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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邮

电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砥、朱莎、杨宗凯、王美倩、许林、曾祥翊、宋灵青、钱冬明、吴永和、余

云涛、唐舒、张泽今、李毅、刘德建、俞飚、曾海军、吴晨、饶景阳、李青、马严、方海光、尚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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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框架，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四个维度。

本文件可为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提供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信息 information

关于客体（如事实、事件、事物、过程或思想，包括概念）的知识，在一定的场合中具有特定的意

义。

[来源：GB/T 5271.1—2000,01.01.01]

3.2

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

个体恰当利用信息技术来获取、加工、管理和评价信息，促进知识的理解、建构和创造，发现、分

析和解决问题而具有的意识、能力、思维及修养。

3.3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中小学生具有的信息素养（3.2）。

4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框架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框架见图 1。其中，一级维度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

伦理。每个一级维度由若干二级维度组成，每个二级维度由若干三级维度组成，三级维度详见表 1到表

4。

第 5章到 8章中分别规定了各个一级维度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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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框架

5 信息意识

5.1 概述

信息意识是指客观存在的信息和信息活动在学生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表现为学生对所关心的事或物

的信息的敏感度，包括信息感知意识、信息应用意识和信息安全意识。

5.2 信息感知意识

信息感知意识是指学生能够自觉地对内外界信息进行感知、判断和挖掘。该过程中被感知的信息不

仅包括有机体内部的生理状态，还有外部环境的存在及其相关信息，具体包括信息感知力、信息判断力

和信息挖掘意识。

5.3 信息应用意识

信息应用意识是指学生在实际情境中主动尝试利用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与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包

括信息技术应用动机、信息技术应用思维和基于技术应用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5.4 信息安全意识

信息安全意识是指学生大脑中建立起来的信息化活动必须安全的观念，即学生在信息化活动中对各

种各样有可能对信息本身或信息介质造成损害的外在条件的一种戒备和警觉的心理状态，包括隐私保护

的意识、健康与有害信息的分辨意识和安全使用各种应用程序与软件的意识。

5.5 信息意识评价维度



GB/T XXXXX—XXXX

3

信息意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1。

表 1 信息意识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信息意识

信息感知意识

信息感知力 通过各种媒体获取信息时，学生对信息产生的主观认知能力

信息判断力 根据问题解决需要，评估信息来源，辨别信息可靠性和时效性的能力

信息挖掘意识 从大量信息中搜索并发现有效信息、隐藏信息的意识

信息应用意识

信息技术应用动机

在日常学习与生活实践中主动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兴趣等，如使用

即时通信软件进行社交的行为倾向、使用各种电子设备进行数字化阅

读的习惯等

信息技术应用思维
应用信息技术对外部信息与大脑内存储知识经验进行心智操作的系列

过程，包括利用思维导图工具开展大脑风暴活动的意识等

基于技术应用的可

持续发展意识
利用信息技术为自身学习服务，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信息安全意识

隐私保护的意识

利用技术或非技术手段防止自身或他人隐私泄露、被非法利用等的意

识，如加强个人数字证书安全存储和使用、不偷窥他人隐私、不随意

传输或存储个人支付账户信息等

健康与有害信息的

分辨意识

辨别健康与有害信息，并尝试遏制有害信息随意蔓延，如不随意听信

谣言、不轻信广告、不随意转发不实信息、能检举有害信息等

安全使用各种应用

程序与软件的意识

不随意识别陌生人的二维码、不随意打开可疑网站、不随意下载可疑

软件等

6 信息知识

6.1 概述

信息知识是指学生在应用信息和信息技术过程中应该了解与掌握的知识，包括信息背景知识、信息

原理知识和信息技能知识。

6.2 信息背景知识

信息背景知识是指学生在了解相关信息理论或学说时所需具备的先行知识，包括了解信息及信息技

术的相关概念和术语，理解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基本现状及未来趋

势。

6.3 信息原理知识

信息原理知识是指学生知道并了解信息及信息技术相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定律等，包括知道

信息获取的一般过程与原理、了解信息传播的基本原理过程、初步认识信息处理与再利用的基本原理。

6.4 信息技能知识

信息技能知识是指学生掌握与信息及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操作知识、方法、策略等，包括掌握常见

数字化设备、系统软件与应用软件的技能知识，了解信息检索与评测、信息分类与存储、信息管理与知

识管理的技能知识，了解数字化学习资源设计方法与开发的技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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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信息知识评价维度

信息知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2。

表 2 信息知识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信息知识

信息背景知识

了解信息及信息技术的相关概念
了解信源、信宿、存储介质、传输介质、多媒体、大数据

等术语的概念内涵

理解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观察、体验并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生产、生活、

