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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的人工智能素养: 内涵、框架与实施路径

蔡迎春 张静蓓 虞晨琳 王 健

摘 要 数字化和智能化背景下，AI 素养的出现对长期从事素养教育的高校图书馆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系统梳理

国内外 AI 素养研究进展，从 AI 素养内涵、框架和教育实施路径方面展开全面探讨，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开展 AI 素养教

育提供指导和借鉴。研究认为，AI 素养起源于“素养”的进化和 AI 的催化，AI 素养不仅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更是

一种全面的、与时俱进的技能和知识体系，更应该将关注的视角转向 AI 素养对于普通大众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引入

KSAVE 模型构建 AI 素养框架，覆盖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伦理五个关键领域。在此基础上，论述高校图书馆参与

AI 素养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辨析信息素养、数字素养、AI 素养的异同，提出高校图书馆 AI 素养教育实施路

径，建议从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能力构建与实践应用、道德觉醒与责任担当三个方面开展 AI 素养教育，为培养未来

社会的责任感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 AI 素养人才奠定坚实基础。表 1。参考文献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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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Connotation，
Framework，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CAI Yingchun，ZHANG Jingbei，YU Chenlin ＆ WANG Jian

ABSTＲACT
In an era characterized by rapid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advancements， the adv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 literacy brings forth new imperatives for literacy education with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paper meticulously examines three pivotal areas: 1) Origin，essence， and framework of AI literacy．

Initially，the paper scrutini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of AI' s burgeoning influence． It
trace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AI literacy， probing its roots and structural framework．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AI literacy transcends the conventional scope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echnology． Instead， it is identified as an all-encompassing， dynamically evolving amalgam of skills and
knowledge． This nuanced understanding shifts the focus toward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AI literacy for the
broader populace． To this end，the KSAVE model is introduced as a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AI literacy，
encompassing key dimensions such as knowledge，skills，attitudes，ethics，and values． This framework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encapsul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AI literacy． 2) University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AI literacy education．The paper explores the justification and necessity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AI literacy education． It posits that this engagement i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their existing roles in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literacy，aligning seamlessly with their mission as interdisciplinary resource hubs．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uniquely positioned to capitalize on their strengths in professional librar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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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to diverse academic resources，spatial capabilities，and established trust． These attributes enable them
to provide vital AI-relat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expert guidance， thereby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I literacy among students and faculty． 3)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AI literacy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Building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literacy，digital
literacy，and AI literacy， the paper proposes a strategic roadmap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I
literacy education with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t undersc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s， enhanc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and fostering moral and ethical awareness． This tripartite approach is deemed
essential for nurturing future talents who are not only technically adept in AI but also demonstrate stro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e paper advocates for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strategy that
intertwines theoretical knowledge，practical skill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is approach is pivotal in
laying a robus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literate individuals，equipped to navigate and contribute
responsibly in an AI-centric world． 1 tab． 55 refs．
KEY WOＲ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nformation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0 引言

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的冲击下，“素养”这一概念正经历着深刻的演变。最初，素养仅指阅读与

写作能力［1］，强调个人的学习、交流和表达。随着社会演进和技术革新，其内涵不仅包括个体的知识

储备和技能水平，更涵盖个体的态度、价值观以及在特定情境中应对复杂需求的能力，这些心理社会

资源在应对复杂情境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将素养定义为在特定

情境中动员心理社会资源( 如态度、价值观) 以应对复杂需求的能力［2］，不仅强调个体应对复杂需求

的能力，更强调个体在应对这些需求时所依赖的各种心理社会资源。

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已经成为深刻影响日常生活与工

作模式的革命性技术。AI 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不仅应用于高科技行业，还逐渐渗透到传统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例如，生成式 AI 的兴起，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对 AI 影响的广泛和深入探

讨。据 OpenAI 研究指出，美国大约 80%劳动力的至少 10%的工作任务可能会受到 GPT 的影响［3］，这

意味着 AI 已经不再是某个领域的专有技术，而是成为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石［4，5］。AI 已成

为这个世界的基本语法，这种技术趋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构建适应新时代的素养概念。AI 素养已

