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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背景下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

□刘彩娥∗　韩丽风

　　摘要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AIGC)的出现预示着人工智能新时代的

来临,人们的信息行为将因之而改变.这种背景下,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教育也将面临内容框架与

教学模式的重塑.文章对国内外 AIGC背景下的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研究与教学实践进行了综

述,分析了AIGC的优势与局限以及由此给信息素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教学内容的拓展

与教学模式的转变两个维度提出了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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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OpenAI发布了人工智能

模型ChatGPT,引发了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国际

范围内各大IT企业纷纷跟进,推出了一系列类似的

模型,微软还宣布计划将ChatGPT技术全线整合到

其产品套件中,以提升其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

体验.国内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生成式AI模型,诸
如百度的“文心一言”,清华大学的“智谱清言”等,还
有针对科研工作的应用模型,如科大讯飞的“星火科

研助手”.此后,专注于学术文献服务的数据库平台

也积极推进 AI应用,如:Elsevier的“ScopusAI”,

WebofScience数据库也将推出人工智能 AI研究

助手(WebofScienceAIResearchAssistant).国

内的知网数据库推出了“智能问答”与“智能写作”;
北大法宝数据库开发了“模拟法庭”“智能检索”“文
书生成”等AI新功能.生成式AI模型的勃兴预示

着人工智能新时代的来临.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依据其工

作原理被称为生成式预训练转化语言模型 (GenerＧ
ativePreＧtrainedTransformer,GPT),或大型语言

模型(LargeLanguageModels,LLMs).生成式人

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GeneratedContent,

AIGC)是一个包含GPT和LLMs的含义,并且内涵

更宽泛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更适合信息素养教育语

境.AIGC表现出卓越的上下文语义理解、情境分

析和自然流畅的对话能力,能够通过有效地理解用

户的意图与情感倾向,按照用户的提示,对海量数据

进行抽取、学习和重新组合,并创造新的内容[１],生
成的内容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可以直接回答

用户提问、完成文案写作、代码编写、文学艺术创作

等,并应用于多种场景.AIGC的优势还表现在它

的易用性,用户不需要掌握编码,也不需要提取关键

词,编写检索式,而是以自然语言去提问.可以预

测,AICG经过持续优化与迭代发展,将成为人们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用技术[２].它将改变

人们的信息行为方式,也必将在很多领域,尤其是教

育、科研等与信息密切相关的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AIGC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AI模型并

不能真正理解复杂的人类语言,而是基于训练的大

量文本数据、关系和结构,根据提示和在训练中学习

到的模式,对应该出现的文本进行统计预测,换言

之,AIGC的生成内容是对原有数据的摘取、拼接与

复现,其生成结果是基于训练语料的概率计算而非

基于人类严密的逻辑推理,因此,生成内容难免出现

认知片面、不准确甚至错误等问题.另外,人们使用

AIGC时,被动的“投喂”式的信息消费模式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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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检索与发现信息的过程,不仅影响信息发现的

完整性,而且可能会削弱主动发现、探求信息的

能力.

AIGC固有的优势与局限及其迅速更新迭代的

无限可能性,必然对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带来多方

面机遇与挑战,也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方法,信息素养教育也必然面临教学内容与模式

的重构.

２　文献综述与实践进展

ChatGPT一经发布,便引起高校信息素养教育

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纷纷发文讨论信息素养与

AIGC模型的融合与冲突.艾琳休斯顿(Aileen
B．Houston)等讨论了 AIGC对学术界以及学术图

书馆的影响,强调信息素养教育需要改变其教学实

践与评估方式[３].更多的研究聚焦与人工智能交互

的技能,即如何向人工智能提问,并由此产生了一个

新的概念———“提示工程”(PromptEngineering).多

篇文章[４－５]对“提示工程”的具体内容、操作方法等

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它应该包含知识内容、批判性思

维和迭代设计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利奥罗(Leo
S．Lo)提出了一个促进与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交互的

