，由于不同学

者所处角度不同，在评估标准的看法上也存在着一定差异。

中国学者陈东毅等在南京市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的调查中主要

涉及了信息维度、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媒介素养以及

信息伦理道德等 5 个方面 [12]。而针对中国西北地区中小学生

信息素养的调查研究，王海燕等主要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

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道德 4 个方面入手展开 [13]。此外，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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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如石映辉、彭常玲等从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科学

知识、信息应用与创新以及信息道德与法律 4 个维度构建了

中国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14]。尽管不同的学者进

行架构时所立足的角度不同，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信息素养

涵盖了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方面。

2.2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估框架的整合

结合国际学者的相关研究，根据《中小学生信息技术课

程指导纲要（试行）》所指出中国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目标等 [15]，

以此形成了包含 4 个一级指标，即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知

识与技能、信息应用与评估、信息道德与法律在内的各维度

评估框架（如表 1 所示）。

表 1 信息素养各维度评估框架

信息意识与认知

◆意识到信息对于日常学习、生活等领域的

重要性

◆了解信息源并掌握其所需要的信息

◆知道运用各种方法通过数字资源等获取

信息

◆知道如何提取、管理信息及信息源

信息知识与能力

◆了解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通讯等的基

础知识

◆能够对信息进行有效加工与处理，综合已

有信息，能对新旧信息加以对比分析，设计

开发新的信息

◆能对各种硬件软件进行安装管理，熟练数

字设备基本的操作技能

信息应用与评估

◆能够运用各种数字化资源、工具等对学习

提供必要支持，对实际生活出现的问题加以

解决

◆了解信息评估标准，制定并应用初始标准

以评估信息及其来源

◆重视所获得信息的有用性和相关性，并对

其程度进行相关评估

信息道德与法律

◆了解并遵循信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道德与

行为规范

◆自觉遵守有关信息资源访问和使用的法

律，法规

2.3 语文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

语文学业成绩是语文能力的部分展现。在语文教育中，

通过对学生语文学业成绩的测评，教育者也能更好地了解到

学生在语文学科中的表现，进一步把握学生现有的语文学科

素养水平、学习语文学科的方法等。

2.3.1 相关因素研究

中国有关语文学业成绩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关系探究层面，

语文学业成绩是多种因素综合的最终结果。在科学研究中，

我们可以找到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入手而进行

的有关学业成绩相关因素分析的各种研究。其中，多种因素

都证明与语文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

首先，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启蒙教育地，在学生的发展

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家庭中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职业等多重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关

于此类因素，众多学者在教育科学、教育学报等进行了研究

分析。其次，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有目的性的社会活动，

校园中的各环节也与学生的学业成绩息息相关。在学校因素

中，我们可以考虑到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学校课程、学校

系统评分标准，校园文化的氛围、师生关系等。最后，就社

会因素来说，尽管相较于家庭、学校因素，此类研究范围不

是特别广泛，但结合相关参考文献，我们也可以考虑到社会

文化氛围、社会支持等。

而关于个人因素即受教育者自身，更多主要指向学生固

有的特征，如性别、智力或与年龄相关的背景问题，或与情

感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学习策略等能力层面有关的更多

因素。参考与学业成绩有关的文献，中国学者王纬虹、段继

扬等都在其研究中发现了包括智力、创造性思维等因素与学

业成绩之间的的相关关系 [16]。除此以外的其他方面，也有许

多学者进行了相应探究。但就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与语文

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探究而言，此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有限。

2.3.2 有关测评研究

关于语文学业成绩的测评研究，不同学者研究角度不同，

其测评与收集方式也略显差异。中国学者魏秀超、张英锋在

对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归因方式与语文成绩进行关

系研究时，针对语文学业成绩的测评，主要取近两次考试平

均分为准 [17]。而中国学者王纬虹等在相关研究中主要采用教

学大纲编制的“学科知识技能标准测查”框架，进行命题测

试 [18]。此外，中国学者云肖 [19]、杜艳芳 [20] 等对于语文学业

成绩的测试主要以学生在校期末考试为准。

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提出如下假设：中小学生的信息素

养与其语文学业成绩显著相关。

3 调查研究方法

3.1 调查研究对象

调查研究预测对象选定为成都市内的部分中小学生，以

非概率抽样的形式获得样本，样本由 130 名学生组成。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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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施测阶段，最终样本由 347 名学生组成。

