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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發展背景與重要性 

 

五十年前計算機的發明，二十年前的網路通訊，十年前的網際網路，近五十

年來人類社會的改變，尤其訊息的交換方式和交換速度的改變，有如一列行進中

的自強號列車，先是緩緩啟動，逐漸加速，而至高速行進。目前大約只是逐漸加

速的狀態，未來無法預測，但是在可見的未來，為了應付數位時代的工作和生活

方式，人的學習方法和學習速度無疑要隨之加快，以避免自外於社會生活，成為

社會邊緣。學習基本技能，以便與外界合理溝通，稱為素養教育，資訊素養教育

和媒體素養教育教導現代社會公民必備的基本技能，有如二十世紀初讀寫教育幫

助人應付當代的工作與生活。 

 

資訊素養與資訊素養教育 

 

吳美美(民85，頁35)認為素養(literacy)是「理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

要的能力。」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則是「有效發現自己的資訊需要、尋

找資訊、判斷和呈現資訊，以及使用資訊的能力」。資訊素養教育的起因源於美

國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波「教育改革運動」(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其起因

則可能是一份出版品《危機中的國家》 (A Nation in Crisis)，該報告指出美國若不

加強教育，會使該國陷入危機，美國圖書館學會(ALA)的傳統之一是關心並支援

學校圖書館發展教育功能，為呼應該文件，邀集全美六十餘全國規模的教育團體

共同組成「資訊素養國家論壇」1(National Forum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NFIL)，於

1989年舉行第一次會議，該論壇的具體貢獻包括：(1)形成有效政策；(2)出版文件；

(3)意見交流及推廣。其中，在政策形成方面，促成1992年「督察及課程發展學會」

(Associ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CD)做成一項決議，要求

各級學校將資訊素養正式列入學校課程之中(Breivik & Ford, 1993)。 

資訊素養教育在美國成功推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將資訊素養的內涵，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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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早期譯為「全國資訊素養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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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學習技能規劃在正式課程中，並且作為許多州的課程評鑑要項。例如美國「中

部各州高等教育組織」(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Middle States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 Schools)課程評鑑項目包括：有多少課程計劃表(syllabi)含有圖書館相關

的技能練習？這些技能的性質是什麼？這些技能適用於課程性質和學生程度

嗎？這些技能有無思考和創造性？這些技能能夠促進主動的學習嗎？這些技能

有無利用到原始資料？這些技能有否提供學生了解圖書館資源的作用？有關圖

書館的使用技能部份，是否依循序漸進的原則進行？教育評鑑的內容是教育發展

的指標，必要的指引，資訊素養教育確實能帶領這一代的人，跟上資訊傳播科技

的發展，學習必要的技能，當然落實在教師的課程進度表中，是為最確實的做法。

參與許多教學改進或研究計畫評鑑，最為令人欣賞的是計畫、執行、考核三部分

的規劃，除了有抽象的理想願景，更重要的是有具體實施步驟，以及可以評鑑的

具體成果項目，環環相扣，如此素養教育的願景可以藉由列有資訊素養具體實施

項目的課程進度表實施、評鑑時有具體的預期成效項目可以觀察，如此資訊素養

才能落實，如同台北美國學校，大六教學法在美國本土積極推行時，該校教師圖

書館員透過網路論壇，也同步實施，效果卓著，許多學習成效優良的畢業校友，

常常返校探望協助實施資訊素養教育的教師圖書館員，表達感謝之意呀2。 

 

媒體素養與媒體素養教育 

 

