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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对素养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ChatGPT等生成

式人工智能逐渐走向常态化应用的背景下，需要研究 AI素养的新变化。文章追踪 AI素养的发展历

程，结合布鲁姆分类法，剖析其内涵特征，构建 AI 素养的评估标准，并分析 AI 素养与信息素养、

数据素养评估标准之间的区别。研究发现：AI素养主要包括感知和理解 AI、应用和分析 AI以及评

估和创造 AI 的能力。文章构建 AI 素养评估标准，在认知层面强调对 AI 的意识和理解；在技能层

面重视AI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在实践层面关注AI的评估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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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Connota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GUO Yajun，KOU Xuying，FENG Siqian，LIU Kunfeng & XU Ruichao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has penetrated all levels of society，putting higher demands on people's 
literacy and compet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adual normalization of generative AI applications such as ChatGPT，
there is a need to study the new changes in AI literacy.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I literacy，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develops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AI lit⁃
eracy，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evaluation criteria between AI literacy，information literacy，and data lit⁃
eracy. It is found that AI literacy consists primarily of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AI，apply and analyze 
AI，and evaluate and create AI. The paper creates an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AI literacy that emphasizes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AI at the cognitive level，values mastery of AI knowledge and skills at the skill level，and fo⁃
cuses on evaluation and creation of AI at the practical level.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information literacy；
data literacy；evaluation criteria

0 引言

当今社会，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科技概念，已经广泛渗透

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AI像普罗米修斯之

火，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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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I共生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用户需意识到

AI与算法的存在与使用，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安全

意识及批判意识，对算法应用过程中所带来的风

险有较为清晰的认识[1]。然而，当前的数字素养

或信息素养制度无法满足上述需求[2]。这对人类

认识、理解和利用AI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需具

备与 AI 时代相匹配的素养，即人工智能素养(AI

素养)。国内外对 AI 素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在AI素养的内涵剖析及评估标准构建等方面仍存

在探讨空间。本文通过追踪AI素养从感知智能到

认知智能时代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其内涵并构

建评估标准，分析AI素养与信息素养、数据素养

评估标准之间的区别，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 AI素养的形成及相关研究

信息利用已渗透各个领域，公民只有具备获

取并利用信息的能力，才能有效地参与经济社会

生活[3]。AI技术的不断精进，其产品已成为用户

获取信息的高效渠道。为应对技术环境变化，以

信息及其载体、表现形式、服务形式为核心，出

现诸如互联网素养、数字素养、数据素养、算法

素养、AI素养等概念，如表1所示。以上各类素

养概念可以被认为是信息素养在不同时代的扩

展，因此，AI时代的AI素养，并非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目前正由弱人工智能时期的感知人工智

能阶段迈向强人工智能时期的认知人工智能阶

段。随着AI时代向不同维度与方向拓展，个体适

应社会的素养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在追踪AI

素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剖析。

1.1 感知智能时代：对数据的获取和处理

20世纪 80年代，AI的发展从计算智能时代

迈向感知智能时代。感知人工智能主要体现为借

助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手势识别等技术，对现

实世界信息进行采集与辨别[9]。感知人工智能在

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计

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等。此阶段数据量呈现爆

发式增长，用户需要具备获取与处理大量数据的

能力。伴随着用户数据总量的持续增长与数据内

容的日益丰富，数字素养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基

本生存技能，涵盖了数字意识、数字能力、数字

技术、数字社会责任等多维因素[10]。智能时代的

到来对用户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机交

互、信息思维及终身学习这些高阶素养逐渐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判断个体能否适应智能

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AI素养被定义为理解不同

产品和服务中AI背后的基本技术和概念的能力[11]。

随着感知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进步，人们

越来越多地利用智能化产品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

求。许多高度重复性的常规工作被智能算法所取

代，需要借助数智技术赋能个人与社会发展，而

算法素养则为个体适应算法社会提供了支持[12]。

算法素养是更为基础性的素养，更关注AI底层技

术与逻辑，它或许是理解未来信息世界运行规则

的通行证[7]。面对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

拟信息世界构成的四元世界，信息素养应以AI素

养为核心，形成人机共存、虚实并行的全方位综

合素养，涵盖知识、能力、素养和人格的多维

发展[13]。

表1 各类“素养”的概念

名称
互联网素养

数字素养

数据素养

算法素养

AI素养

代表性界定者
Bawden[4]

Martin等[5]

