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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附属医院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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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素质已成为当代社会人们发展和生存的基本素质之一。对医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未来会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是否具有良好的信息素质对医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针对我国医学生信息意识薄弱，信息道德薄弱，信息能力差等信息素养

不高的现状，详细阐述了信息素质教育的内涵，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医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现状，总结出目前在医学生信息素质教

育中的一些问题，并且提出了培养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策略与途径。通过合理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充分发挥医学院校图书馆的

作用，推动高校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广泛深入开展，从而全面提升医学生的信息素质。医学生通过不断地适应当今信息化时

代，提高了自身的职业素质和诊疗能力，保证了优质的医疗服务质量。

关键词：医学生；信息素质；图书馆；网络

中图分类号：G354；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273（2014）16-3145-03

Explo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for on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 medical studies, they will encounter more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with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following are the critical ones: weak information consciousness, low
information competence and low level of information moral.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main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auses
i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ractic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elaborat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discussed the efficient channels and tactics to cultivate their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the rational use of computers
and networks, and full play the role of Medical College Library, w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depth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for the medical students comprehensively. Medical students by
constantly adapt to today's information age,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diagnostic capabilitie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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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是倡导终身学习和知识创新的时
代。仅仅依靠原有的知识已不足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新的时

代必然需要有新的知识体系。知识的发展依赖于知识信息的积

累和利用，医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医学知识的更替越来

越快，因而要求医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质[1-4]。医学知识

的不断增长和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医

学模式面临着有限时间教学与无限教学内容之间的矛盾日益

加剧。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总难以追上专业学科快速发展的步

伐，而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仅仅依靠在学校有限的

教学时间不可能掌握所有医学知识。

信息素质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素

质之一[5-12]。因此，注重对当代信息素质的认识和阐明，切实加

强医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迫切。

1 信息素质教育的内涵

1974年，美国 Paul Zurkowski教授提出了“信息素质”的概
念，并认为信息素质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

题得以解决的技术及技能。今天，信息素质已成为一种能力，它

要求具有信息素质的人必须具有一种能够充分认识到何时需

要信息，并有能力有效的发现、检索、评价和利用所需要的信

息，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的能力。信息素质是信息化时代人才

的必备条件之一。信息素质主要是指人们获取评价和使用信息

资源的能力，主要包含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三个方

面[5]。

1.1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信息主体对信息的认识过程，也是其对外界信

息环境变化的一种能动反应。信息意识表现为人对信息的敏感

性和重视程度，以及对信息所采取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对每一

个个体获取信息的行为和能力产生直接影响，也是个体适应环

境、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保证。医学生要适应未来的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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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就应及时收集根据不同信息途径获得的信息，从而在临

床上病人的诊治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1.2 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是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核心。信息能力是医学

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具体到每一个医疗实践活动以及相关的

医疗卫生管理常常需要不断的更新知识和信息，计算机和网络

技术的发展和提升则为知识和信息的更新和管理提供了有效

的工具和手段。医学生通过使用计算机系统有助于从文献中寻

找信息，分析和联系病人的资料，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医学

生有必要了解信息技术和知识的用途和局限性，并能够在解决

医疗问题和决策中合理应用这些技术。因此，信息能力成为医

学本科生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之一[13-15]。如何从浩如烟海

的信息资源中提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每位

医学生必需面对的问题，信息能力是当代医学生必需拥有的技

能之一。

1.3 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是指整个信息活动中的应具备的道德观念和应

遵循的道德规范。信息道德是指个体在整个信息活动中具有的

道德。通过信息道德教育可以使医学生更加注重个人对社会的

责任，树立正确的信息道德观。信息道德素养的培养需要在今

后进一步加强和重视。

2 医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现状

2.1 信息意识淡薄
信息意识淡薄是当代医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医学

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意识包括三层含义：认识

到信息的重要性；要知道需要什么信息；在有意或无意发现了

有用信息时，要能够意识到[16-20]。

2.2 信息道德缺失
当前，大多数医学生缺乏最基本的信息道德素养。有研究

显示 50%的医学生认为黑客是电脑天才，40%的医学生在网上
聊天时说过谎话，38.5%的医学生认为“在网上说粗话是没什么
大不了的”，大家普遍认为“在网上什么都可以做，也不必在乎