如计算机素养一样，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 2022 年的

报告中强调，所有公民都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 AI 素养，以适应这个日益由 AI 技术驱动的世界。

高校图书馆作为长期从事素养教育的核心机构，承担着推动时代素养发展的重要使命。面对新

的技术和社会环境，图书馆需要指导师生理解和适应 AI 技术的挑战，培育适应数智时代的新型素养。

因此，深入探究数智时代 AI 素养的内涵、框架，参与 AI 素养教育，成为关键角色，构建实施路径，对于

图书馆更好地适应和引领这个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期望通过本研究，能为高校师生提供一套全面、

实用的理论和实施框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AI 技术，从而在未来的数智时代中获得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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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素养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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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素养”的进化

素养是一个丰富、开放、动态的概念，当一种技术或生活方式日益大众化并影响加深时，传统的素

养内容的作用或价值日益边缘化，客观上需要提出并倡导一种新的素养要求来与之适应［6］。数字素

养是信息素养概念的扩展和延伸，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的飞速发展有力地催生了数字素养。数字

素养不仅包括使用计算机的能力，还包括通过网络正确理解信息价值并合理使用信息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例如，在面对一条网络新闻时，数字素养要求人们能够判断其真实性和可信度，而不被虚假信

息误导。AI 的崛起，无疑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一大里程碑，它的每一个突破，都离不开背后技术的支

撑，尤其是计算机、通信和大数据技术。当谈论 AI 素养时，其实是在说一种对连续性技术传承的理解

和运用［6］。这意味着，数字素养实际上是 AI 素养的基石，为深入理解 AI 提供了基础。而算法素养，

尤其是编程能力，虽然对 AI 的开发者至关重要，但对普通用户而言，它并不是拥有 AI 素养的必要

条件［7］。
2012 年以来，UNESCO 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素养，提出“未来素养”的概念。未来素养被

定义为一种人人都可掌握的能力，它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未来在他们生活中的角色。具备未来素养

的人能够激发想象力，增强准备、恢复和创新的能力，以应对变化［8］。AI 素养，可以视为未来素养在

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大众对于如何理解、使用 AI 技术

并与 AI 技术互动的需求日益增长。AI 素养不仅要求人们具备基本的 AI 技术知识和应用技能，更要

求人们能够预见和评估 AI 技术可能给未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影响。因此，AI 素养不仅是对

技术的掌握，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深度理解和准备。它要求人们不仅要有数字素养的基础，还要有应对

未来变化的策略和眼光。在 AI 时代，具备 AI 素养的人将更有能力把握未来的方向，更好地与技术共

生共进。

1. 2 AI 的催化

AI 素养的诞生与 AI 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计算机科学和 AI 领域的早期研

究。20 世纪 50 年代，AI 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诞生，最初是模拟人类的认知功能，如学习、

推理和解决问题。在此阶段，AI 主要局限于学术研究和专业领域。进入 21 世纪，随着计算能力的

飞速提升和数据的大规模积累，AI 技术开始在商业、医疗、教育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这一时期，

AI 逐渐从学术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如智能推荐、语音识别和图像处理等。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普及，人们开始认识到，除了专业人士之外，普通公众也需要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以便理解、

使用 AI 并与其实现有效互动。研究表明，通过跨学科和文科课程的学习，非技术背景的学生也能

够对 AI 产生兴趣并基本理解。事实上，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相互作用［9，10］。

特别是，随着像 ChatGPT 这样易于接触和使用的 AI 应用的出现，AI 技术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

念，而成为人们日常互动的一部分，这进一步催生了 AI 素养的普及和发展。AI 素养不仅涉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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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I 技术，还包括对这些技术的社会、伦理影响的理解和思考等，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 AI 素

养能力，可能会导致“数字鸿沟和数字排斥”的问题［11］。因此，提升公众的 AI 素养水平对于促进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

2 AI 素养的内涵框架

2. 1 AI 素养的内涵

AI 素养这一概念最早在 2015 年的一篇在线文章中被提及，Yoko 认为，人们不仅需要了解和应用

AI 技术，更需要形成一种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方式，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 AI 技术的发展［12］。AI

