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
评价体系与培养

徐　娟　宋继华

提　要 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信息化的角度出发，解析了对外汉语教学教师

信息素养的内涵，并依据国际标准，分三个层次设计了对外汉语教师

信息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培

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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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 信 息 化 建 设 工 程 是 教 育 部

《2003 —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时下我国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水平。鉴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特

殊性，对外汉语教师应该责无旁贷地向全世

界充分展示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的风貌。

目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职、兼职

教师已达到六千多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

能力认定办法》于2004 年10 月开始施行，

尽管为促使更多的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有关部门有意将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认证门

槛放低，但是就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

而言，对对外汉语教师掌握信息技术的要

求却更加迫切了。

然而，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由于我

国教育长期的“文理分家”，自然学科与人

文学科的互不搭界，致使很多对外汉语教

师的知识结构先天存在某种欠缺，他们在

理念上理所当然地将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

术视为理科的事，积习使他们对传统的教

学手段安之若素，而对以计算机为核心的

信息技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一直

以来，很多教师的教学内容一成不变，获取

教学信息的途径单一，缺乏信息检索知识

和计算机运用能力，在运用计算机进行信

息资源的检索、获取满足自身深层次需要

的文献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其教学设

计水平、信息化教学技能、信息技术教学之

运用效果等均亟待提高，适应和满足现代

教育发展需要的对外汉语师资队伍尚未建

立起来。

影响上述问题的核心是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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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信息素养问题。因此，研究对外汉

语教师的信息素养，不仅是适应知识经济

时代对外汉语教育先进模式的要求，也是顺

应社会发展、深化教学改革、开展创新教育

的需要。提高整个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师资

队伍的信息素养，不仅是实现传统教学模式

变革的重要条件，而且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事

业的跨越式发展亦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如果不从现在就着手花大气力去抓，

对外汉语教学信息化的工作将会越来越滞

后，最终会影响和制约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自

身的发展。

二、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是对信息社会中人的信息行

为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整体描述。这一术语

最早由时任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的保

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于1974 年

提出，他认为：“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指那

些在如何将信息资源应用到工作中这一方

面得到良好训练的人。有信息素养的人已

经习得了使用各种信息工具和主要信息来

源的技术和能力，以形成信息解决方案来解

决问题。”

美国国家信息素养论坛在1990 年的年

度报告中对具有信息素养的人的界定是：了

解自己的信息需求；承认准确和完整的信息

是制定明智决策的基础；能在信息需求的基

础上系统阐述问题；具有识别潜在信息源的

能力，能制定成功的检索策略；能检索信息

源，包括能利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

或其他技术；具有评价信息的能力；能为实

际应用而对信息进行组织；具有将新信息结

合到现存的知识体系中的能力；能采用批判

性思维，利用信息并解决问题（张倩苇，

2001）。

教师应具备的信息素养可分为基本信

息素养、学科信息素养、特殊信息素养和科

研信息素养四个层次。基本信息素养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

（1）信息意识与情感：具有一种使用计

算机与其他信息技术来解决自己工作、生活

中问题的意识；

（2）信息伦理道德修养：能够遵循信息

应用人员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从事非法活

动，同时也知道如何防止计算机病毒和其他

计算机犯罪活动；

（3）信息科学技术常识：具有一定的信息

科学技术知识，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4）信息能力：基本信息能力包括信息

系统的操作能力、文字处理能力、信息采集

的能力、信息通讯的能力、信息组织与表达

的能力、信息加工处理的能力等。其中信息

意识与情感是先导，信息科学技术常识是基

础，信息能力是核心，信息伦理道德修养是

信息素养健康发展的保证（王吉庆，1999）。

学科信息素养，是指教师在进行具体的

学科教学中所具备的信息知识和能力。对

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是对外汉语教师应具

备的信息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整合

的能力，包括信息化教学设计的能力、教学

内容信息化处理的能力、创设语言交际环境

的能力、培养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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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是对外汉语教

