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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用互促”为特点的本科生新媒体素养培育模式研究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iＧLab学生创新工作室为例

□杨柳∗　沈利华　徐菁菁　田稷　何晓薇　邵博云

　　摘要　文章聚焦本科生新媒体实用技能素养培育,基于教学支架、元素养、小组合作学习理

论设计以“学用互促”为特点的培育模式,以浙江大学图书馆iＧLab学生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开展

“分组制”量体裁衣、“系列课程＋实践应用”穿插结合、“老带新”合作学习等实践探索,并提出国

内高校推广实施建议,以期为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注入新思路,推动素养培育与学

生成长互融互促的良性循环,亦为学生团队培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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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智时代,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逐渐丰富,扩展

到包括信息素养、新媒体素养、数据素养等多种素

养.２０１５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Ｇ
tionofCollege&ResearchLibraries,ACRL)发布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强调信息素养要以渐进、
系统的方式融入学生在校期间的专业技术课、本科

研究、团体学习以及课程辅助学习等各个方面,强调

学生的参与度与创造力,指出学生要完成多媒体设

计和制作,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和方法进行有效互动、
评价、制造和分享信息[１].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

调了发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性[２].教育部也提出要充分认识提升信息素养在创

新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实施有针对性的培养

和培训,推动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３].
浙江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浙大图书馆)信息素

养团队每学期末发放调查问卷,围绕师生感兴趣的

讲座主题和形式等展开调研.自２０２０年春夏至

２０２２年秋冬,参与６次问卷答题的本科生共计８８２
位(重复答题仅统计１次感兴趣的主题),分别有

７３９位学生对论文写作排版、６５７位学生对海报视频

创作、５８２位学生对图表可视化主题感兴趣,可见本

科生十分关注上述三个主题.同时,相较研究生,本
科生参与社团的氛围感足,对实践性强的培育方式

接受度更高,也更需要系统性的信息素养教育.鉴

于此,浙大图书馆以本科生需求为导向成立了新媒

体团队,探索本科生新媒体实用技能素养培育的新

模式.开设新媒体素养特色课程,并结合信息素养

工作发布实践作业,通过课程与实践穿插结合来达

成“以学带用、以用促学”的学习效果,以期全面培养

提升本科生的新媒体素养.同时,也希望在信息素

养的方案设计、推广策划等核心工作中更多地融入

学生视角,促进信息素养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需求

与习惯,建立和推动本科生成长与信息素养教育互

融互促的良性循环.

２　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调研

２．１　高校图书馆新媒体素养培育理论

新媒体是一个快速滚动和随时推进的概念[４],主
要指基于数字、网络技术,其他现代信息技术、通信技

术,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式和平台.现阶段

主要包括网络/手机媒体、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

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５].新媒体素养是对媒介素

养的发展,指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环境下,用户所具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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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新媒体使用、信息解读/生产、价值判断/选择技

能,社会规范/责任意识等构成的综合素养[６].新媒

体时代,用户需要熟悉新媒体的特性及使用技巧,能
够有效制作与传播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信息[４,７].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对新媒体素养的研究主要涉

及两个方面,一是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

素养教育的研究,二是对高校图书馆开展媒介素养

教育实践的探讨.前者包括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

素养技能的影响因素[８－９],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基本

内涵、影响要素、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１０－１１],元素养

教育模式的构建与设计[１２],信息素养同伴教育模式

的扩展[１３](１－６９),嵌入SICAS消费者行为模型改革信

息素养教育模式[１４]等研究.后者侧重阐述高校图

书馆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１５]、可行性[１６]、实
现路径[１７－１８]、优势及嵌入式实施方式[１９],以及构建

关系链与动态性场景以优化用户媒介素养[２０],构建

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评估体系[２１－２２]等方面.上述虽

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采用元素养、同伴教育等

模式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整体性研究,但未应用至以

本科生需求为导向的学生团队新媒体素养培育.高

校图书馆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中亦未见结合教

学与实践的学生团队媒介素养教育相关探讨.