框 架———CLEAR (Concise, Logical, Explicit,

Adaptive,Reflective),即向人工智能模型提问须遵

循简明、逻辑、明确、适应性和反思５项原则[６].艾

米詹姆斯(AmyB．James)等探讨了ChatGPT与

２０１５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学会(ACRL)发布的

«高等学校信息素养框架»(以下简称«框架»)的结

合,分别针对«框架»的６个部分,分析了ChatGPT
的合理应用对促进目标达成的可能性[７].这篇文章

为信息素养教育实践中如何有效利用ChatGPT等

工具提供了启示,但并不是 AIGC背景下有关信息

素养教育内容系统、完整的研究.
在国内,业界也密切关注AI对高校图书馆与信

息素养教育的影响.张智雄等从数据组织方式、知
识服务模式、情报分析方法、文献使用方式、文献情

报队伍建设以及文献情报工作重点６个方面分析了

ChatGPT对文献情报领域的影响[８].李书宁等认

为AIGC兴起背景下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内容面临重

构,ChatGPT类智能对话工具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

时间都无法做到批判性思考或推理,信息素养教育

需要在对AIGC使用的培训中强化批判性思维、学

术判断力[９].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２３日在沈阳举办的

“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上,全国高校图书

馆同行探讨了数智时代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的新发

展,初步分析了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工具将

对信息素养教育带来的影响[１０].
在教学实践方面,国内外专家也开始进行有效

的尝试.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伊

桑莫里克(EthanMollick)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创

建需要人工智能干预的“脚手架”作业,引导学生适

当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３].所谓“脚手架”,是“建构

主义”教育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借用建筑行业中

“搭建脚手架”做比喻,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不断

攀升的过程,教师通过不断地提供“脚手架”式的教

学材料做支撑,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不断提升到更

高水平.这里的“脚手架”作业是学生完成作业时需

要借助人工智能不断解决新问题.２０２３年以来,国
内高校图书馆也开始探索AIGC应用于信息素养教

育的实践.在第四届全民信息素养教育公益大讲堂

中,东北师范大学谢亚南、四川大学胡琳、南京理工

大学张小兵均介绍了AIGC应用于高校信息素养教

育的一些具体案例[１１].此外,国内外很多高校都采

用讲座、MOOC、制定行为准则等方式开展人工智能

素养教育.国内的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以讲座

的方式开展AIGC利用的相关培训[１２].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 AIGC对信息

素养教育的影响,重点关注与 AIGC交互的技能,
并倡 导 合 理 使 用 AIGC.已 有 的 教 学 实 践 限 于

AIGC工具的使用培训与具体的案例教学,对于

AIGC背景下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教学

模式的重建缺乏系统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　AIGC对信息素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３．１　机遇

首先,AIGC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极大地提高

了信息发现、筛选、整合的效率,延伸了人们信息发

现的能力,必将成为人们高效获取丰富信息、拓展知

识的新途径.AIGC基于大语言模型快速生成问题

答案与文本内容,适用于头脑风暴式的信息发现,有
助于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激发灵感,而且在完善研

究问题、测试假设、文本修改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实

用性.这些特点不仅为信息素养教育教学实践提供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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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效便捷的方法,而且也将使其内容得到拓展与

深化.

AIGC也为信息素养教育教学的高度个性化提

供了可能.教师可以借助AIGC设计更加个性化的

教学内容,解答学生个性化问题,使教学变得更加精

准和高效,并丰富教学过程.这也有助于大大减轻

教师工作负担,使教师将时间与精力投入更加复杂

的智力劳动中.AIGC还可以促进教师的自我发

展,使教师的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学生则可以

通过与AIGC的个性化交互提高学习兴趣、培养主

动探求精神.

３．２　挑战

３．２．１　挑战学术过程的严谨性

高等学校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侧重于学术信息

的发现与利用,以促进学生有效参与学术过程与学

术对话.AIGC生成结果基于训练语料的概率计算

而非基于人类严密的逻辑推理,其生成内容高度依

赖于训练语料,所以出现认知片面、结论错误等问题

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版权限制,目前 Chat
GPT等 AIGC模型的训练语料库主要来自通用搜

索引擎、网络百科、社交网络等公共领域的信息,而
不是学术文献库,所以,不当使用或依赖AI模型,会
破坏学术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尽管各文献数据库商

也在开发人工智能工具(如ScopusAI等),但目前

更多功能在于提高文献发现和阅读的效率,不能取

代学术文献的发现与思考分析,不能取代严谨的学

术探究过程.