媒體素養或媒介素養，一般而言，媒體(mass media literacy)指大眾傳播媒體，

媒介(media)則指資訊承載體，英文mass media和media容易區分，前者是大眾媒

體，後者是媒體或媒介，中文大眾媒體有時簡稱媒體，而媒體和媒介有時混用，

閱讀時必須十分小心作者的指涉3。教育部出版《媒體素養政育政策白皮書》4指

出「媒體教育的終極願景，在於透過媒體素養教育的機制，強化全民對於媒體的

釋放與賦權，以建立健康媒體社區。」「釋放」是指「個人在心智上能夠穿透媒

體所建構的迷障，不被媒體左右；更能進行社會參與，使用媒體表達對公共事務

的關心，促進公民民主素養」；「賦權」指「個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選擇、評估

媒體及其內容，進而透過理性的思考與對話，去影響、督促媒體改善內容，乃至

培養公民產製創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訊息，共同建構社區品味，從而提高社會

的文化品質。」該白皮書列出媒體素養的內容包括：了解媒體訊息內容、思辯媒

體再現、反思閱聽人的意義、分析媒體組織、影響和接近使用媒體。剖析而論，

教育部《媒體素養政育政策白皮書》的「媒體素養」似乎專指民眾對於大眾傳播

媒體(mass media)解讀能力之培養。在推動方面，也列出一系列實施策略，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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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問美國學校，該校高中部圖書館主任Mrs. Merchant告知。 
3 為便於閱讀，本文使用媒介表示media，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媒體指mass media，媒體素

養指mass media literacy。 
4 教育部(民 91)。媒體素養政育政策白皮書。http://www.edu.tw/society/report/b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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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上融合統整入九年一貫領域與議題，鼓勵學校開設媒體素養相關選修課

與通識課程，結合媒體機構發展教材與開放資源，透過社教網路及家庭教育網路

全面推動媒體素養的社會教育，同時著重師資培育和支援體系的建立等。 

教育部《媒體素養政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民 91)指出媒體素養教育最早

則可追溯至 1930 年代，英國自該年代起便將媒體教育視為正式教育體系的重要

任務，由現場教師將媒體教育與現有學科加以結合，以培養學生文化品味為核

心。英國的媒體教育以「誰生產媒體文本(Text)？」、「媒體文本形式為何？」、「媒

體文本如何被產製？」、「閱聽人如何理解文本？」、「目標閱聽人為何？」、「文本

如何再現真實？」等六個面向的媒體教育內涵，施行由幼稚園大班到高中的正式

學制課程，並有完整的評量系統。其他各國也開始注意資訊媒體產品爆增，媒體

教育的迫切重要，開始推行媒體素養教育。1990 年代，在美國有推展媒體素養

的行動，並有十幾州響應。例如在北卡羅萊納州，媒體素養被納入溝通技巧和資

訊技巧課程中；新墨西哥州要求學生修習一堂媒體素養課程，才可於高中畢業

(Hobbs, 1998)。現階段媒體素養被視為一種與資訊素養和批判思考有不可或缺的

關係(Manuel, 2002)。

此外還有媒介素養，也有泛稱媒體素養，或新媒介素養(new media literacy)

重視資訊傳播科技的應用技能，尤其在教學方面，更倡導教師應關心「新媒介素

養」，Brunner & Tally (1999)出版「新媒介素養手冊—教育工作者新媒介應用於教

室指引」(The New Media Literacy Handbook: An Educator’s Guide to Bringing New 

Media into the Calssroom)則將「媒介素養」 (media literacy)定位為「應用資訊科技

的技能」，包括能使用網際網路(world wide web)、光碟資料庫(CD-ROMs)及其瀏覽

和檢索引擎、能使用各種索引摘要資料庫、線上百科全書查檢資料、評鑑檢索到

的資料是否正確有用、能使用線上實驗室等媒介工具，進行觀察、紀錄、分析等

活動。Brunner & Tally對於媒介素養的定義，基本上就是資訊素養的內容，資訊

的定義百來種，其中資訊即媒介，媒介素養可以說是資訊素養六項基本技能其中

第四項，資訊傳播科技工具的使用能力，資訊素養和媒介素養都重視資訊傳播科

技的應用以利基本學習能力的培養。 

數 位 素 養 (digital literacy 5 ) 的 課 題 顯 現 在 Paul Gilster1997 年 出 版 的 Digital 

Literacy。其內容主要在說明網際網路時代，人應該要有哪些基本素養，Gilster(1997) 