素养并不仅仅是对技术的掌握，更是一种思考和应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能力。然而，关于 AI 素养的定

义，目前仍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将 AI 素养纳入更广泛的信息素养或数字素养

的讨论范畴中［13］。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强调的是人们获取、评估和使用信息的能力，而 AI 素养则更

进一步，强调对 AI 技术的深入理解和应用，以及对 AI 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关注和思

考。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AI 素养呈现出多样性和层次性。AI 素养的需求群体跨越了从 AI 研究人

员和开发人员到一般工作人员和消费者的广泛领域［14］。

针对不同的群体，AI 素养的定义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是针对计算机或工程背景

专业人员，侧重 AI 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强调理解 AI 产品和服务背后的技术和概念，而不仅仅是学习

如何使用某些技术或应用程序。例如，Liu 等认为 AI 素养是包含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计算思

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和编程能力( Programming Ability) 的一种综合素质［15］; Kandlhofe 等从 AI

概念出发，认为 AI 素养的定义包括以下 AI、计算机科学的主要主题: 自动机、智能代理、图和数据结

构、计算机科学基础、机器学习等［16］。二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聚焦普通大众应该拥有的 AI 能力，

关注没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学习者( “非专家”) ，认为 AI 素养是各种类型“素养”的发展和延伸，特别

是信息素养、数字素养; 认为它与编程或算法复杂性关系不大，更多关注于 AI 的一般性知识［11，17，18］。

比较公认的 AI 素养概念由 Long 等于 2020 年提出，将 AI 素养定义为包括 17 项核心能力的一系列能

力，使个体能够批判性地评估 AI 技术，有效地与 AI 沟通和协作，并在在线、家庭和工作场所使用 AI

作为工具［7］。算法素养未必是 AI 素养的必要条件，但理解编程有助于理解 AI，尤其对开发者至关重

要。编程可能成为人们学习的障碍，而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使用 AI 的人无须掌握编程技能。王奕俊等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定义 AI 素养，认为 AI 素养是指人们在 AI 时代所需的素养，包括狭义的获得、使
用和评估 AI 的能力，以及广义的囊括 AI 时代所要求的所有基本素养［19］。

除了通用概念研究外，也有部分学者专注于某一领域的 AI 素养研究。Cetindamar 等关注数字化

工作场所相关的 AI 素养，认为数字工作场所中员工 AI 素养相关的四组能力是技术相关、工作相关、

人机交互相关和学习相关的能力，并指出为非 AI 专业人士培训 AI 素养的重要性［20］。在教育领域，

Faruqe 等将 Long 等提出的概念框架转化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能力教育评估工具，以此引导未来的

教学内容; 开发建立 AI 素养的多层次能力模型，并提出用于衡量不同知识水平的指标［21］。总体来

看，已有研究主要将 AI 素养聚焦于 AI 相关的知识、理解、技能和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 AI 素养不仅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更是一种全面的、与时俱进的技能和知

识体系，同时，更应该将关注的视角转向 AI 素养对普通大众的影响和重要性上来。这些能力能够帮

助个人在快速发展的数智时代中保持竞争力，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使其能对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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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负责任的决策。

2. 2 AI 素养的框架

尽管不同行业领域对 AI 素养的要求存在差异，但大体上都遵循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主要

关注的是对 AI 技术的理解、运用、生产以及评估输出的能力。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利用 AI 技术进行

有效沟通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22］。在 Long 等提出的概念基础上，Ng 等认为 AI 素养框架包括

知识、技能、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①理解 AI 概念: 了解 AI 的基本功能，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合乎

伦理地使用 AI 应用程序;②在不同的场景下使用 AI: 在不同的场景中，使用 AI 知识，应用 AI 解决具

体问题;③评估和创造 AI( 高阶能力) : 应用 AI 的高阶思维技能( 如评估、鉴定、预测、开发) ; ④伦理

和社会问题的考量: 包含有关公正、问责、透明度和伦理问题的人本考虑［18］。国内也有学者关注 AI

素养框架问题。杨鸿武等关注 STEM 背景下的 AI 素养框架，从核心概念、技术实践、跨学科思维与伦

理态度四个维度构建框架并明确各维度的核心要素［23］; 张银荣等参考国内外现有的 AI 素养关键指

标，设计了 AI 素养框架，并将其与核心素养相对应，框架包含 AI 知识、AI 能力、AI 伦理三个维度，三

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 AI 知识是基础、AI 能力是核心、AI 伦理是关键［24］。