3.2 调查研究工具与预测

根据信息素养指标含义的理解及相关文献中对信息素养

调查方案的设计，论文主要运用中国学者设计开发的用于评

估中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评估工具，即《中学生信息素养水

平评估问卷》中的测试题 [21]。由于原评估问卷中的题量对于

中小学生来说可能较大，考虑到学生日常的语文学习状况和

对问卷试题的认知理解与接受能力，结合相关专家学者的建

议，对原试题的维度进行了重新整合，形成了共 14 题的问卷，

仍采用原 5 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设计。

经过预测，最终问卷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

小学生的基础信息，包括学生性别、所处年级段、就读学校

地址所在地、语文学业成绩、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其中，

成绩的数据源主要采用学生在 2019—2020 年度上半学年期末

语文成绩，此次考试由成都市中小学教研室统一命题，试卷

信度、效度较高。第二部分则为信息素养的有关测试题（如

表 2 所示）。

表 2 信息素养测试题具体说明

维度 题数 题目

信息意识与
认知

3

Q1: 我能够联系生活实际，认识到信息对学习
和生活的重要作用

Q2: 我可以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发觉很多有
用的信息

Q3: 我通常能够描述出我所需要信息的性质或
大致范围

信息应用与
评估 4

Q4: 我可以利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独立
地开展学习

Q5: 当学习和生活中需要查阅信息时，我能够
马上想到上网查询

Q6: 我通常会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去
网上查询我所需要或感兴趣的信息

Q7: 我会尝试利用各种信息去解决学习和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信息道德与
法律 3

Q8: 我会避免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
设备

Q9: 我能够自觉抵触网络上的垃圾信息或有害
信息

Q10: 我不会去浏览网络上的不良信息

信息知识与
能力 4

Q11: 我喜欢用我自己已学会的软件去制作一
些有趣的数码作品

Q12: 我能在综合大量网络信息的基础上，形
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

Q13: 我可以自信地在新的环境或不熟悉的环
境中应用我的信息技能

Q14: 我可以综合运用多种信息化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1）信度分析。为考察其试题信度，研究采用了最常用

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方法来进行检验。最终结果显示，该测试

题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83（如表 3 所示），说明该试题问

卷的信度非常好。

表 3 问卷信度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883 .888 14

（2）效度分析。效度是测量的有效性程度，用于评估效

度的指标有多种，研究主要是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国际研

究者曾指出关于因子分析的重要指标，其中包括了测试题的

因子载荷量、研究变量的复合信度以及平均方差萃取量 [22]。

一般来说，因子载荷量的值必须大于 0.50[23]。复合信度应高

于 0.60，而平均方差萃取量表明有多少来自于测量误差，应

大于 0.50[24]。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测试题进行因子分析，结

果分析以下所示（如表 4 所示）。

表 4 因子分析

维度 题项 因子载荷 复合信度
平均方差萃

取量

信息意识与

认知

Q1 .818
 0.870  0.690Q2 .844

Q3 .830

信息应用与

评估

Q4 .746

0.850 0.588
Q5 .806
Q6 .823
Q7 .683

信息道德与

法律

Q8 .625
0.808 0.588Q9 .877

Q10 .777

信息知识与

能力

Q11 .580

0.880 0.658
Q12 .870
Q13 .889
Q14 .865

根据表 4，我们可以发现各测试题题项的因子载荷量均

在 0.50 以上，并且除了题项 Q11 的因子载荷量在 0.58 以外，

其他题项的因子载荷量均在 0.62 以上。各研究变量的复合信

度均大于 0.80，平均方差萃取量都超过了 0.58，分析结果表

明该测试题具有较好的效度。

3.3 调查研究程序

调查研究问卷主要以问卷星的形式在网上发放。发出调

查问卷 408 份，无效问卷 61 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347 份。

有效回收率约为 85%。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2.0 软件包进行统

计分析。

4 调查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基础信息

为了清晰地了解到最终有效问卷中作答学生个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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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情况，现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呈现（如表 5 所示）。其中，

男生 143 人（41.2%），女生 204 人（58.8%）；小学生 105

人（30.3%），初中生 99 人（28.5%），高中生 143 人（41.2%）；

就学校所在地而言，位于农村地区有 81 人（23.3%），县镇

地区有 124 人（35.7%），城区有 142 人（40.9%）。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男女生性别、学段还是其就读学校所

在地，样本的比例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定保证，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

表 5 作答学生个人的基本信息情况

性别
男生 143 人

（41.2％）

女生 204 人

（58.8％）

所处年级段
小学 105 人

（30.3％）
初中99人（28.5％）

高中 14
（41.2％）

就读学校地址

所在地

农村 81 人

（23.3％）

县镇 124 人

（35.7％）

城区 142
（40.9％）

另外，下表显示了作答学生的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根据调查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其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