师知识结构更新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到他

们自身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是实现教学

内容问题化、教学过程研究化、教学活动网

络化、教学结果创新化的内在驱动力。

三、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的评

价指标体系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套规范的教

师信息素养培养标准和相应的评价体系。

国家统一的教师信息能力标准、信息技术课

程教师能力标准等有关标准是相关教师培

训的质量和规范化的重要保证，并为教师受

训后的评价和认证提供参考。因此，建立教

师信息素养培养标准及其相关评价体系迫

在眉睫（王玉明，2004）。

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应该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复杂系统。参

照美国国家教师教育技术标准、美国高等教

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等国际标准（陈文勇

等，2000），笔者将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的

指标分成四个部分：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

教学内容信息化处理能力、创设语言交际环

境能力、培养语言技能能力，并按照初、中、

高三个层次，初步设计出了对外汉语教师信

息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指
标

要
求

层 次

信息化教学

设计能力

教学内容信息化

处理能力

创设语言交际

环境能力

培养语言

技能能力

初级
能编写教学内容的

文字脚本

合理使用数字化教

学资源

创设的语言环境以

计算机单向输出（展

示性）为主

有效培养学生的听

说能力

中级
能编写教学内容的

制作脚本

对已有的数字化教

学资源进行处理与

整合

创设的语言环境有

简单的人机会话

有效培养学生的听

说读写译能力

高级
所编写内容脚本与

制作脚本规范、科学

高效获取信息，有效

处理与整合教学资

源，能制作多媒体课

件，评价课件优劣，

并用于教学研究及

管理

创设的语言环境可

进行灵活的人机交

互，问题情境生动、

逼真，能引导学生进

入自主学习状态

不仅全面培养学生

的听说读写译能力，

还能引导学生将信

息技术作为认知工

具，具有创新教学信

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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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的

培养

要让广大的对外汉语教师达到上述指

标，教师的自我观念必须更新；要建立多元

化的教师信息素养培养途径，多种渠道，多

种形式，注重实效；要积极实践，创新学习；

还要创造信息素养教育环境的保障措施，使

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制度化、规范

化、人文化。

（一）更新教师自我观念

从“计算机文化论”到“计算机工具论”、

“技能论”，再到现在提出的“信息素养论”，

正是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促使自

身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要求，是现代信息技术

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对人才

培养与发展的要求。应当说这是信息时代

的一个鲜明的、主要的社会特征，更是“以人

的发展为中心”时代主题的要求，这是一个

观念更新的问题。

有信息素养的人是指那些不仅懂得如

何学习，而且具有终身学习意识、习惯和能

力的人。教师作为教育信息化的实践者、课

程的设计者和开发者、新技术的学习者和传

播者，更要树立新型的教育理念：由封闭式

单一化的教育转变为开放式多元化的教育；

由知识传播型教育转变为知识催生型教育；

由终结型教育转变为终身型教育；由整齐划

一型教育转变为个性化教育。树立素质教

育观、终身教育观、双主教育观、创新教育

观、情商教育观、四大支柱教育观等的现代

教育观（徐娟等，2002），这是教师信息素养

提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建立多种培训模式

应当建立适合对外汉语教师的“多层

次、多规格、多形式、多渠道”的培训模式，如

集中脱产培训、非脱产培训、寒暑假培训、短

期讲座、专家讲学、组织教师观摩教学示范

课、通过网络进行远程培训等。培训内容以

全国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协作委员会制定的

《高等学校教育技术等级培训大纲》为依托，

所讲案例以对外汉语教学的电子教案、多媒

体素材、网络课件为主，布置的作业也与对

外汉语教师自己讲授的课程结合，引导教师

在培训结束后仍然能够不间断地进行信息

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活动。

集中脱产培训与寒暑假培训的时间相

对集中，可以充分展示对外汉语教师在信息

社会里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理论、具备信息

应用能力，以及有效运用信息科学的理论、

方法、手段和工具，对教学设计、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过程中的有关信息进行获取、分析