本文引入 KSAVE 模型构建 AI 素养框架，该框架最初被用来评估 21 世纪技能，全面覆盖知识、技
能、态度、伦理、价值观五个关键领域［25］。

( 1) 知识维度( Knowledge) 。对于 AI 使用者来说，知识不仅仅是对 AI 技术原理的基本理解，

更重要的是了解 AI 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这包括对 AI 应用的潜力、局限性以及可能产生

的社会影响有基本的认识。Long 等基于现有多学科的研究，提出了 17 项 AI 素养能力，以揭示所

有公民都应该了解的知识内容［7］，包含识别 AI、理解智能、跨学科知识、区分通用和专用 AI、想象

未来 AI 等。
( 2) 技能维度( Skills) 。技能维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指在各种场合使用 AI 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强调借助 AI 知识、概念和应用解决不同场景中的问题。如 Han 等认为 AI 素养提升

了学生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科学研究中，以解决实际问题［26］。另一方面是评估和创

造 AI。AI 通过数字自动化增强人类智能，AI 素养应促使学习者参与高阶思维活动。如 Ng 等指

出，2 /3 的 AI 素养研究将 AI 素养扩展到使个体能够批判性地评估 AI 技术、有效地沟通及与 AI 合

作的高阶思维能力［18］。Long 等提出让公众参与创造公共空间中的 AI 设施，以培养他们的 AI 素

养［7］，公众可以参与公共互动艺术作品的开发，从最初被 AI 装置吸引发展到参与互动，并与其他

人相关联。
( 3) 态度、价值观和伦理维度( Attitudes，Values and Ethics) 。这三个维度在本质上都与个体的

内在信念和行为准则密切相关，它们相互影响和强化，共同构成了个体对 AI 技术的心理和道德响

应。态度体现在用户对 AI 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意愿上，包括对新兴技术的开放性、对 AI 带来

的变化的适应性和对 AI 技术未来发展的期待，积极的态度有助于用户更好地融入 AI 驱动的社会

环境中; 对于 AI 使用者而言，价值观关系到他们在使用 AI 时的伦理和道德考虑，正确的价值观有

助于使用者在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维护社会道德和伦理标准; 伦理包含使用 AI 技术时的

道德责任和行为规范，包括对 AI 技术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如工作替代、偏见增强) 的认识和对

策，以及对 AI 技术使用的社会责任感。杨鸿武等认为，AI 素养的伦理包含意识、态度和责任问题，

要求个体在深刻理解 AI 优势与局限的基础上，辩证地对待其双面效应，勇于探索并合理应用这一

075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五十卷 第二七二期 Vol. 50. No. 272

技术，同时，积极担负起在人机互动中维护伦理道德的责任，以促进 AI 技术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

活中的健康发展［23］。朱莎等强调，AI 社会责任是开展 AI 实践活动的指导准则，也是其他 AI 素养

要素健康发展的基石［27］。

综上所述，从 AI 使用者的角度看，KSAVE 模型不仅突显了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必要性，还强调了

态度、价值观和伦理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 AI 素养的完整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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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素养在构

建一个健康、和谐且可持续发展的 AI 驱动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AI 素养教育需要图书馆参与

在 AI 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高校图书馆肩负着顺应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全面转型的重大使命。

开展 AI 素养教育，是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领域传统角色的延伸和发展。这不仅有

助于师生更好地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更是激发他们潜能的关键所在。

3. 1 图书馆促进 AI 素养教育的合理论据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素养教育逐渐成为图书馆特别是高等学

校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一。同时，这一领域也成为图书馆信息学( LIS) 的重要研究课题［28］。如前