黄如花等[6]

吴丹等[7]

Long等[8]

定义
了解、分析、评估和利用网络获取所需信息的能力
在特定环境中正确使用数字工具来识别、访问、管理、
整合、评估和分析数字资源、构建新知识、创造媒体表
达以及与人交流的意识、态度和能力

在数据意识、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方面的综合素养，能
够有效地获取、分析、利用数据，并负责任地使用数据

感知、理解和使用算法的能力，能够正确使用以算法为
驱动力的产品，并具备对算法社会的适应能力

批判性地评估AI技术并与AI进行沟通与合作的一套能力

核心思想
强调个体利用互联网的能力

强调用户结合具体的生活情境获取、交流、分析数
据，解决数字问题的态度和能力

包括：数据意识；数据能力，指贯穿于数据生命全
周期的数据采集、表示、描述、发现与检索、选择
与评价、分析、利用、引用、整合、复用、保存、
管理等系列活动所需的技能；数据伦理
能够运用技术工具解决问题，意识并理解算法驱动
的社会运行规则，客观评价算法产生的效应，具备
算法风险意识
强调能够通过批判性思维与AI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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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知智能时代：对机器的理解和交互

自 21 世纪以来，AI 技术的发展实现了重大

突破，迈入认知智能时代。认知人工智能不仅能

够感知与判断语音、图像及手势，还具备深度学

习能力，能够深入理解语义、图像及手势的内

在含义[9]。AI在处理复杂任务及与人类更自然交

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发展。在认知智能时代，

每个人都应该具备 AI 素养，以应对这个崭新的

时代。

人与 AI 的交互，实际是在协助 AI 提升其

“认知”能力并模仿人类思维的行为。因此，AI

素养目的在于赋予人们参与认知智能时代的新能

力和方式。结合AI与素养的独立概念，AI素养意

味着人们通过AI驱动的技术，拥有在数字世界中

生活、学习和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14]。它能够帮

助个人批判性地评估AI，与AI进行有效沟通与合

作[8]。用户需要具备与 AI 素养相关的四组能力，

即技术相关、工作相关、人机相关和学习相关的

能力[15]。在人与机器的交互过程中，用户对AI的

差异化理解、过往经验、批判性思考倾向均会影

响到其对AI的评价[16]。过度信赖AI可能导致用户

盲目相信所呈现的结果，增加了行为决策的风

险；而过度怀疑则可能导致用户焦虑和恐惧，降

低对AI的使用程度。因此，AI素养已经成为每位

用户都需具备的重要能力。

2 AI素养的内涵剖析

本文通过对AI素养的已有文献进行分析，发

现围绕AI素养的研究主要包括4类主题：认识和

理解、应用和分析、评估和创造 AI 及 AI 伦理。

上述每个方面涉及的能力都可以映射到布鲁姆分

类法的认知领域。1956 年，布鲁姆等将教育目

标分为认知、动作技能和情感三大领域，后来安

德森等对该分类法进行了修订，将认知领域划分

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6

个层次[17]。本文综合已有文献对 AI素养的定义，

参考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法，认为AI素养是指用

户“意识和理解AI、应用和分析AI以及评估和创

造AI”的能力，如图1所示。

2.1 意识和理解AI
意识和理解 AI 为认知层素养，是 AI 素养的

基础，指拥有智能感知意识和正确的AI态度。AI

时代，具备智能感知意识是形成正确AI价值观的

前提，而持有正确的 AI 态度是正确使用 AI 的保

证。人们要能感受到AI的存在，并认识到其给生

活带来的便利，才能正确看待、合理地使用AI。

AI 算法为 AI 技术的基础，AI 算法感知意识

是用户依靠算法实现高效信息获取与利用的初始

环节，与用户和算法之间的交互行为存在密切联

系[18]。对AI的存在与应用以及其对自身的影响的

感知，一方面能帮助个人更好地利用 AI 技术工

具，提高效率和便利性；另一方面，在应用AI技

术时，能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避免产生数据泄

露风险。虽然一些用户可能已意识到AI在生活中

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人去理解AI应用的基本

功能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理解AI意味着要了解它

的原理和应用潜力，通过了解AI的工作方式，如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

对不同类型AI实现的功能有基本认知。在此基础

上，通过拆分解构自身需求，更明智地选择和使

用AI，做出更高效的选择。

2.2 应用和分析AI
应用和分析AI为技能层素养，需具备智能知

识和智能技能。智能知识包括AI的概念、相关应

用以及基本原理等内容；智能技能旨在应用AI解

决实际问题，通过积极地体验和实践，选择适合

的智能工具应用于不同场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

应用和分析 AI 是 AI 素养的能力体现，即用户能

图1 AI素养的内涵剖析

具备批判性思维

探索创造性应用

选择合适技术工具

调整自身算法行为

拥有智能感知意识

持有正确的AI态度

实践层

评估和创造AI

技能层

应用和分析AI

意识和理解AI

认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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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算法的运行规则调整自身使用行为，使得AI