２．２　高校图书馆指导学生团队开展的新媒体素养

相关实践

２．２．１　国内实践

以教育部４２所“双一流”高校为调研对象,通过

逐日回溯、逐条追踪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下简

称官微)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２０２３年７月发表的推文、音
频等内容,调研国内高校图书馆成立或指导开展的

有新媒体素养相关实践的学生团队建设现状.结果

显示,２８所高校的３７个学生团队开展了新媒体素

养相关工作,其中４９％的学生团队对招募的新成员

有技能要求,山东大学浩然书社、郑州大学图书馆新

媒体工作室在招募说明中注明具备相关技能优先录

用;天津大学图书馆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南京大学

图书馆学生发展协会等１５个团队有新成员培训措

施,培训大多由资深成员负责,以在工作中对新成员

进行指导的形式开展.除北京大学海报设计小组有

教师在工作中提供培训外,鲜有专业教师参与培训.
绝大部分图书馆提供活动优先参与权、发放文创纪

念品、颁发实习证明和荣誉奖项等多种激励措施,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官微运营团队、浙江大学浙

大图助等亦有酬金鼓励.同济大学文榷堂、西安交

通大学iLibraryClub、武汉大学真趣书社、厦门大学

读者协会等均已开设团队官微.因宣介需要,文案

策划编辑是学生团队最基本的服务内容,海报设计次

之,有８个团队未见视频剪辑服务,３７个团队均未开

设数据可视化服务.上海交通大学交圕学管会下设

网络技术部,对成员有编程能力要求,但也未涉及数

据可视化.

２．２．２　国外实践

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QS(２０２４)、THE(２０２４)、

USNews(２０２３)和ARWU(２０２３)排名前５０位的高

校中,位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共２０所.以此

２０所世界顶尖高校为调研对象,通过浏览图书馆官

网,逐日回溯、逐条追踪图书馆官方推特(Twitter)
账号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２０２３年７月发表的推文、音频

等内容,调研国外高校图书馆成立、指导开展的有新

媒体素养相关实践的学生团队建设现状.结果显

示,１６所高校图书馆开设有讲座或课程形式的新媒

体素养培训,培训大多服务于全校师生.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创客空间 Zine(LibraryMakＧ
erspace:Zines)以在线微课等形式教授师生利用EＧ
lectricZineMaker、AdobeInDesign等软件开展文

本、图像等编辑设计[２３];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和音

频剪辑工作坊(DigitizingandEditingAudio)通过

讲解如何将黑胶唱片音频数字化并输入数字音频工

作站(DigitalAudioWorkstation,DAW)教授师生

音频剪辑、保存、导出等技能[２４];哈佛大学每学期开

展可视化系列工作坊(VisualizationWorkshopSeＧ
ries),辅导师生使用Tableau、Gephi及免费的在线

工具进行数据可视化[２５].少见专为学生团队开设

的培训:帝国理工学院的学生塑造计划(StudentＧ
Shapers)以伙伴关系为指导原则,在课程开发、教育

研究、空间设计等领域设置百余个子项目供教师和

学生团体合作设计完成[２６],如图书馆的讲座工作坊

提升项目,学生在馆员指导下从事培训讲座的策划、
审查、宣发等工作.

可见,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开展的新媒体素养培

育实践以常规讲座、课程教学为主要形式,指导的学

生团队多以招募具备新媒体技能的新成员维系组织

运营,部分团队有培训措施,也主要以老成员在工作

中指导新成员的方式开展,鲜有教师成体系教授,更
缺乏系统性、特色性、针对性、“学用互促”的培育方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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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设计.
综上,目前未见高校图书馆新媒体素养学生团

队培育模式的研究或实践.鉴于此,浙大图书馆创

立iＧLab学生创新工作室,以此为切入点探索一种

将素养培育与学生成长紧密结合的本科生新媒体素

养培育模式.基于教学支架、元素养、小组合作学习

理论构建以“学用互促”为特点的培养方案,并通过

丰富的实践探索寓教于乐、寓学于用的培育新形态,
期望相关研究与实践能为本科生新媒体素养培育、
信息素养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３　iＧLab新媒体素养培育模式理论基础

iＧLab新媒体素养培育模式理论基础如图１所示.

图１　iＧLab新媒体素养培育模式理论基础

３．１　教学支架

“教学支架”以维果茨基(VygotskyL)的“最近

发展区”为理论基础,由伍德(WoodD)、布鲁纳

(BrunerJ)和罗斯(RossG)于１９７６年应用于教育

领域[２７],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教学理论,主要特征

包含:合作性,为教师和学生搭建沟通的桥梁,以合

作形式解决问题;灵活性,根据学生情况随时改变策

略,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评价性,给予学生作

业及时评价与积极反馈,鼓励学生不断挑战新知识、
新技能.iＧLab根据教学内容的差异分组授课,为师

生组建及时沟通渠道微信群,教师为学生提供有针

对性的授课与指导,依据学生的课堂反馈与实践作

业灵活调整授课内容与作业点评.