方式和方法”，20%医学生在网上发布过虚假信息，近 10%的医
学生曾经抄袭网上作品交作业[16]。因此，医学生的信息道德行

为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合理地引导。

2.3 医学生信息能力差
主要表现在信息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等能力等方面。目

前只有 21.5%的医学生能够辨别所获信息的类型，19.6%的人
能够独立评价所获信息的正确性，22.7%的人能够以合适的格
式引用信息，30.0%的人能确定所获信息是综合还是摒弃，只有
16.5%的人能够建立个人管理信息系统。因此，对医学生开展信
息素质教育，使医学生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提炼出

自己所需的信息，同时能灵活、娴熟的掌握有关信息技术和信

息工具，是信息素质教育改革的关键[3]。

3 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是根据社会信息环境，培养和提高人

的信息素质为目的的教育活动[2]。培养医学生具备利用各种方

法和手段获取、评价、利用信息的技能，使医学生在信息观念、

信息知识、信息道德等方面达到信息化社会的客观需求。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谁掌握了知识和信

息，谁就掌握了支配它的权力”。因此，信息素质是人们在信息

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目前，医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是树立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只有掌握了终身学习能力，才

能适应今后规范的医疗实践活动，为每一个病人提供合理、准

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信息素质则是医学生掌握终身学习能力

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加强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是提高未来医生自身综合素质

的需要。当今社会人们十分注重对健康的要求，也对医务工作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宽广扎实的医学知识和实践技能，还应具备对新知识、新技

术的接受能力和较强的知识更新能力，并能通过不断学习、消

化、吸收，将新知识、新技术及时地应用于实际工作和研究当

中[4]。

4 医学生信息素质培养的途径与策略

4.1 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计算机和网络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已逐

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必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

影响。在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素质作为一种获取、利用信

息的能力，已成为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在医学

生中实施信息素质教育，努力使医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掌握自

我获取、更新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的途径和策略，对于弥

补医学本科教育的不足、完善实现自我医学继续教育、并逐渐

掌握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医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可包括建立网络教室、实施网络教学、相关信息技术的教学和

应用等，从而实现将医学生的学习由课堂延伸至课外，由学生

时期延续至整个职业生涯的目标[2]。

4.2 利用医学图书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医学图书馆是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主战场。医学院校一般

都有特色丰富的馆藏资源，拥有先进的技术设施和手段，是获

取知识最佳场所，为医学生素质教育提高创造优厚的条件。医

学院校可以通过开设文献检索课程讲座，开展导读工作，进行

网络咨询导航，组织用户培训，介绍信息技术发展的情况，提供

使用各种数据库和电子资源的培训，邀请各学科领域专家介绍

学科最新进展和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21-23]。根据信

息素质教育的宗旨，有目的、有计划的搜集整理各种信息资源

并提供利用，帮助大学生巩固和提高所学知识，使他们成为复

合型人才，适应现代医院的需要。

4.3 利用医学专家的专题讲座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充分利用高校附属医院丰富的医学专家资源，组织各个专

业知名教授定期或不定期以临床实践方面的专题讲座形式，向

医学生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教育。利用医学生对专业信

息、社会信息的需求，引导学生重视信息素养的能力，从观念上

引起医学生对自身信息素养培养的兴趣，从理论上增加医学生

对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视。通过这些临床导师的专题讲座，引导

医学生运用各种媒体获取相应的信息知识并加以运用。

5 结语

信息素质教育对于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生终身

学习能力的锤炼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在校医学生而言，医学知

识的日新月异需要他们必须具备相关医学知识检索、获取、利

用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医学生信息素质教育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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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的医学人才的重要意义，在医学生大学教学期间努力提

高医学生的信息素质，并能不断适应当今信息化时代，才能不

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诊疗能力，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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