应用所提供的服务更契合自身需求。

与意识和理解 AI 相比，应用和分析 AI 的不

同之处在于主动性和实践性。随着AI工具越来越

多样化，个体可能会难以抉择。用户不仅要具备

使用相关产品的能力，还要具备根据不同场景和

任务选择适合自己并能迅速上手 AI产品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设定目标，开展信息

获取、分析和利用，并熟练地应用技术工具进行

知识共享和创造。用户还需具有对分析结果进行价

值判断和生成决策的能力。例如，在使用Chat‐

GPT时，系统会输出“需引导、易误导、有风险”

的知识内容[19]，这意味着用户需深入分析AI的输

出，作出相应的判断，利用AI技术辅助决策。

2.3 评估和创造AI
评估和创造AI为实践层素养，需具备批判性

思维和创造性应用的能力。以ChatGPT为代表的

AI应用已成为新型信息源，但在科学信息获取方

面尚未被视为可靠信息源[20]。为此，个体所需要

的不仅是常规思维，更应有基于理解的批判性、

创新性等高阶思维。

在评估 AI 的影响时，用户必须意识到 AI 技

术产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伦理问

题，如算法歧视、信息茧房、智能犯罪以及智能

成瘾等。早期的信息素养重视培养用户利用新一

代数字技术获取和访问信息的能力，但较少强调

处理隐私泄露、数字成瘾等关乎安全问题的意识

与技能[21]。传统的信息素养体系已经不适应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的发展，在加强技

能素养的同时，还需要提升公众的思维意识，尤

其是批判思考和知识构建的能力[22]。用户需要学

会评估运用智能技术时潜在的伦理风险，形成安

全的防范意识，避免掉入“技术陷阱”。每个用

户在应用AI产品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开辟出全新的

“AI天地”，在知识更易获取的AI时代，将现存的

知识节点连接到新的知识节点，进而创造形成新

的知识结构。随着AI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广泛拓展，

用户需不断提升其AI素养，以更好地应对 AI 时

代带来的挑战，推动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4 AI素养与信息素养、数据素养关系辨析

2.4.1 联系

素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动态性、开放

式概念，即当一种生活行为或方式日益大众化

时，传统素养内容的作用或价值日益边缘化，客

观上需要提出新的素养要求来与之相适应[23]。在

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要求人们具备使用

信息技术设备的基本能力，认识到信息在社会发

展变革中的重要作用[7]。信息素养是指发现信息、

理解信息生产和价值、使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和参

与社群学习的综合能力。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素

养是信息素养的一种扩展，包括数据意识、数据

能力和数据伦理[6]。随着信息表现形式从数字化

向数据化转变，也要求人们具备找到、评价和有

效合理使用信息(包含数据资源)的能力[24]。而进

入AI时代，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向人们提出了理

解和运用智慧化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当谈及AI素

养时，其实是对连续性技术传承的理解和运

用[23]。因此，信息素养和数据素养是AI素养的前

提。AI素养的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演变过程，与

素养概念的发展和AI技术的演进紧密相关，是素

养的进化和AI的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25]。

2.4.2 区别

本文从认知、能力、思维层面来分析AI素养

与信息素养、数据素养的差异性，如表2所示。

层面

认知

能力

思维

AI素养

AI技术原理；AI应用领域；AI产生的潜在影响

选择合适的AI应用产品；根据自身需求开展信息的获
取、分析和利用；调整自身算法使用行为；应用AI技术
工具进行知识的共享和创造

关注AI伦理和社会影响；保持技术理性、批判性思维；
树立正确的AI价值观；探索AI技术工具发展方向

信息素养
信息的获取与利用；对信息的敏感程度；
信息的识别、获取和使用的意识
利用信息技术来解决问题或进行信息创
造；应用各类软件工具；生产、使用和
交流信息

对信息价值的认识；批判性思考能力；
信息伦理规范

数据素养
数据的产生与传播；数据价值；
数据安全
运用数字技术检索、筛选各种数
据资源；分析、利用及整合各类
数据资源

符合社会和道德伦理；辩证地认
识、操作和管理数据资源

表2 AI素养、信息素养、数据素养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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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层面来说，AI 素养涉及对 AI 基本原