３．２　元素养

“元素养”是美国学者麦基(MackeyTP)和雅各

布森(JacobsonTE)于２０１１年提出的概念[２８].新媒

体环境中,元素养指整合相关素养理念的核心技术,
指导人们基于社交媒体及在线社群进行信息获取、生
产、分享的综合框架[２９].初景利结合“元素养”,重新

定义信息素养内涵,认为“信息素养教育”需要走向

“创新素养教育”[３０],并进一步提出“泛信息素养教

育”,指明要促进信息素养与特定需求、任务、场景的

契合,为用户提供基于实际情境、面向科研与创新的

信息素养教育,将信息素养能力融入专业核心能力之

中[３１].iＧLab围绕学生特性需求,设计知识讲解与实

操练习同步、学生分享的授课形式,教授学生实用技

能.结合信息素养工作发布“实践应用”任务,为学生

提供学以致用的实际情景和创意思维的施展空间,以
全面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技能.

３．３　小组合作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包含以下关键要素:一是教师制

定规则,平衡小组之间的规模与实力,确保每个小组

获得充足的学习资源;二是学生对个人和小组负责,
每位成员定期参加小组活动,讨论解决问题;三是教

师给予学生及时性反馈;四是任务设计需考虑协同

合作和教学相长的发展,促使组员基于自身能力特

长,商定任务的分解与分工,以互动、协作方式完成

任务[３２].iＧLab设置“老带新”合作学习、“前辈岗”
与“组长岗”等晋升认证培养机制,希望通过多种合

作机制的设置达到小组成员学乐相融、自我价值认

同、高层次思维发展的目标.

４　浙江大学图书馆iＧLab学生创新工作室实践

探索

“iＧLab”之名征集自首期学生的创意,“i”意指

Information(信息)、Innovation(创新),还含有学生

对工作室的热爱之意;“Lab”为Laboratory(实验室)
的简称,指学生创新工作室.浙大图书馆主馆设有

“iＧLab创新学习空间”作为学生创新工作室的培训

研讨基地.

４．１　iＧLab建设基础

一是浙大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有着悠久的服务

历史、多元的服务模式、便捷的沟通渠道与丰富的培

训经验.自１９６４年推出的科技文献检索讲座,浙大

６６

　　以“学用互促”为特点的本科生新媒体素养培育模式研究/杨柳,沈利华,徐菁菁,田稷,何晓薇,邵博云
　　　StudyontheCultivationPatternofUndergraduatesNewMediaLiteracyCharacterizedby“LearningandApplicationPromoteEachOther”/YangLiu,ShenLihua,XuJingjing,TianJi,HeXiaowei,ShaoBoyun



2024

年
第2

期

图书馆已有６０年的信息素养服务史,服务模式包括

“求真一小时”常规讲座、“我们就在您身边”定制讲

座、选修课程和始业教育等,年平均服务师生２３０００
人次.作为“线上素养基地”之一的直播钉群有近

１２０００名校内用户,有效促进了图书馆与师生的联

动与沟通.二是多才多艺的馆员与优质精美的课件

为iＧLab开展课程培训提供了有力保障.浙大图书

馆信息素养团队由来自全馆各部门的２８位馆员组

成,宣讲内容涵盖实用工具技巧、数据素养、文献检

索利用、知识产权、论文发表与成果评价、信息伦理

与学术规范等系列.团队会根据师生需求及时更新

主题、完善体系,开设新讲座需通过严格评审,课件

历经数次修改完善才能与师生正式见面.三是学生

参与信息素养服务取得良好效果.学生是高校图书

馆信息素养教育主要的服务群体,为使服务更加贴

近学生的需求与习惯,信息素养团队曾招募学生助

理参与宣传推广工作,学生视角的推文有趣有料,在
用户中的接受度更高.２位助理也在工作中提高了

自身素养,得以顺利加入浙江大学品牌宣推团队,信
息素养教育与学生成长达成双赢.四是学校资助与

部门支持为iＧLab成立运转奠定了经费基础.２０２２

年,“iＧLab学生创新工作室”项目获浙江大学党委学

工部“勤工助学劳动育人创新项目”立项,资助额４．
７５万元.主持图书馆信息素养工作的研究支持部

每年也会分配经费支持信息素养业务发展,充足的

经费为iＧLab初期的规划布局与资源配置提供了坚

实保障.

４．２　iＧLab建设情况

４．２．１　iＧLab培育机制

iＧLab课程培训体系如图２所示.
(１)“分组制”量体裁衣

基于教学支架理论,围绕本科生需求,首期培训

组建“文案策划编辑”“内容制作与视频剪辑”“海报

设计”“数据可视化”四个小组,招聘对新媒体技能感

兴趣、愿意研习的本科生.为确保培育质量,建议学

生视自身时间、兴趣,最多参与两组培训.经过两轮

集中招募,iＧLab现有成员５０人,覆盖学校２４个院

系,３３位学生专注一项技能,１７位学生同时参与两

组学习.组建iＧLab全员和四个小组共五个微信

群,为学生请教问题,教师指导、点评学生作品提供

便利,亦用以征集学生的课程培训时间、通知上课时

间地点、发布实践任务等信息.