似乎与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某种一致性（如表 6 所示）。

将这些信息整理形成堆积柱形图（如图 1 所示），我们也可

以了解到父母的综合受教育程度。

表 6 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单位：%）

未接受过教

育

小学教育程

度

中学教育程

度

大学及以上的

教育
父亲 2.3 23.9 54.8 19.0
母亲 4.9 30.3 45.5 19.3

图 1 父母的综合受教育程度

4.2 信息素养水平

对于信息素养水平的调查研究结果，为了使数据更为清

晰可见，研究主要以两个部分进行呈现：一则为统计结果的

占比分析；二则为描述性统计分析。

4.2.1 统计结果的占比分析

根据 347 份有效问卷的作答，研究对中小学生信息素养

水平进行了结果占比分析（如表 7 所示）。在信息意识与认

知层面，绝大多数中小学生能够意识到信息在学习和生活等

其它领域的重要性（80.69％），能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发

觉有用信息（81.84％），描述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76.37％）。

总体来看，成都市内的部分中小学生信息意识比较强，对信

息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但仍有部分学生的信息意识与认识水

平还需加强。在信息应用与评估层面，74.93％的学生能利用

现代电子设备独立展开学习，81.55% 的学生能够在查阅信息

时，立刻借助于网络，并且查到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信息人

数占比 85.01％，将这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我们可以初步了

解到网络信息、现代电子设备等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的

巨大支持。而在实际尝试解决问题方面，尽管绝大部分学生

能尝试利用各种信息去解决，但仍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学生在

这方面水平有限。就信息道德与法律层面而言，根据调查结

果我们可以了解到 84.44％的中小学生能够自觉地抵触网络的

不良信息，88.47% 的学生不会去浏览，但仍有部分学生对此

表示不确定，经过一些个别访谈，我们可以了解到部分中小

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接触还不是特别充分，

加之认知与理解水平相对有限，因此对于某些不良信息的判

断可能还存在误区，其未来对于信息的甄别判断能力还有待

提升。信息知识与能力层面，问卷中主要包含学生对信息的

加工处理以及一些软件、信息技能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操作。

中小学生在运用软件去制作一些作品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对于信息的综合加工、形成自己独特观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

表达而言，占六成以上的中小学生在这些方面能够达到一定

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在调查结果中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在这

一层面的问题回答上都持不确定的态度，具体的原因而言也

值得我们进一步考究。

表 7 信息素养水平调查统计结果占比 %

完全

不符合

基本

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

符合
完全符合

信息意识

与认知

Q1 1.73 0.86 16.71 48.70 31.99
Q2 1.15 1.73 15.27 44.38 37.46
Q3 0.58 2.88 20.17 48.99 27.38

信息应用

与评估

Q4 2.88 7.20 14.99 46.69 28.24
Q5 2.02 3.17 13.26 44.09 37.46
Q6 2.31 3.46 9.22 43.80 41.21
Q7 0.86 4.03 18.73 49.86 26.51

信息道德

与法律

Q8 5.19 12.10 28.24 34.01 20.46
Q9 1.44 5.19 8.93 31.70 52.74
Q10 3.17 1.44 6.92 22.19 66.28

信息知识

与能力

Q11 14.99 14.12 26.80 27.38 16.71
Q12 2.88 6.05 23.34 42.94 24.78
Q13 2.31 6.92 26.80 41.21 22.77
Q14 2.88 5.48 25.07 44.09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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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表 7 中，测试题统计最终结果经四舍五入法处理，同意保留

小数后两位百分比。）

4.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采用 SPSS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如

表 8 所示）。各标度分别为：信息意识与认知（0-15 分）；

信息应用与评估（0-20 分）；信息道德与法律（0-15 分）；

信息知识与能力（0—20 分）。通过这些变量的平均值，我们

可以初步解释被试者在每个维度都较为成功的回答了测试问

题的一半以上。此外，结果显示各维度的标准差较小，较为

稳定。就峰度和偏度来看，标准误差都较小，在某种程度上

也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8 信息素养水平描述性统计分析

个案

数统

计

最小

值统

计

最大

值统

计

平均

值统

计

标准

差统

计

偏度 峰度

统计
标准

误差
统计

标准

误差

信息意

识与认

知

347 3.00 15.00 12.233 2.033 -.542 .131 .722 .261

信息应

用与评

估

347 4.00 20.00 16.173 2.775 -.814 .131 1.220 .261

信息道

德与法

律

347 4.00 15.00 12.285 2.248 -.948 .131 .775 .261

信息知

识与能

力

347 4.00 20.00 14.504 3.315 -.455 .131 .425 .261

（注：在表 8 中，平均值统计、标准差统计二者的最终值经由四舍五

入处理，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4.3 语文学业成绩

为深入了解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语文成绩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中，我们在问卷的基础信息部分对其学业成绩进行了