理、技术框架、应用领域和潜在影响的认知，即

个体能意识到 AI 带来的便利，并了解 AI 的工作

方式；信息素养关注个体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强

调信息识别、获取和使用的意识；数据素养关注

数据生产、保存与管理等技术性更强的方面，要

求个体具备数据价值意识与数据安全意识。

从能力层面来说，AI素养要求个体能够根据

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AI产品，并根据算法的运行

规则调整使用行为，使得AI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更

加契合自身需求；信息素养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来

解决问题或进行信息创造的能力，如使用各种软

件工具来确定、查找、评估、组织和有效地生

产、使用和交流信息；数据素养贯穿于数据生命

全周期，涉及数据采集、表示、描述、发现与检

索、选择与评价、分析、利用、引用、整合、复

用、保存、管理等一系列活动所需的技能[6]。

从思维层面来说，AI素养强调技术理性及批

判性思维，评估潜在的伦理风险，形成安全防范

意识，避免掉入“技术陷阱”，并具备创新精神，

积极探索AI技术工具未来的发展方向；信息素养

强调对信息价值的认识、信息使用伦理规范及对

信息的积极态度和批判性思考能力[25]；数据素养

强调个体在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伦理的基础上，

辩证、科学、正确地认识、操作和管理数据的

能力[26]。

3 AI素养的评估标准构建

AI素养水平的评估是开展素养教育的前提，

但当前没有一套完整可行的AI素养评估标准。因

此，本文在剖析 AI素养内涵的基础上，从意识、

理解、知识、技能、评估、创造等维度构建AI素

养的评估标准。

3.1 AI素养的评估标准

AI 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 AI

素养自我评估量表的开发。Hornberger 等以能

力模型为基础开发一个多项选择测试，用于评估

德国不同学科大学生的AI素养[27]。Karaca等测量

医学生在医疗领域的AI使用情况，倾向于衡量认

知、能力、愿景和道德等[28]。Carolus 等基于能

力模型、心理因素及元能力构建 AI 素养测量工

具，由 AI 素养、AI 自我管理、对待 AI 的态度、

使用AI技术的态度等要素构成[29]。Wang等开发

的AI素养量表包含12个项目，涵盖意识、使用、

评估和道德 4 个维度[30]。Pinski 等遵循信息系统

领域的概念，开发一种通用 AI素养的测量工具，

评估人类在 AI 方面的社会技术能力[31]。Laupi‐

chler等构建的AI素养框架提出一套38项用于衡

量AI素养的项目[32]。周澍云探究高中生AI素养框

架的关键要素和基本构成，在此基础上形成高中

生AI素养评价工具[33]。王欢通过梳理师范生的AI

素养内涵，研制出师范生AI素养结构模型，形成

师范生 AI 素养评价指标及自评工具[34]。综上所

述，国内外学者开展的AI素养测评通常侧重于特

定的主题，且鲜有将AI的未来发展与个体素养提

升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估框架。因此，本文从认

知、技能和实践层次出发，系统地构建AI素养的

评估标准，如表3所示。

3.2 维度及要素分析

本文从“AI 意识、AI 理解、AI 知识、AI 技

能、AI评估、AI创造”6个维度构建AI素养评估

标准，涵盖从认知到应用、理论到实践的各个方面。

AI意识与 AI理解是指个体使用 AI应用产品

时所需的思考能力，是评估个体AI素养水平的基

础。AI 意识包括存在认知、应用识别、功能认

知、影响洞察等要素，表现为个体对AI概念、技

术发展及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用的认识，这

是个体主动学习和使用AI产品的基础。AI理解包

含原理通识、技术理解、需求导向、应用认知等

要素，要求个体对 AI 的原理、技术特点以及 AI

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有深入了解，

有助于个体形成对 AI 技术的正确认识和合理的

期望。

AI知识与 AI技能是个体使用 AI技术工具时

所具备的综合应用能力。AI知识涵盖提示机制、

价值认识、输出语言、应用适配4个要素，是评

估个体在 AI 领域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的重要指

标。AI 技能包括场景应用、行为调整、人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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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理决策等要素，关注个体在AI技术应用和