图２　iＧLab课程培训体系

(２)“系列课程＋实践应用”穿插结合

基于元素养及其衍生理论,iＧLab设置课程培训

和实践培训两种类型,两者相互依存亦相对独立.
学生可视自身情况,两项同时参加或参与一项获得

相应提升.

①系列课程培训

课程培训主要以线下小班课堂(３－６人)的方

式开展,内容由浅入深,分次进行.课程内容包括理

论、实操讲解和素材练习两部分,教师“手把手”讲解

教学,学生利用电脑操作学习,听讲之后利用教师精

心挑选的素材练习“小试牛刀”,教授和练习同步,师
生及时沟通解决疑问,保障学生每堂课都有切实收

获.课程培训的教师主要由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的

馆员担任,组长也有机会进行小组内部经验传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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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分享.

②实践应用培训

课程培训之后,iＧLab会结合信息素养工作发布

实践任务,学生选择独立或以团队协作方式认领.
下次上课安排点评环节,教师对学生作品提出指导

建议,帮助学生发现不足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实践任务包括“求真一小时”讲座、数据库商活动、始
业教育等信息素养教育需要的宣传文稿、海报、短视

频等.
目前,文案策划编辑组创作信息素养服务相关

的宣传报道、活动侧记等官微推文３０余篇,已顺利

承接“求真一小时”每周１篇的推文排版工作.海报

设计组参与“求真一小时”每周１－２张的海报设计,
制作海报作品５０余张.内容制作与视频剪辑组由

组长带队设计片头,组员提炼主题,剪辑制作了“人
文社科文献检索技巧”“利用搜索引擎获取网络学术

信息”等系列微课.数据可视化组为推文、海报、视
频等项目的数据信息相关内容制作了精美的可视化

图表,为完善数字内容的展示与传播提供了重要支

撑.iＧLab部分实践练习采纳作品如图３所示.

图３　iＧLab部分实践练习采纳作品

　　(３)“老带新”合作学习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EM)的“革新沟

通理论”[１３](１３)认为,团体革新的关键力量在于团体观

点的主导者,由主导者主动去影响他人,能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同伴间通过交流、合作、共享等活动,可
以实现信息的创造、学习、分享和利用,达到知识传导

的目的.充分贯彻小组合作学习模式,iＧLab设置“前
辈岗”与“组长岗”,鼓励优秀学生作为前辈、组长,教
授组内新成员设计思维与制作技能,锻炼优秀学生合

作交流、管理育人、领导能力的同时,形成可带动、可
持续,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培育模式(见图４).

前辈、组长可独立或作为负责人以团队协作方

式认领任务,难度高、工作量大的任务直接开放给负

责人,由负责人带领团队商定工作的分解与分工,以
互动协作方式攻克任务.iＧLab为组长提供小组内

部经验传授、创意分享的授课机会,内容需经指导老

师审核,依据工作量给予酬金激励.同时,为组长开

放评优通道,择优颁发“优秀学生馆员”证书.组长

也可竞聘助教,有偿协助指导老师进行培训组织等

日常管理工作.

４．２．２　iＧLab培育目标

iＧLab依据学生能力差异分层次制定培养目标

(见图５):基础能力薄弱的学员能够学会基本理论与

技能,并动手完成作品;具备基础技能的预备学生馆

员可以通过实践练习提升核心技能,独立完成作品;
拥有扎实功底的学生馆员通过“老带新”指导、培训分

享及组团完成任务,可提升专业技能、演讲表达、团队

协作、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综合素养得到全面培育.

４．２．３　iＧLab激励机制

一是作品按实际贡献署学生姓名,二是为认真

参与培训的学生颁发“浙江大学图书馆iＧLab学生

创新工作室∗∗组工作证书”,三是分级支付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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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iＧLab培养模式框架

图５　iＧLab分层次培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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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作品酬金,四是在浙大图书馆主馆iＧLab创新

学习空间定期择优展示学生作品.此外,iＧLab要求

学生重视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并尊重他人相关权益.