指出數位素養是指「獲取網路電腦資源以及使用這些資源的能力」(Digital literacy- 

the ability to access networked computer resources and use them)，該書包括幾章有趣的

內容，包括內容評鑑、超媒體和情境、檢索虛擬圖書館、知識組裝，數位素養建

議建構的能力包括資訊傳播科技、新媒體應用、檢索、搜尋、識讀、辨讀、知識

建構等能力。媒體素養、新媒介素養和數位素養的概念接近，著重點各不同。新

媒介素養和數位素養基本技能之培養，應可採用廣義的資訊素養涵蓋。 

 

 3

                                                 
5 Gilster, Paul (1997). Digital Literacy. N.Y.: John &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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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教育實施方式 

 

如前所述，媒體素養教育是了解大眾媒體的生態環境和產業結構、培養閱聽

人使用媒體的批判能力；資訊素養教育以建構個人的學習能力為主，包括能確認

資訊需求、尋獲、評估、呈現和使用資訊等和研究過程有關的能力。但更具體來

說，素養教育應如何設計及實施呢？以下分別以資訊素養教育及媒體素養教育為

例，說明其應涵蓋的課程內容及實施方式：  

在資訊素養教育方面，根據 Rader & Coons(1992)的定義：一個有資訊素養的

人，應具備七種相關的特質和技能，包括(1)能在資訊和科技的環境中有效的學

習；(2)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經營有生產力、健康和滿意的生活；(3)在迅捷的社

會中有效率地工作；(4)能克服各種挑戰；(5)能有效地利用資訊；(6)能夠利用書

寫和電腦等工具從事工作；(7)掌握研究方法和學習的技能。簡言之，「有資訊素

養的人」是一個知道如何在資訊社會中實踐終生學習的人。若從資訊素養教育的

範圍來看，資訊素養教育是啟發和思考的知識建構教育，也是資訊科技能力、圖

書館利用能力的養成教育。若欲培養個人接收資訊能力以及自學能力和社會責任

感的公民，則可透過六個養成步驟，也就是所謂的「大六教學法」(Big Six)的資

訊素養教育，分別是(1)定義階段：定義問題所在、確定所需要的資訊；(2)搜尋

策略：確定資源的範圍、列出優先順序；(3)找出資訊：找到資訊資源、取得資

訊；(4)使用資訊：閱讀資訊、摘要資訊；(5)合成資訊：組織、呈現；(6)評鑑：

評鑑作品、評鑑過程(Eisenberg & Berkowitz, 1988)。從融入各課程教學所實施的

Big Six 六個步驟中，至少包括三部份能力的學習，即(1)批判性思考能力的養成；

(2)圖書館蒐集資料的技能；(3)電腦及網路技能的學習。因此，若要在課程中融

入培養的話，則課程的進行要令學生經驗完整「研究歷程」，並配合「圖書館技

能」及「電腦技能」的訓練。 
進行媒體素養教育時，應考慮的項目包括：媒體素養課程的主要目的為何？

如何適切的將媒體素養放入課程中？媒體素養主要的規則或要素為何(William & 

James, 1998；朱其慧，民91，頁7)？「亞洲大眾傳播研究暨資訊中心」(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簡稱AMIC)借鏡了英國、加拿大及

其他地方媒體素養工作者的報告，歸納了「媒體素養教育八大概念」如下：(1)

所有媒體產品都是經過人為的；(2)媒體建構了現實；(3)閱聽人解讀媒體內容的

意義；(4)媒體天生具有商業性質；(5)媒體內容含有意識型態和價值觀；(6)媒體

具有社會政治意涵；(7)形式和內容在媒體中是不可分的元素；(8)我們應學會欣

賞每一種媒體的藝術(美學)形式。此外，AMIC-Philippines(1995)列舉五個有關媒

體素養教育的知識領域，包括(1)媒體工作者：誰在製作文本？他們在製作過程中

的角色如何？媒體的體制、經濟、意識型態、背後動機結果如何？(2)媒體類別：

是那一種媒體(電視、廣播或電影)？生產哪一種文類(科學小說、連續劇等)？有

沒有其他分類文本的方式？分類方式如何影響了我們的理解？(3)媒體技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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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使用哪些技術？如何使用？對於製作過程和最後產品造成了什麼差別？(4)