文所述，AI 素养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数字素养的基础之上。数字素养作为信息素养在数字

时代的进阶形态，其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AI 素养是在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是对这两种素养的自然延伸。学者已经意识到高校图书馆在 AI 素养教育中的重要角色，提出了

一系列实施建议，认为实施 AI 素养教育可以借鉴现有的信息素养课程模式，这种模式通常适用于

全体学生［18］。此外，国际图联( IFLA) 在 2020 年发布的《关于图书馆和人工智能的声明》中，进一

步强调了图书馆在新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该声明鼓励图书馆积极运用 AI 和机器学习技术，创新

信息管理和服务方式，并主动支持相关研究。同时，IFLA 也强调了图书馆对用户进行 AI 素养教育

的责任［29］。
AI 素养的跨学科性质意味着理解和应用 AI 需要结合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计算机科学、

数学、统计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因此，AI 素养教育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协同

合作的基础之上。高校图书馆凭借丰富的跨学科资源和数据，必然成为实施 AI 素养教育的理想场

所。这不仅能有效促进 AI 知识与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能帮助师生建立 AI 思维，为多元化问题

的解决提供支持。

同时，图书馆员的整体信息素养水平高于其他职业从业人员，图书馆具有承担公众信息素养教育

的资源优势、空间优势，并广受公众信赖，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信息素养教育机构［30］。高校图书馆可

利用其专业馆员优势、资源优势、空间优势和信任优势，向师生提供 AI 信息资源和专业指导，推动 AI

素养教育实践。

3. 2 图书馆提供 AI 素养教育的紧迫性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深入渗透到教育领域，特别是深入师生们的科研、学习和

日常生活中。AI 技术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信息检索模式，还为信息检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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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可以预见，AI 赋能的信息检索将在未来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主导模式［31］。在这种背景下，如

何有效地与 AI 工具互动，如何利用 AI 技术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已经成为师生们必须面对和掌

握的技能。同时，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过载和噪声问题也愈发严重［31］，对信息治理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此外，AI 技术也带来了新的学术伦理问题，需要引起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

思考［32］。

面对这些挑战和变化，高校师生们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 AI 素养。作为信息素养教育的主导机

构，高校图书馆应当积极应对这一趋势，为师生提供全面的 AI 素养教育资源和支持，包括但不限于

AI 基础知识、技术应用、伦理与法律等方面的教育内容，旨在帮助师生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AI 技术，

从而在 AI 技术驱动的数智时代不断进步。

4 高校图书馆 AI 素养教育实施路径

信息素养教育与数字素养教育一直是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内容和实现其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途

径，也是图书馆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33］。厘清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和 AI 素养三者之间的异同，

有助于高校图书馆开展 AI 素养教育，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

4. 1 三素养之间关系辨析

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缘于美国图书检索技能的发展。1974 年，美国信息产业学会主席 Zurkowski

在《信息服务环境: 关系与优势》报告中首次提出“信息素养”概念，即“通过训练、掌握信息工具、获取

相关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4］。目前，比较公认的是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CＲL) 2015

年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中的定义: “信息素养是包含反映发现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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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35］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在数字时代的

升级，比信息素养的外延更广，数字时代的信息素养大多涉及数字信息［36］。数字素养概念是由

Gilster 在《数字素养》中提出的，即理解和使用来自各种数字来源的信息的能力［37］。UNESCO 将数字

素养定义为: 通过数字技术安全，恰当地获取、管理、理解、整合、交流、评估和创造信息的能力，用于就

业、工作和创业; 数字素养通常指包含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在内的各

种能力［38］。数字素养是 AI 素养的前提条件，是理解 AI 的基础［7］。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信息素养、数字素养和 AI 素养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①跨学科性。

三种素养概念对信息和信息技术的理解、使用、评估和创造能力的强调，体现了它们在理论层面的共

同重点。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三者都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它们展现出跨学科

和跨领域的特征，尤其受到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显著影响。随着这些领域的成熟和发展，它们也开始

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涉及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②多维性。三种素养都不是单一

知识的结合，而是综合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和伦理等方面的综合素养。③发展性。随着技术的发