４．３　iＧLab建设成效

对于学生,iＧLab首次围绕本科生的特性与需求,
设计以新媒体素养提升为目标的培育方案,提供将兴

趣转化为能力、在实践中展示特长、全面提升综合素

质的优质平台.经过系统性的知识学习与实践巩

固,学生切实学会了文案写作排版、视图剪辑创作、
海报设计、数据可视化等专业技能,作品也可以为简

历增色.同时,团队协作、组织协调、演讲表达、领导

能力等综合素质也得以锻炼提高,为学生未来多样

化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
对于信息素养,iＧLab搭建起信息素养团队与学

生用户的沟通新渠道,能够全方位洞悉学生的喜好、
习惯与需求,有助于团队有的放矢地策划相关教学

与活动.通过强化学生在信息素养策划宣传等工作

中的参与度,促使信息素养服务更贴近学生需求,进
而增强用户黏度,吸引更多学生前来参与线上线下

的讲座课程,有效扩大了信息素养的服务半径,更好

地发挥图书馆在高校中的立德树人作用.
对于馆员,馆员不再仅仅是传统讲座与课程模

式中的信息提供者,而是转变为学生创新思维的启

发者、交流合作的促进者、实践学习的指导者.小班

授课模式让馆员和学生之间有了更多一对一直接交

流的机会,馆员得以第一时间接收学生反馈,从而及

时调整授课方案.在授课、反馈、调整、授课的迭代

中,不断优化课件内容、讲解方式,达到课业讲授的

完善精进.

５　国内高校推广实施建议探讨

５．１　发挥信息素养馆员力量,培育优质师资

信息素养的讲座与课程模式相对成熟,许多高

校图书馆已组建了稳定的师资团队,团队中的馆员

具备丰富的授课经验和成熟的课件内容,是开展学

生团队培育的优质资源.此外,馆员群体学科背景

多元,特别是高学历年轻馆员更是伴随着素质教育

成长起来的一代,技能水平不亚于专业教师.信息

素养教育团队需以用户习惯需求为导向,充分挖掘、
动员有兴趣特长的馆员将自身技能理论化,精心设

计课程体系,培育师资储备.

５．２　搭建“学用互促”场景,巩固研习效果

传统授课模式可将基础知识灌输给学生,但缺

乏学以致用场景的搭建.而脱离了“学”的单一用人

模式,则缺少理论知识的引导和浸润,使得学生在简

单重复的工作中止步不前.两者都无法实现知识和

技能的有机结合、融汇贯通.新媒体素养培育需将

知识传授与实践练习高度融合,搭建“以学带用、以
用促学”,“学”与“用”互融互促的场景,经由专业课

程习得实用知识技能,基于实践练习巩固完善所学,
通过寓教于乐、寓学于用的方式将信息素养培育融

入第二课堂.

５．３　赋予学生“教师”角色,分享传授经验

２０２３年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上,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张冬荣、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徐璟分别提到,学生更喜欢听同学讲授,学生制作的

微课关注度更高.学生群体年龄相近,关心的事情、
面临的问题相似,更容易接受彼此的观点.“００后”
大学生年轻灵动、思维活跃,可能提出教师意想不到

的新颖观点.可以给予优秀学生上台分享、讲授的

机会,巩固延展分享者自身知识架构的同时,或许会

激发团队奇思妙想的火花,收获别样的精彩.

５．４　联合多方力量,争取资源支持

信息素养团队可以关注高校本科生相关的职能

部门,例如校团委、本科生院、学工部等资助的本科

生项目,积极申报与信息素养服务共性高的课题.
同时,也需留心挖掘可与职能部门共建共赢的亮点

工作,通过主动洽谈寻求合作,为组建学生团队争取

政策、经费、人才等资源的支持.例如与本科生院合

作,将信息素养课程纳入学生第二课堂综合素质加

分,从而实现信息素养业务与学生培养相融相长的

共赢局面,这也是当前国内高校应用较多的模式.

５．５　整合宣介形式,打造品牌效应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宣介途径十分多

样,涵盖图书馆官网与官微,微信群、QQ群、直播钉

群等,在师生中已具备一定的认知度与影响力.信

息素养团队可以整合利用这些途径,开展学生团队

的招募工作,并以文字、海报、视频等多元化方式记

录、宣介学生团队的成果与成长经验,扩展学生团队

的服务半径与影响力度,打造属于学生群体的信息

素养培训基地,逐渐优化形成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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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语

信息素养需要与时代发展同步,密切关注师生

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充分发挥资源、人才与环境等

优势,素养教育与用户需求同频共振.本文以本科

生需求为导向,聚焦本科生新媒体实用技能素养培

育,以iＧLab学生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开展以“学用

互促”为特点的培育模式实践探索,希望为新媒体环

境下的信息素养教育注入新思路,促成本科生成长

与信息素养教育互融互促的良性循环,亦为业界开

展新媒体素养教育或学生团队培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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