媒體語言：媒體如何生產意義？如何使用符號和慣例？敘事結構為何？(5)媒體閱

聽人：媒體如何找出、建構、訴求、送達至閱聽人？閱聽人如何選擇、消費、回

應媒體的文本？(6)媒體再現：媒體文本與實際地點、人物、事件、想法的關係為

何？有無固定成見(刻板印象)？結果如何(陳世敏，民89，頁17-18)？ 

媒體素養教育可分成四種不同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個人媒體使用能力，由於

個人每天接受不同形式的媒體資訊(如電視、報紙、網路等)，因而產生媒體的使

用、評估、管理與應用的需求；第二個階段是批判性閱讀/觀察技巧和媒體產製，

此階段培養分析和製作媒體資訊的技巧，擴充傳統素養的技能，以進行媒體的批

判性閱讀和創作；第三個階段是分析在媒體環境中政治上的、經濟的、社會的和

文化的意涵，主要在獲取媒體機構的知識，以及其在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和

社會的力量；第四個階段是推廣媒體、媒體活動和社會關係，此階段在於積極參

與(1)對現行的媒體政策提出改良方案，或是(2)使用特定的媒體策略去吸引新聞

界(press)的興趣，並共同擬定相關政策，以及改變有問題的社會議題(Hobbs, 1998)。 

Brunner & Tally (1999, p.208)建議新媒介素養融入各學科教學，以達到更好的

學習成效。譬如以科學教學為例，媒體可協助科學教育：(1)更易於了解複雜的科

學現象；(2)協助學生思考的過程，使科學現象得以清楚顯見；(3)使學習者可以

觀察、預言、和測試他們有關現象的各種看法；(4)提升有關科學的溝通和討論；

(5)可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溝通(口語、圖文影像)，以分享知識，同時，學生也可

透過媒體產品展示及討論，以表達他們對科學概念的理解。 

綜合上述，教師是素養教育實施的靈魂人物，每一個教師都應同時扮演下列

角色：(1)教師：使用資訊技能設計課程、與教學設計者合作、指導使用者、協助

向外獲取資料、提供多元化媒體、提示相關使用法律政策、鼓勵家長參與及促進

對終身學習和閱讀的熱愛；(2)教學協同者：參與課程設計、提供必要協助、協助

評估和引進資訊、示範教學科技的使用方法、促進對終身學習和閱讀的熱愛；(3)

資訊專家：教學資源的蒐集者與整理者、蒐集資源、提供資訊檢索服務、協助師

生使用館內外的服務、提供新資訊、設備、服務等訊息、更新專業技能、促進新

穎的資訊服務、促進對終身學習和閱讀的熱愛。 

因此，教師必須要了解：(1)學習和教學資源，如各種印刷出版品、各種資訊

媒體科技(傳統視聽媒體資料、多媒體、超媒體、網際網路資源、VOD、資料庫

等)、各種學習的場所、有關的人；(2)了解學習者的自我建構過程(了解學習者為

何需要資訊？問題為何？需要什麼資訊？何處尋得？如何開始？有那些資訊資

源可用？如何檢索？那些資訊對我有用？如何有效率讀取資訊？資訊足夠了

嗎？如何結構或呈現資訊？學到了什麼新知識和技能？)以及了解不同階段的教

學指導策略；(3)能善用資訊科技和網路資源，如圖書館 OPAC 的使用、資料庫的

使用、WWW 資源的利用、文書編輯軟體的使用、投影簡報軟體的使用、電子郵

件(e-mail)的使用、網頁的編寫，以及與教學有關的網路論壇。 

素養教育應該包括能使用新科技、能辨讀和使用不同的媒介、能了解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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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需求、問題和找資料來解答問題的能力、能獨立判斷、觀察和思考的能力等。