实践中所具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是将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的关键，帮助个体调整自身

算法使用行为，使得AI应用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更

契合其需求。

AI评估与 AI创造是指个体对 AI技术及其衍

生产品的态度、观点的集合，是个体情感、伦理

价值观等内在的心理倾向。AI评估包含AI伦理、

数据安全、技术理性、人文精神等要素，关注个

体对AI系统性能、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的评估

能力，强调个体应具备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正确使用AI应用产品。AI创造包括创新思维、辅

助创作、知识创造、工具运用四要素，是个体对

AI知识深层掌握并应用的进阶能力，要求个体具

备创造性思考以及对 AI 产品进行开发优化的能

力，帮助个体在AI领域实现突破和创新，推动AI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这一评估标准可以作为评估和提升个体AI素

养的有效工具。它综合考虑了个体的意识、认

知、知识储备、实际操作能力、思维方式和创新

实践能力，可以为个体提供指导，帮助其在AI领

域不断成长和进步。

4 AI素养与信息素养、数据素养评估标准

核心内容比较

本文从评估目标、内容结构及核心范畴出

发，对AI素养与信息素养、数据素养的评估标准

进行分析和比较(如表 4 所示)，以期为 AI素养教

育提供借鉴。

4.1 评估目标

AI素养框架全面覆盖知识、技能、态度、伦

理、价值观领域，使用户不仅能够有效地使用

AI，还能在应用过程中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并始

终保持对技术的正确态度和价值观[25]。美国大学

层次

认知层

技能层

实践层

维度

AI意识

AI理解

AI知识

AI技能

AI评估

AI创造

要素
存在认知
应用识别
功能认知
影响洞察
原理通识
技术理解
需求导向
应用认知
提示机制
价值认识
输出语言
应用适配
场景应用
行为调整
人机协同

合理决策

AI伦理
数据安全
技术理性

人文精神

创新思维
辅助创作
知识创造
工具运用

内涵
感受到AI的存在，意识到AI带来的便利
识别出生活中的AI应用产品并主动使用
对AI应用产品的功能和类型有一定的了解
对AI应用产品的使用范围和影响有一定的思考
了解AI的技术原理、发展历程、特点、分类等
理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AI技术的应用方式
以自身需求为目标，理解不同类型AI应用产品的基本功能
掌握AI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应用及其潜在价值，关注其对社会和未来的影响
通过输入提示指导AI应用产品生成或执行指定任务，这些提示可以是文本、图像、声音等多模态数据
理解AI应用产品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及对于个人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价值
在实际操作中运用合适的指令、规则、符号或语法，为系统提供计算机指令执行流程的形式化语言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和使用适合的AI应用产品
根据不同任务场景，熟练使用AI产品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算法的运行规则调整自身使用行为，使得AI应用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更契合自身需求
根据自身需求设定目标，开展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利用，借助AI技术工具进行知识的共享和创造

具备对AI应用产品使用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生成决策的能力，能够根据不同算法和模型的优势和局
限性，在特定场景下做出合理的决策

关注AI的伦理和社会影响
在运用AI技术时评估潜在的伦理风险，形成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掉入“技术陷阱”的漩涡
保持技术理性，批判性地看待AI技术及其未来发展

树立正确的 AI 价值观，遵守法律法规，关注技术对生活、工作和社会的影响，确保技术服务于
人类福祉

具有创新精神，通过对现有AI工具的整合，达到满足特定需求的目标
利用AI工具协助进行文学、艺术、音乐、设计等创造性工作
将AI知识与自身专业领域相结合，实现跨学科创新和知识创造
利用AI工具开发新项目、应用程序等，包括但不限于代码编写、数据爬取等

文献

[8，11，
18]

[11，29，
35-36]

[7，25，
30，35]

[7，34-
35]

[8，25，
35，

37-38]

[8，35，
37-40]

表3 AI素养的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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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理事会在2015年2月5