３．２．２　解构建构主义教育理念

２０世纪六十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建

构主义教育理念.建构主义科学地解释了人类学习

过程的认知规律,对现代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长

期占主导地位.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自主和主动学

习,主张学生是信息与知识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被

动接受者,认为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在自己原有经验

的基础上不断建构新知识的过程,教学不是知识的

单向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信息素养教育

一方面贯彻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使学生能

够在各学科、各知识领域中获得主动获取知识的能

力,强化了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实践意义.
尽管AIGC的合理应用对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

正向作用得到了业界专家们的肯定[１３],然而,不恰

当使用 AIGC,对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负面作用也

是十分明显的.AIGC模型简化了信息与知识发现

的过程,学生不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知识

体系,而是通过提问直接得出答案,甚至最终的作

品,以“投喂”取代主动“捕食”,这种模式不仅与强调

学生主动参与建设的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相矛盾,使
受教育者容易放弃主动建构知识体系与完善自我的

过程,丧失探索和创新的能力,而且可能会影响学生

真实的学习体验,失去真实学习和提升的机会,阻碍

学习技能的发展.这无疑会使高校学生创新能力与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受到制约.

３．２．３　增加信息安全、信息道德风险

AIGC的训练语料来源十分广泛且复杂,其生

成的内容可能在民族、宗教、政治等意识形态方面存

在偏见,也不排除西方霸权或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用

网络进行舆论渗透与操纵,通过释放虚假信息、片面

信息等试图影响公众的观点、观念,从而给国家信息

安全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１４].目前很多国家已经

认识到这一问题,着手从国家层面立法对其进行监

管,如:欧盟、美国、印度、新加坡、韩国等[１５].我国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１６].另一方面,AIGC
在与用户的交互过程中不断获取用户个性化信息,
包括行为习惯、知识水平、文化信仰等,从而形成比

较精准的用户画像,一定程度带来了用户隐私安全

问题的隐患.另外,不当使用人工智能模型还可能

会导致知识产权、学术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４　AIGC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内容的拓展

由于AIGC对信息素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必须在内容上有所拓展,才能

使学生更好地驾驭 AIGC,使它成为自我知识建构

与创新的有力工具.

４．１　与人工智能工具的交互技能

AIGC简化了用户信息发现的过程,将底层复

杂的算法简化为自然语言问答.精确且结构良好的

提问有助于准确生成人工智能响应,相反,如果用户

的提问比较模糊,人工智能的响应便可能过于宽泛

或偏离主题[４].因此,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培养学生

与人工智能交互的能力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
目前国际信息学专家针对性地提出“提示工程”

概念,并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４－６].综述部分

介绍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交互框架———CLEAR,对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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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还

有专家提出“提示工程”的三大基本支柱:内容知识、
批判性思维和迭代设计[４],认为有效利用AIGC首

先要具备与提问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批判性思维;所
谓迭代设计是指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不是简单的一次

性提问,而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并根

据AIGC的反馈进一步细化提问.另外,还有专家

认为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不仅具有科学的严谨性,还
具有艺术的想象、感知等,需要创造力(Creativity)、
直觉(Intuition)、迭代精细化(IterativeRefinement)、
个性化和自适应(PersonalizationandAdaptation)、
协作和跨学科知识(CollaborationandInterdiscipliＧ
naryKnowledge)[５].

“提示工程”实质上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何提

问”,但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不仅局限于提问的技能,
还应包含与人工智能的互动能力.从提问开始,从
反馈的答案或生成的文本中学习、反思,并激发产生

新的问题,使自己的主题不断拓展和深入.

４．２　批判性信息素养

在AIGC的应用中,强调批判性思维已经形成

共识,而AIGC背景下的信息素养教育则应该强调

批判性信息素养.批判性信息素养是批判性思维与

信息素养的有机结合,不仅要求个体能够找到质量

可靠的信息,还要能够识别信息的偏见、意图、背景

和潜在影响,它关注信息的生产、消费、传播的过程,
在AIGC视域下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AIGC语境下批判性信息素养的内容有两个重

点.一是理解 AIGC机制,教会学生识别 AIGC是

如何基于大型语言模型通过分析大量文本资料来生

成内容的;强调质疑AI产出的重要性,知道其可能

存在不准确、偏见或错误.二是评估与验证能力,教
会学生评估、质疑和验证AIGC的内容,包括检查来

源的可靠性、分析内容的准确性以及识别潜在的错

误或偏见.