尤其上述各項素養能力的養成，對於學習能力的培養有關鍵的作用。Brunner & 

Tally (1999, pp.3-9)就認為新科技對學生學習、創新知識和溝通上都有幫助，其中

對於學習上的幫助有(1)引導學生提出詢問；(2)提供學生使用豐富且及時的教

材；(3)協助學生觀察、記錄及分析在自然和社會上發生的即時現象；以及(4)指

引學生去分析、詮釋、概念化其發現，並評述和組織發現。對知識生產的幫助有

(1)使學生能創新和表達學習到的知識，並且與他人分享；以及(2)學生可以將知

識生產延伸至學校以外，在其他地方尋找有意義且有價值的事物。對媒體產品的

幫助在於促進學生利用網頁和多媒體等工具，創造和撰寫報告、新聞，並將圖像

繪製轉譯成視覺呈現，透過攝錄影機及影像編輯者促使學生能創造出各式媒體產

品。對溝通能力的幫助有：(1)透過溝通，思考得以顯露；(2)在學校及社會中，

溝通是學生學習民主習慣的重要方式。學習去聆聽和尊重不同意見，藉由溝通凝

聚和分享不同想法，並使其融合成一致的想法，是民主社會中重要的技巧。 

新科技固然可以協助學習和使教學豐富且活潑化，但在應用新科技於素養教

育的同時，我們也應體認到科技只是用來協助教學的工具而已，因為單靠科技本

身是無法達到素養教育的功能，但是若加上教師，教師可以結合與運用科技資源

至課程設計上，將有助於教學活動與學生的學習成效(Brunner & Tally, 1999, 
p.169)。除了科技的應用之外，教學法與課程設計也是素養教育重要的考量因素，

譬如可應用探究式教學於素養教育上，此教學法認為：(1)學習是無限寬廣，學

習了解他人的心理、調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2)協助學生課堂外的延伸詢問是

重要的；(3)科技是受限的角色，僅是整合其他工具和媒體；(4)教師在選擇課程

目標和教材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並指引和輔導學生；(5)教師和學生一起討論及

決策；(6)科技的使用，挑戰在學校中傳統文字教育模式(Brunner & Tally, 1999 , 
pp.27-28)。因此，探究式教學、因材施教、科技和探究式教學與課程設計整合、

教育改革、學習思考的方法很重要。 
 

結論與建議 

 

由於人們「理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力」，隨時代和大

環境的變遷而有不同，因此，各種素養能力應運而生，且各類素養間是一種相互

關係及支援關係，但因著重點不同而有不同的強調點。在基本素養架構的能力

下，不同的素養關注的面向不盡相同，譬如以「新媒介素養」為例，著重的面向

便在於：(1)評估(evaluation criteria)：以批判性的角度來評估媒體產品的價值，如

教師透過網路能夠得到相關的專家為他們選擇適當的教材；(2)視覺圖像素養

(visual literacy)：具備理解、思考與創作視覺圖像的能力；(3)超媒體(hypermedia)：

此類媒體以非線性組織方式呈現，教師指引學生如何適切的去解釋和建構意義

(Brunner & Tally, 1999 , pp.12-13)。身處於數位時代的人們，尤其是教師的訓練，

應重視資訊傳播工具的使用技能(skills)，以及判讀能力，亦即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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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內涵要透過實踐和研究，許多學者指出，教育學門雖然重要，卻一直

只被當成師資培育的工具性科目，師資培育工具科目外的領域都被排除在教育學

之外，例如法國學者凃爾幹關心教育社會學，卻歸入社會學家，而美國芝加哥大

學杜威教授，是關心「從作中學」的教育家，卻也被歸入哲學家。教育學門得不

到社會普遍的重視或學術界應有的尊重，是教育學的排他性？抑或是教育學被歸

為「次學科(subdiscipline)」？但是不可否認的，近年來許多重要的新知識門類的

出現，也是因為教育的原因！因此教育學內涵的充實和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應該在

更加快。 

五十年來的圖書資訊學也受到資訊科技的大衝擊，學科內涵有很大的改變，

從資訊是物件的概念，進展到資訊是過程、資訊是知識建構，和教育學，學習是

「認知結構的改變」殊途同歸，英國Shiefield大學圖書資訊學系(Information 

Department)就有「教育資訊學」學程(Educational Informatics Program)，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UCLA)和德州奧斯丁大學圖書資訊學也和該校教育學院關係密

切。資訊素養教育和媒體素養教育，不應該只在傳播學系和圖書資訊學系受到關

注而已，應該要成為教育學的核心課程，如此教育政策的推動，才會有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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