处理、传递和利用的能力。

非脱产培训的时间相对分散，通常利用

的是晚上或周末，所以更需要合理安排哪些

在课堂上讲授（如常见问题解答、难点解析

等），哪些以学员自学为主（常识性知识等），

而且周期不宜拖得过长，一般以2 周至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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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为宜。

如有条件，可以不定期地举办短期讲

座、专家讲学，如针对当前热门话题（例如

“Blending Learning”）举办研讨会，邀请国

内外教育技术专家作专题报告，及时了解并

吸纳有关信息素养方面的新进展、新动态，

扩展新信息源，同时能够活跃学术氛围，加

强教研协作关系。

组织教师观摩教学示范课可以极大地

促进教师产生积极利用各种信息工具和资

源的强烈意识和欲望，自觉地学习现代教育

理论、学习理论和教育技术，转变传统教育

观念，树立以学为中心的自主学习的观念，

并在信息活动中不断形成相关的能力，促进

教师向专业化水平迈进。

如果培训学员没有条件直接到培训单

位接受培训，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远程实时

或非实时的培训，当然这需要培训部门提供

充足的学习资源以及良好的网络环境，便于

师生双向交流，同时也对学员的自学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培训内容本身就是

提高信息素养、创新教学模式的，那么培训

的方式就要坚决摒弃“满堂灌”的传统方式，

彻底改变“一言堂”的注入式讲授，尽可能实

现最充分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三）积极实践，创新学习

“纸上得来终觉浅，始知此事要躬行。”

只有亲自动手，亲自实践，敢于创新，在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中探索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

信息能力素养。

创新学习是指学习者一面接受新信息、

学习新技能，一面又为新信息与新技能赋予

意义，传播给他人。这样，学习者可立即转

为指导者，创新学习使得学习社群迅速扩散

（桑新民，2000）。

对外汉语教师一方面将信息技术应用

于教学，切实提高了教学效能，另一方面也

更加深了对信息技术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让

教师在实践中反思、交流和提高。

（四）创造信息素养教育环境的保障措施

首先，要加快信息化硬件基础设施建

设，如建立多媒体教室、多媒体语音室和校

内外教学网络，这是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前

提。同时要积极开展信息化软件设施的建

设，加速提高信息素养的多媒体课件的开

发，建立一批高水平、高档次的多媒体对外

汉语教材，建设对外汉语教学素材库，为对外

汉语教学信息化的发展打好基础、铺好路。

其次，要提供相关的策略支持和技术支

持，开展课题研究，进行各项信息技能应用

评比活动（如多媒体课件制作评比），激发教

师应用信息技能的主动性，鼓励教师利用信

息技能拓展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形成相互激

励、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良好学习环境，营

造“人人成为信息素养人”的氛围。

第三，要制定完善的教师信息素养培养

政策，将信息素养的具体要求尽快整合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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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汉语教师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将信息技术

和课程整合技术作为教师教学的必备技能，

其成果纳入教师聘任、考核、晋升、培养等条

件之中。

五、结语

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现代化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衡量一个国家基

础教育水平乃至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而教师作为信息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其自身

的信息素养关系到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教学

改革的进程，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条件。

信息素养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人类传统文化素质的延续和拓展。

对外汉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是信息时代对

对外汉语教师素质的要求，对外汉语教师信

息素养培养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要，是学

校教学改革的需要，是教师个人自身发展的

需要。

信息素养不仅是一定阶段的目标，而且

是每个社会成员终生追求的目标，是信息时

代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能力。无法想

象一个自身信息素养不过关的教师会有能

力将信息技术和对外汉语课程进行有效的

整合。总而言之，对外汉语教师的信息素养

决定着教师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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