展和社会的进步，三者的内涵及外延都在不断拓展和深化。数字素养可以被视为信息素养在数字时

代的升级，而 AI 素养则是数字素养在 AI 时代的升级。同样，随着数字时代、AI 时代的到来，信息素

养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拓展。

本文基于 KSAVE 模型的五个维度———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和伦理来分析三种素养之间的

差异性，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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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 KSAVE 模型的信息素养、数字素养、AI 素养差异性分析

知 识 技 能 态度、价值观、伦理

信
息
素
养

［35，39］

①信 息 的 概 念、特 征、
类 型、结 构、组 织、流

通、应用等基础知识。
②信 息 搜 索、加 工、评

估、利 用 等 信 息 处 理

知识。

①对各类信息工具的利用能力。
②从各类信息载体中提取所需信息的

能力。
③辨识、分析、评估、筛选、整合信息

以及提高信息使用价值的能力。
④创造、传播信息的能力。

①对信息价值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②对信息的积极态度和责任感。
③对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④信息伦理: 在识别、提取、利用、整合、评

估和传播信息时所需遵守的道德规范。

数
字
素
养

［40，41］

①信 息 和 通 信 技 术

( ICT) 知识。
②信息检索、信息交流

与创造能力。

①信息与数据素养: 掌握如何搜索、浏
览和筛选各种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

能够评估这些内容的可靠性和相关

性，并有效地管理它们。
②交流与合作: 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有

效交互、分享资源、参与公民活动和协

作，同时维护良好的网络礼仪和管理

个人的数字身份。
③问题解决: 能够识别和解决技术问

题，明确技术需求并做出反应，创造性

地使用数字技术来达成目标，以及识

别并弥补数字素养的差距。

①安全: 对数字设备的保护意识，及对个人

数据和隐私的保护。
②数字媒介伦理: 数字空间中人们应遵守

的道德准则与规范的总称。
③针对动态文本的思辨能力。
④数字内容创作: 理解数字内容的开发过

程，包括整合、解释、版本控制和遵守相关

许可协议，以及基本的编程知识。

AI
素
养

［18，19，

23，26，

42］

①理 解 AI 基 本 概 念:

一些被提及的 AI 概念

示例，包 括 机 器 学 习、
深度学习等。
②理 解 AI 基 本 功 能:

能够知晓 AI 的应用范

围和潜力。

①在不同的场景下使用 AI: 在不同的

场景中，能够使用 AI 技术和数据产出

结果; 运用 AI 工具解决个人生活中的

问题。
②AI 评估能力: 能够批判性地评估 AI
技术和应用。
③创造和开发 AI: 能够运用 AI 创新、
设计和鉴定 AI。

①对 AI 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意愿。
②公平性: AI 应该公平地对待所有人，不因

种族、性别、宗教、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而

歧视。
③问责制: AI 设计者和使用者应该对其产

生的后果负责。
④透明度: AI 设计和使用应该透明，让公众

了解其工作原理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⑤尊重人性: AI 应该以人为本，尊重人的自

主性和尊严。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①从知识维度看，信息素养侧重于信息的基本理解，如信息的概念、类型和流

通等，强调对信息本身的结构和组织方式的理解; 数字素养扩展到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的应用知

识，更多关注于信息的检索、交流和创造能力; AI 素养则更为深入，涉及对 AI 技术的基本概念，如机

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的理解，并且更强调对 AI 技术应用范围和潜力的关注。②从技能维度看，信息

素养着重于信息的检索和加工能力，包括辨识和整合信息的技能; 数字素养更关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

交流、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技术运用和数字内容创造; AI 素养专注于 AI 技术的具体应用，如

AI 工具的使用、AI 技术的评估，以及 AI 创新和开发，涉及更复杂和高级的技术应用技能。③从态度、

价值观和伦理维度看，信息素养强调对信息价值的认识、对信息的积极态度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

在信息使用中的伦理规范; 数字素养包括对数字设备和个人数据保护的安全意识，以及数字媒介伦理

和对动态文本的思辨能力; AI 素养在这一维度上的强调最为显著，AI 技术的特性和影响范围使得伦

理问题尤为关键，AI 素养涉及对 AI 的积极态度，AI 的公平性、问责制、透明度和尊重人性等原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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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用者和设计者在应用 AI 时充分考虑其社会影响和道德责任。