４．３　信息道德内容延伸

自ChatGPT诞生以来,有关AIGC模型引发的

学术道德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与讨论的焦点,甚至

已有学校明确禁止学生使用AIGC模型来完成作业

等,但更多的观点认为应引导学生以负责任的态度

利用它,而不是、也不可能禁止它.因此,以诚信的、
负责任的态度使用 AIGC模型,是人工智能时代信

息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此外,AIGC背景下

信息道德的延伸需要重点关注价值观导向、虚假信

息传播、知识产权等方面.

AIGC生成内容可能存在偏见、歧视、不同文化

立场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从而潜在地向用户传

达某种价值观.有学者呼吁要警惕将ChatGPT等

技术工具用于认知对抗[１７].在信息素养教育实践

中,强化思想政治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去
伪存真.

AIGC自动生成作品、艺术创作,对传统的知识

产权制度形成了挑战,人们无法确定其知识产权的

归属,目前尚没有相关引用规范.一些专业刊物率

先进行了相关探索,例如:Nature 杂志规定 Chat
GPT等大语言模型不能作为作者署名;如果稿件以

任何方式得到人工智能工具的支持,应在“方法”(或
其他相关)部分中正确记录LLM用法[１８].

Science杂志也同样明确拒绝ChatGPT的作者

署名权[１９].国内«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也发布«AI
政策声明»[２０].这些成果值得信息素养教育借鉴.
另外,AIGC的生成过程是对多源信息进行抽取和

整合,缺少信息源的相关线索,也可能存在侵犯知识

产权的问题,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引导学生溯源穷流.

５　信息素养教育模式转变

５．１　师生角色的转型

由于AIGC的强大功能与广泛应用,重新定义

人类教师和人工智能对教育的作用与贡献之间的平

衡变得至关重要[２１],信息素养教育模式也随之发生

改变.由于AIGC模型的易用性,学生使用这些模

型就可以轻松地进行知识拓展,教师传统的传授知

识的作用被弱化,迫使信息素养教育中教师与学生

的角色转型,即:教师将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AIGC
模型学习体验的促进者;学生则由被动的知识接收

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探求者.这种转型使教育从单

向的知识传递转变为主动的、沉浸式的共同创造过

程[４].通过这种转型,课程设计可以变得更加灵活,
教学形 式 更 加 丰 富 多 样,学 生 和 教 师 共 同 参 与

AIGC的迭代设计,重塑知识获取与探索的过程.
在这种转换中,教师的作用并没有被弱化,更不能被

取代,而是需要具备新的能力与技能,以新颖的方式

设计课堂教学、案例、作业等,以培养学生恰当利用

AIGC来拓展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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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变“嵌入式”教学为“融入式”教学

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广泛应用,AIGC不仅仅

是信息素养教育,而且是整个教育界关注的对象.
信息素养教育从来不是孤立地开展,其目的是提升

受教育者信息素养,并以此来提升其学习技能、研究

素养等,因此,信息素养教育必须与其他学科融合才

能体现其价值.AIGC的广泛应用更加凸显了这种

融合的重要性.
成功使用 AIGC模型的关键在于提问,提问不

仅是与“提示工程”有关的一系列技能,更重要的是

对主题内容的深入理解.对提问主题认知的广度与

深度直接影响提问的表达,也便直接决定人工智能

输出内容的相关性、准确性与质量,尤其是内容专深

的专业问题.因此,使用AIGC,首先需要专业知识

的储备与对主题的深入理解,才能提出准确的问题

提示,分解复杂的概念,并对人工智能反馈内容进行

批判性思考.从这个角度讲,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创

新过程十分重要.这一点与 ACRL«高等学校信息

素养框架»的内容十分吻合.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嵌入式”信息素养教

育兴起,并得到不断推广与发展.“嵌入式”信息素

养教育将信息素养内容嵌入到学院各种专业课程

中,针对性地为学生获取专业的学术信息提供帮助,
促进其参与研究过程,在学术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