调查统计，数据源主要以学生在 2019—2020 年度上半学期期

末语文成绩及其所在班级的期末语文平均分为准。为增强数

据的可靠性，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对被调查者给

予了相关说明。

就语文学业成绩的调查结果来看，小学阶段均分为 97.5

分（满分 100 分），初中阶段均分为 75.5 分（满分 150 分），

高中阶段均分为 110 分（满分 150 分）。对其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如表 9。在表 9 中，中小学生语文学业成绩的均

值在 92.028，此外，中小学生语文学业成绩的标准差统计值

较大，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语文总分等存在差异，所

以大部分数值与平均值之间的额差异较大。峰度和偏度中，

标准误差较小，样本的代表性较好。

表 9 语文学业成绩描述性统计分析

个案数

统计

平均值

统计

标准差

统计

偏度 峰度

统计
标准

误差
统计

标准

误差
语文成绩 347 92.028 15.103 -.153 .131 1.429 .261

（注：在表 9 中，最终结果经四舍五入法处理，同意保留小数后三位。）

5 讨论与结论

语文是一门社会性人文学科，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语文学业成绩是语文能力的体现

方面之一，在前文我们也指出了学业成绩的综合影响因素。

根据研究的调查结果，在对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后，我们采用

SPSS 软件对 347 名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与语文学业成绩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究（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水平与其语文学业成绩的相关系数

（N=347）

语文学业成绩
信息意识与认知 .105*
信息应用与评估 .188**
信息道德与法律 .209**
信息知识与能力 .222**

（注：* 表示 P<0.05，相关性显著；** 表示 P<0.01，相关性显著）

表 10 显示，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业成绩与信息素养各维度

得分之间呈正相关，这一点与国际研究结果是较为一致的。

此外，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业成绩与信

息素养各维度的相关性也有所不同。其中，信息意识与认知

与语文学业成绩相关系数 0.105 在 0.05 水平上显著（r=0.105，

p<0.05）；信息应用与评估与语文学业成绩相关系数 0.188

在 0.01 水平上显著（r=0.188，p<0.01）；信息道德与法律与

语文学业成绩相关系数 0.209 在 0.01 水平上显著（r=0.209，

p<0.01）；信息知识与能力与语文学业成绩相关系数 0.222 在

0.01 水平上显著（r=0.222，p<0.01）。同时，表 10 显示，中

小学生的语文学业成绩与信息应用与评估、信息道德与法律、

信息知识与能力的相关程度要高于与信息意识与认知的相关

程度。就四个维度而言，信息知识与能力和学生的语文学业

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尽管，研究中二者的相关关系不

等于因果关系，但也不排斥因果关系的存在。中小学生的信

息素养水平是否会在一定程度对其语文学业成绩起着制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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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也值得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此外，学生信息素

养水平与语文学业成绩的显著相关的事实，也可能是其信息

素养对语文学业成绩的某种制约或促进作用影响的，从整体

上以及未来长远发展来看，我们可以考虑中小学生的信息素

养水平是影响其语文学业成绩的因素之一。

另外，调查还显示不同性别、不同学校地域的中小学生

在信息素养水平上是存在差异的。在中小学阶段，男生的信

息素养水平比女生略高，而就其学校的地域来看，城区就读

的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比县镇与农村就读的学生的信息素养

水平更高，县镇与农村的学生信息素养水平的差异不是特别

显著。结合中国的国情，不同地域间在网络信息资源、数字

设备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影响到不同学生的信息

素养水平。

值得提出的是，中小学生语文学业成绩及其班级平均分

的调查部分采用的是填空题的形式，尽管最大程度上对被调

查者进行了相关说明，但还是不能排除主观因素影响下其成

绩的实际真实程度，故需要更加严格的研究并对此加以检验。

另外，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面向的是成都市内的中小

学生，上述讨论和结论的适用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的考量。

6 建议

信息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之一是知识更新速度加快，

未来人类面临的任务更多的是学会学习，学会合理地利用互

联网等方式来满足所需。而再此过程中，信息素养也将起到

更为重要的作用。疫情期间，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践引起了

国际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展现了中国中小学生现有

的信息素养水平。尽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以成都市内的中

小学生为例，但从总体上来看，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为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以及语文教育