4. 2 AI 素养教育实施路径

随着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教育的不断发展，AI 素养教育成为素养教育的新方向。这种教育形式

能够使学生理解和运用与 AI 相关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提升他们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近年来，学者

们纷纷呼吁将 AI 素养纳入 21 世纪技术能力的范畴，强调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以促进他们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7，43］。最新的教育框架( 例如 ISTE、DigCompEdu 等) 已经将 AI 纳入最新的教育标准，

用于解决全球数字技能水平问题［41，44］。各国政府也纷纷推出 AI 课程，以使其教育标准与邻国保持

一致［45］。AI 教育已成为年轻学习者为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做准备的必要组成部分［46］。值得注意

的是，AI 素养教育并不意味着编程、算法等 AI 专业课程，对于非 AI 专业的学生，其重点是培养他们

的 AI 思维、提高对 AI 的认识和伦理意识、掌握基础知识并具备应用 AI 产品的能力［19］。高校图书馆

作为推广 AI 素养教育的重要力量，需要与时俱进，促进跨学科对话和合作，推动学术界和学生群体对

AI 技术的深度理解和应用。同时，图书馆还肩负着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伦理判断能力的使命，通

过引导学生参与有关 AI 伦理和社会影响的讨论，增强他们在技术使用中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
4. 2. 1 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

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塑造与技术融合的平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书

馆不仅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获取和服务，而且更加强调知识和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及跨学科知识

体系的构建。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和服务方式，图书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高效、智能的知识和

技术服务，推动知识的传承和发展。

首先，图书馆应致力于整合各学科资源，特别是 AI 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以构

建一个全面的跨学科知识体系。这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理解 AI 技术的多元应用及其社会影响。例

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建立了“AI 工具与资源”网页，该网页提供了全面的 AI 技术信息，包

括 AI 简介、如何在各个领域使用生成式 AI 以及生成式 AI 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等［47］。其次，图书馆还

应提供从基础到前沿的 AI 知识资源，包括 AI 的历史发展、基本原理、最新研究趋势和应用潜力等，以

帮助学生建立全面的 AI 知识框架。再次，图书馆应发展数字资源和在线学习平台，包括开发在线课

程和工作坊，以及与 AI 相关的数据库和电子书籍，以便学生随时随地访问最新的知识和信息。如台

湾清华大学图书馆举办了 AI 相关主题书展，主要围绕 AI 及其在各行业的应用、延展现实技术和元宇

宙的概念与未来展望［48］。最后，图书馆应鼓励学生参与 AI 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实践，提供研究资

助、指导和合作机会，这有助于增强学生对 AI 领域的深入理解，同时促进学术创新和技术发展。

通过以上措施，图书馆在知识维度上为 AI 素养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学生的学术研究和

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4. 2. 2 能力构建与实践应用

在 AI 素养培训中，除了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内容的增加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真实世界的体验、动手实践、创新思考、合作学习以及反馈优化，学生能够更全面地发展 AI

技能和素养。

首先，高校图书馆可以提供多场景 AI 应用培训，举办系列培训课程和工作坊，帮助学生掌握在各

种学术和实际场景中应用 AI 技术的能力，这些课程应注重提高学生的数据分析和实际问题解决能

力。例如，四川大学图书馆推出的 AI 工具使用系列讲座，提供了 AI 绘画解决方案、ChatGPT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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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示词工程以及个人 AI 助手的介绍［49－51］，以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在科研或日常生活中应用 AI 技

术。其次，图书馆还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 AI 评估能力，即培养学生批判性地评估 AI 技术和应用的能

力，通过组织研讨会和讲座，讨论 AI 技术的潜在偏见、伦理问题和社会影响，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

学会从多个角度审视 AI 应用，并对其结果做出合理评估。例如，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推出专题讲座，