音.AIGC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嵌入式”信息素养

教育将更加广泛、深入,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形成

“融入式”跨学科教学模式.
以往的“嵌入式”教学学时较短,通常通过１到

２学时针对性解决学生不同专业信息获取的问题,
不能与所嵌入的课程内容深度融合.AIGC简化了

信息发现的过程,教师不需要过多地讲解专业信息

源的分布与检索技能,而是要通过“融入式”教学,与
专业教师进一步合作,建立跨学科课程,利用AIGC
来完善并增强专业课程学习,突破创新、创造的

障碍.

５．３　“翻转课堂”的个性化应用

２１世纪以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一系列

的教育革新,其中“翻转课堂”受到教育界的广泛认

可,普遍认为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更符合人类的认知

规律.AIGC的兴起对“翻转课堂”过程将产生一定

的影响.学生可以借助向AIGC工具提问来解决学

习中的疑惑,但是,AIGC的回答不是百分之百正

确,而且不当利用 AIGC工具有可能弱化学生探求

学习的过程,削弱学生的学习能力.针对 AIGC的

特点,教师可以更加个性化地运用“翻转课堂”来开

展教学,例如,为学生预设个性化的学习任务单,学
生在学习教师提供的基本学习资料的同时,还可以

通过AIGC来探求解决问题,尝试解决个性化的学

习任务,如综述部分所述伊桑莫里克教授的做法,
为学生创建需要人工智能干预的“脚手架”作业,引
导学生适当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解决具有挑战性

的课前任务,在线下的师生互动中解决 AIGC不能

解决的问题,或纠正有错误的问题.

６　结论与展望

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演化的概念,其含义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扩展,也
催生了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与方法的革新.以Chat
GPT为代表的 AIGC模型的兴起对信息素养教育

带来机遇和挑战.本文探讨了AIGC背景下高校信

息素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教学模式的转换.需要强

调的是,基于搜索工具模式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并

不是被完全取代,其教育理念、知识、技能依然有效,
尤其是关键词发现与提取,迭代式的检索策略依然

适用于 AIGC环境.关键词提取的技能和思想与

“提示工程”密切相关,可以直接应用于与 AIGC的

交互.搜索工具模式中通过主动检索与发现学术文

献信息来参与科研的过程与批判性反思保障了学术

的严谨性,强化了学习与探求的主动性,这些内容在

AIGC模式下不仅不能被取代,而应该得到强化.
可以预测,AIGC模式与搜索模式将并行存在,两者

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学生可以通过AIGC提问来深

入地了解一个主题,获得丰富的检索概念与检索策

略,在文献数据库中检索权威、可靠的文献.反过

来,学生还可以通过搜索权威的信息源(如CNKI、

WOS等)来核查AIGC输出内容,进行信息溯源,发
展批判性信息素养.

AIGC工具的广泛应用迫使信息素养教育转换

其教育模式,教学模式的转换可以提高教学效果,但
更为个性化的教育模式也为课堂教学组织、教学设

计、教学评价等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有待于业界深入

研究.AIGC技术迅速发展迭代,需业界持续的关

注和跟踪研究,并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和模式做

相应的创新,这对馆员的继续学习和能力提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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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挑战.人工智能时代AIGC不能取代图书信息素

养教育,信息素养教育将需要重装上阵,未来发展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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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is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GeneratedContent (AIGC)exemplifiedbyChatGPT
heraldsthearrivalofaneweraofAI,whichwillinevitablyreshapethewaypeopleinteractwithinformaＧ
tion．Inthisevolvinglandscape,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incollegesissettoexperienceaprofound
restructuringofitscontentframeworksandinstructionalmodels．Thispaperprovidesareviewofresearch
andteachingpracticesrelatedto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inthecontextofAIGCbothdomestically
andinternationally．ItdelvesintotheadvantagesandlimitationsofAIGCandexaminestheopportunities
andchallengeswhichposestothefield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Buildingonthisanalysis,thepaＧ
perproposesinnovativeideasfortheadvancement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encompassingtwodiＧ
mensions:theenrichmentofinstructionalcontentandthetransformationofteaching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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