学习等方式的变化等

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基本现

状及未来趋势

了解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起源、发展与未

来走向等

信息原理知识

知道信息获取的一般过程与原理
知道针对信息需求，选择信息来源、确定获取方法、评价

信息质量、组织调整信息的相关知识等

了解信息传播的基本原理过程
了解信息编码、译码、反馈的原理与过程，信息传播的诱

导性原理、二次创造性原理、文化同一性原理等

初步认识信息处理与再利用的基

本原理

初步认识信息加工原理、通信原理、决策原理、控制原理、

系统优化与自组织原理等

信息技能知识

掌握常见数字化设备、系统软件与

应用软件的技能知识

熟悉个人计算机、智能终端的使用方法，灵活使用操作系

统、编译软件等的策略知识，掌握操作文字处理软件、图

形图像处理软件等的技能知识等

了解信息检索与评测、信息分类与

存储、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技能

知识

初步了解数字化学习与生活中搜索、评测、分类、存储、

管理信息的技能知识等

了解数字化学习资源设计方法与

开发的技能知识

了解动画、视频、课件、网页等多媒体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的相关技能知识等

7 信息能力

7.1 概述

信息能力是指学生理解、获取、利用信息及信息技术的能力，包含信息应用能力、信息融合能力和

信息创新能力。

7.2 信息应用能力

信息应用能力是指学生有目的地使用信息及信息技术的能力，包括搜索和查找信息的能力、提取和

使用信息的能力、交流和评价信息的能力、鉴别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发布和共享信息的能力。

7.3 信息融合能力

信息融合能力是指学生将信息及信息技术与自身学习、生活相融合的能力，包括重新处理和整合信

息的能力，利用信息技术与资源开展自主与协作学习的能力，借助信息技术与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

7.4 信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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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创新能力是指学生在各种技术实践活动中不断提供具有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的新思

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包括创作数字作品的能力、创新学习模式的能力以及创新学习方

法的能力。

7.5 信息能力评价维度

信息能力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3。

表 3 信息能力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信息能力

信息应用能力

搜索和查找信息的能力 根据问题解决需要，有意识地寻求恰当方式检索所需信息

提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 快速提取且有效使用信息

交流和评价信息的能力 利用各种即时通信工具与非即时通信工具交流和评价信息

鉴别和分析信息的能力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鉴别和分析信息

发布和共享信息的能力 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发布和共享信息

信息融合能力

重新处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 结合自身知识背景重新处理和整合既得信息

利用信息技术与资源开展自主

与协作学习的能力

选择恰当的数字设备、在线平台与在线资源进行自主探究与

协作学习

借助信息技术与资源解决问题

的能力

利用数字设备、在线平台与在线资源解决现实问题或完成特

定学习任务

信息创新能力

创作数字作品的能力
基于特定内容或围绕特定主题，借助在线平台，与合作伙伴

协作设计和创作数字作品

创新学习模式的能力

结合自身经验创新学习模式，如基于不同信息技术或在

线学习系统，采用自主学习模式、合作学习模式、混合

学习模式、研究性学习模式等

创新学习方法的能力
根据自身真实情况创新学习方法，如恰当选择基于不同

工具软件或应用程序，进行碎片化学习或反思性学习等

8 信息伦理

8.1 概述

信息伦理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道德准则、

法律法规等，它是调节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和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信息道德与信

息法律。

8.2 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是指学生在信息采集、加工、存储、传播和利用等信息活动各个环节中，用来规范其间产

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总和，包括信息道德意识、信息道德关系和信息

道德实践。

8.3 信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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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法律是指学生对信息活动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控的法律措施，这些措施涉及信息系统、处理信

息的组织和对信息负有责任的学生等，包括信息法律意识和信息法律知识。

8.4 信息伦理评价维度

信息伦理的二级维度及三级维度见表 4。

表 4 信息伦理评价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描述

信息伦理

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意识
主动遵循信息伦理道德规范，明确网络环境中应遵守的价值观念、道德

责任和行为准则

信息道德关系
具有良好的协作意识与习惯，乐于帮助他人开展信息活动，负责任地共

享信息和资源，并能承担相应的义务、遵循网络的管理规则

信息道德实践
按照道德规范开展信息活动，如在信息分享与交流活动中，能通过合理

的方法辨别与抵制不良信息，尊重他人观点，理性发表个人观点

信息法律

信息法律意识
积极了解网络虚拟身份的作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认识网络法律法规

对信息社会有序发展的保障作用

信息法律知识
了解知识产权的概念，明确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知道常用的信息保护

方法，认识数字身份的唯一性与信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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