的发展，现结合调查现状，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6.1 要注重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的全面提升

调查研究中，中国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在各层面呈现

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同时结合当下的疫情，我们也关注到了

部分学生在辨别疫情信息真伪时评估能力方面的不足之处，

阅读网络信息时往往只理解字面意思，而不去探究信息是谁

说的、在哪儿说的、说法的凭据等，因此不仅要看到学生信

息素养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要关注到不同层面的

提升空间有所不同，要深度培养学生甄别信息的能力、深化

学生对社会道德与行为规范的认识与理解，促进其信息素养

水平的全面提升。

6.2 深化家校共育模式，探索信息化背景下教与学方

式的转变

每一个孩子的学习与成长都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孕

育。在 21 世纪的今天，信息化社会对学生的信息素养水水平

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家庭与学校作为学生成长的强大助

力，也要充分发挥双边作用，形成家校共育新风尚。

6.2.1 学校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对信息的敏感性、对信息的应用评

估等多方能力都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此次疫情下，

在线教学也对教师自身的网络教学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

此要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有必要形成一支高水平的教

师骨干队伍。

要加强对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视，正确地引导学生对信息

技术课程的认识，积极探索实践中包括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模

式等在内的各类应用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可开发的信息

化和数字化学习资源，及时调整原有的教学计划与课程方案。

此外，创设一定的环境，开展各类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信

息素养。

就语文教育而言，要把握好信息化与语文教育之间的关

系，有效借助现代数字设备和新型技术等，积极探索基于网

络的教育教学改革，整合线上线下的教育资源，促进语文课

程的开发与课堂教学设计，使学生能够高效地参与到语文学

习的过程当中。勤于思考、乐于探究、富于积累，不断提高

语文核心素养与基础能力。

6.2.2 家庭教育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互联网等的应用既有正面的作用也

有负面的影响，在防疫工作的特殊时期，促进孩子的居家学

习也成为了每个家庭成员所要肩负的使命。家庭教育中家长

要转变传统的负面观念，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使用手机、电脑

等现代设备，促进孩子的自主学习。同时，家长也要意识到

信息与知识的获取不仅局限于书本，要积极与孩子进行沟通

交流，帮助其精选适合终身发展的知识与技能，促进每一个

孩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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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信息素养对于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都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论文基于国际学者

的相关研究，对信息素养的评估框架进行了重新整合，主要

包含四个维度：信息意识与认知、信息知识与能力、信息应

用与评估、信息道德与法律。结合中国学者石映辉等设计开

发的评估工具，对成都市内的部分中小学生进行了信息素养

水平、语文学业成绩等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初步探究出中

小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与其语文学业成绩显著相关。随着未

来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只有不断提升

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所需。基于此，结合疫情期间的调查现

状以及对语文教育的思考，笔者也提出了有关建议：一是要

注重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的全面提升；二是深化家校共育模式，

探索信息化背景下教与学方式的转变。相信随着教育信息化

的深入，未来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也会有更大的提升，

为语文能力的增强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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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这是一份关于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调查问卷。

本卷调查的结果将作为本人学士毕业论文的重要依据。问卷

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只要在对应选项勾选即可，请您根据实

际情况客观填写，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基本情况：

1. 您的性别：男□   女□

2. 您的年级段是：小学□  初中□   高中□ 

3. 学校地址所在地 :  城区□   县镇□  农村□

4.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未受教育□  小学□   中学□   大

学及以上□

5.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未受教育□  小学□   中学□   大

学及以上□

6. 上半学期，您的期末语文成绩是：

7. 上半学期，您所在班级的期末语文成绩平均分是：

信息素养调查部分：

1. 我能够联系生活实际，认识到信息对学习和生活的重

要作用：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2. 我可以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发觉很多有用的信息：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3. 我通常能够描述出我所需要信息的性质或大致范围：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4. 我可以利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独立地开展学习：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5. 当学习和生活中需要查阅信息时，我能够马上想到上

网查询：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6. 我通常会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去网上查询我

所需要或感兴趣的信息：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7. 我会尝试利用各种信息去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8. 我会避免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9. 我能够自觉抵触网络上的垃圾信息或有害信息：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10. 我不会去浏览网络上的不良信息：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11. 我喜欢用我自己已学会的软件去制作一些有趣的数码

作品：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12. 我能在综合大量网络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

观点和看法：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13. 我可以自信地在新的环境或不熟悉的环境中应用我的

信息技能：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14. 我可以综合运用多种信息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见解：

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符合□   

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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