从图书馆专业视角出发，细致地分析 ChatGPT 在研究流程中的应用基本原则与伦理议题，以及

ChatGPT、图书馆及 AI 小工具在研究流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52］。最后，高校图书馆应提供 AI 创新和

开发支持，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平台，支持学生在 AI 领域的创新和项目开发，包括提供访问最新

AI 研究和开发工具的机会，以及组织相关的项目比赛和创新挑战赛; 作为跨领域学术交流的核心平

台，高校图书馆还应与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学习和创

新机会。例如，四川大学图书馆推出的“AI 与法律: 文科生如何做人工智能预测模型”讲座，介绍了

AI 技术在法律领域如何建立预测模型［53］。国内高校图书馆已与中创思潮科技集团合作，联合研发

“创新树———大学生 AI 素养平台”，通过 AI 互动、AI 课程、AI 研报与案例文库、AI 特色专题片以及

AI 调查五个版块，旨在启发与刺激学生参与尝试 AI、思考 AI，平台提供 AI 相关研报知识和趣味发散

内容，与学生的 AI 实践互动互通，形成一个良性的 AI 素养培养闭环。面对 AI 蓬勃发展的社会图景，

该平台帮助学生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将对科技的思考与使用素养内化为青年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实

现学生认识和利用 AI 的多能与超能。
4. 2. 3 道德觉醒与责任担当

高校图书馆在 AI 素养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更是塑

造伦理观念和道德品质的关键力量，肩负着促进学生在 AI 领域的道德觉醒和责任担当的使命。
首先，图书馆应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和展览等活动，加强学生对 AI 技术的正面认识，提高他们

对 AI 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意愿。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学生认识 AI 技术的潜力和应用范围，从而使

他们对 AI 技术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其次，图书馆需要系统地整合与 AI 伦理相关的学术资源，如专

著、期刊论文、案例分析和政策研究报告等，为学生提供全面的 AI 伦理知识框架。这些资源涉及 AI
技术的伦理挑战、法律法规、社会影响等，有助于学生理解 AI 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性和伦理问题。再

次，图书馆应继续发挥其在学术伦理维护中的重要角色，培养批判性思维，引领建立 AI 正确使用与引

用的标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推出一期名为“ChatGPT 说的可信吗? 学术文献的查证与引用”专题

讲座，利用案例说明 ChatGPT 在查证文献上的局限性［54］。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创建并维护“人工智

能认可与引用”专栏，内容涵盖 AI 作品的正确引用、对生成式 AI 贡献的承认、AI 内容的参考引用格

式，为师生在学术活动中正确使用和引用 AI 内容提供了参考依据［55］。最后，图书馆也可邀请 AI 领

域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及伦理学者共同探讨 AI 技术的伦理责任、社会影响和法律挑战，这些活动能

够增强师生对 AI 伦理问题的敏感性和批判力，并扩展他们的视野。
总体来看，高校图书馆在 AI 素养教育中的伦理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传递，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深

刻理解 AI 技术的伦理维度，并培养他们成为能够对 AI 技术负责任使用和评估的有识之士。通过提

供丰富的伦理教育资源、组织多元化的教育活动以及促进学生的实践参与，高校图书馆能够有效地促

进学生的道德觉醒，为培养未来社会的责任感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 AI 素养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5 结论和展望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培养包括非专业人士在内的社会各行业各领域人员的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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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已经成为教育和学习的核心议题。本文对 AI 素养的内涵和框架进行了全面探讨，强调它不仅

包括对 AI 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还涉及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责任感等多维度内容。AI 素

养教育需要超越技术层面，深入到价值观和伦理观念的塑造，以及社会参与的引导。在实施路径方

面，本文重点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推广 AI 素养教育中的关键作用。作为知识的宝库和传播枢纽，图

书馆不仅提供与 AI 相关的资源，更承担着推动跨学科知识整合和培养创新思维的重要任务。面对未

来的挑战，高校图书馆需要积极应对 AI 技术与多学科知识融合的挑战，设计创新教育课程，并引导学

生适应 AI 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同时，图书馆还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和策略，包括伦理教育、

跨学科对话和技术应用等，以支持学生在 AI 驱动时代的学习和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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