日批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以下简称《框

架》)[41]。《框架》 认为信息素养是涵盖有目的地

发现信息，理解信息的产生和评价，在创造新知

识和合理地参与社区学习中使用信息的综合能

力[42]。《框架》 拓展了信息素养的内涵与外延，

强调元认知培养的重要性，指导新信息环境下高

等教育信息素养教学向融入学术、注重能力、促

进学术交流的方向发展[43]。数据素养作为信息素

养的继承和发展，是大数据时代对个体素养的新

要求。在数据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主要

在数据素养内涵、数据素养的认知评价框架、数

据生命周期理论等基础上，借助模糊综合评价法、

德尔菲法等方法来构建具体指标体系[44]。个体数

据素养评价体系应包含个体基础认知、数据行为、

批判思维与理解、决策支持、伦理道德等各个方

面的指标，重点在于对数据操作、分析、批判思

维、利用等指标所指代的个体素养能力的评价[39]。

综上所述，AI 素养的评估衡量个体在 AI 领

域的认知、技能及应用能力；信息素养的评估以

用户获取与利用信息为主；而数据素养的评估则

强调用户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交流、协作和问题解

决的能力。

4.2 内容结构

AI素养评估标准从认知层、技能层、实践层

出发，基于“AI 意识、AI 理解、AI 知识、AI 技

能、AI评估、AI创造”6个维度进行构建。在认

知层面，强调了对 AI 的意识和理解；在技能层

面，突出AI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在实践层面，关

注AI的评估和创造。

对于信息素养，《框架》 按 6 个框架要素编

排，每一个要素都包括一个核心概念、一组知

识技能及一组行为方式[45]。具体包括：权威的构

建性与情境性、信息创建的过程性、信息的价

值属性、探究式研究、对话式学术研究、战略

探索式检索。传统的信息素养以信息获取为核

心，而 《框架》 中的信息素养则以信息创造为

核心[46]。

数据素养评估标准的构建，基本遵循数据素

养的核心要素，即从伦理意识、数据知识、数据

技能和思维方式4个层面设立指标：伦理意识层

面评估用户对数据重要性和伦理的理解，包括数

据敏感性、来源关注、法律遵守和数据安全意

识；数据知识层面涉及用户对数据概念、基础知

识和相关技能理论的理解；数据技能层面主要评

价用户真正掌握的数据技能，如收集、管理、分

析和应用数据；思维方式层面考量用户在数据研

究和实践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如创新、批判和反

思性思维[44]。

综上所述，AI素养评估标准从认知、技能、

实践层出发，强调对AI的意识和理解、AI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以及对AI的评估和创造。信息素养的

评估按 6 个框架要素编排，以信息创造为核心。

数据素养评估标准则从伦理意识、数据知识、数

据技能和思维方式4个层面设立指标，强调对数

据的伦理意识、知识和技能。

5 结语

AI对人类而言，究竟是普罗米修斯之火还是

达摩克利斯之剑呢？面对未来，必须增强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在AI技术的变迁中不断更新AI

素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本文追踪AI

名称

AI素养

信息素养

数据素养

评估目标
覆盖知识、技能、态度、伦理、价值观领域；负责
任地使用AI；保持对AI技术的正确态度和价值观

拓展信息素养的内涵与外延；强调元认知培养的重
要性；指导高等信息素养教育

数据时代对个体素养的新要求；是对个体认知、行
为、思维、决策等的全方位评价；重点在个体素养
能力的评价

内容结构

认知；技能；实践

权威的构建性与情境性；信息创建的过
程性；信息的价值属性；探究式研究；
对话式学术研究；战略探索式检索

伦理意识；数据知识；数据技能；思维
方式

核心范畴
AI 意识、AI 理解；AI 知识、AI 技
能；AI评估、AI创造

知识技能、行为方式；信息价值、
信息创造；信息评估、信息利用

数据敏感性、数据来源；数据安全
意识、数据概念；数据收集、数据
分析

表4 AI素养、信息素养、数据素养的评估标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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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从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时代的发展历程，参

考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法将AI素养概括为：意识

和理解 AI、应用和分析 AI 以及评估和创造 AI 的

能力，并从认知层、技能层、实践层出发，基于

“AI 意识、AI 理解、AI 知识、AI 技能、AI 评估、

AI创造”6个维度构建AI素养的评估标准。在此

基础上，深入分析AI素养与信息素养、数据素养

评估标准之间的区别，为顺应AI时代的发展提供

借鉴和参考。由于AI工具存在不可解释性、智能

依赖、算法偏见与不安全性等问题，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侵犯人们的权利。AI素养作为一个尚在

襁褓中的概念，会随着AI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日

益凸显。我们应当尽早关注用户AI素养缺失所带

来的潜在风险，加强法律、伦理等学科的跨领域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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