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信息活动的历史，个

人或是组织收集自己需要的信息并且通过记录的

方式传递给他人并且留给后人。随着社会的进步，

这种收集、记录并且传递信息的能力成为现代人必

不可少的素养之一。在信息时代，个体的竞争力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己知识体系的把握程度、对社

会各种信息的理解程度以及新知识的习得程度，这

些能力的基础是个体对信息的感知、利用和转化以

及传递相关的，即与个体的信息素养息息相关，大

学教育也将大学生信息素养作为就业能力的重要

因素来重点培养。

国内很多学者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信

息素养的评测指标以及信息素养对就业能力的影

响等研究了很多，但是对于影响大学生信息素养的

因素的研究却非常少。本研究基于此，提出大学生

的沟通能力对信息素养的影响机制的假设，并通过

对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的问卷调查验证了所

提出的假设。

1 文献研究

1.1大学生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最早是美国信息产业协会 1974年的

报告中提出，其定义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以及

主要信息来源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技术和技能”。为

了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国内的研究主要放在对

信息素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评测信息素养方面。

信息素养作为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之一，对就业

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炯（2013）研究显示，信息素

养与就业能力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大学生的信息

素养水平与其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焦

海霞等（2014）研究显示，研究生的信息素养与科研

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即信息素养

高的研究生，其科研创新能力也比较高[2]。这些研

究显示了信息素养对大学生的重要性，但是却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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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才能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这一问题研究

甚少。

赵飞和肖珑在（2016）在对国外文献综合回顾

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学生的信息素养评测指

标，指出中国大学生的信息素养主要应该从信息意

识、信息获取、信息评价、信息分析与利用和信息道

德与法律这 5 个角度来进行评测 [3]。吕娜娜等

（2017）也提出了通过项目教学法来提高大学生信

息素养的建议[4]。

但是这些研究对信息素养的内在影响机制的

研究有一定的不足。如何才能从内在提高大学生

的信息意识、信息分析能力？本研究提出了沟通能

力对信息素养的影响的假设。

1.2 大学生沟通能力

虽然沟通能力作为人的一种能力经常被提及，

但是学术界对他的定义却很模糊，不同的研究者根

据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不同对沟通的定义也不尽相

同，在这里我们将沟通作为一种交流来对待，是一

种表达思想的过程。人际沟通是一种双边的、互相

影响的一种过程。李谦（2002）将人际沟通能力定

义为：一个人与他人进行有效信息沟通的能力，包

括外在的技巧和内在的动因[5]。

关于人际沟通能力主要有两种观点：特质论和

过程论，特质论认为人际沟通能力是人的一种特

质，认为人的沟通能力的特质可以预测人的沟通绩

效，过程论认为个体可以用有效和适当的方法进行

沟通，而且沟通能力可以习得。因此我们将大学生

的沟通能力定义为，大学生将收集到的信息、在合

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手段向合适的人传递的，并且

可以对他人反馈的信息给予快速解读和反馈的一

种能力。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模型及假设

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和信息素养之间有着紧密

的联系，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的有效使用与能否

正确理解信息的内涵并且准确传达有着很大的关

系，因此我们假设大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与信息素

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具体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如果个人对信息有需求，而且有意识去从周围

的环境中去寻找信息的话，需要通过和人沟通才能

明确自己对信息的需求，因此沟通能力对信息意识

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假设1-1，1-2，1-3分别为大学生

的接受能力、调整能力、传达能力对信息意识有影

响。

个人在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来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如果要降低自己的检索成本，就需要他人的

介绍以及向他人学习，因此沟通能力对信息检索也

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假设2-1，2-2，2-3分别为大学

生的接受能力、调整能力、传达能力对信息检索有

影响。

个人在信息检索后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筛选、判

断，决定哪些信息有价值的时候，需要和别人沟通

来降低判断的错误率，这样沟通能力对信息评价有

一定的影响，因此假设3-1，3-2，3-3分别为大学生的

接受能力、调整能力、传达能力对信息评价有影响。

如果检索到的信息是新的信息，为了理解信息

的内容以及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需要对信息理解

整理以及传递，这样就需要一定的沟通能力，所以

假设4-1，4-2，4-3分别为大学生的接受能力、调整能

力、传达能力对信息分析有影响。

在信息的收集、评价整理的过程后，更重要的

是要对信息内容的表现，因此沟通能力中的接受、

调整以及传达能力对信息的表达有影响，所以假设

5-1，5-2，5-3分别为接受能力、调整能力以及传达能

力对信息表达有影响。

最后信息素养中的信息伦理是一个基本素质，

个人的沟通能力可以帮助接受正常的伦理观点，判

断并且得出哪些信息可以披露哪些信息不能披露

等，因此假设 6-1，6-2，6-3分别为接受能力、调整能

力以及传达能力对信息素养有影响。

个人沟通能力测定问项参照了 Kim,etc.(2015)

开发的沟通能力测定指标，共25个问项[6]，信息素养

测定问项参照了 Rhee(2008) [7] 以及赵飞和肖珑

（2016）[3]的研究结果，共40个问项。

2.2样本选择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样本选择了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本

科生。近些年社会上对计算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

沟通能力 信息素养

接受能力

调整能力

传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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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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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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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伦理

图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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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们对理论的学习非常努力，但是忽视了沟

通能力的培养，沟通能力的缺乏反过来限制了理论

学习能力的发展，因此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的方

法，通过辅导员对整个学院进行了问卷发放，共回

收104份有效问卷。其中男生55名，占52.9%，女生

49名，占47.1%，基本符合计算机学院的男女比例。

3 实证检验

3.1信度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使用的沟通能力和信息素养的

问项已经在前人的研究中被验证过，因此效度分析

省略，但是为了验证本研究的数据的信赖度，进行

了使用Cronbach’s α系数的信赖度分析，分析结果

如表1所示。

评价信赖度时，Cronbach’s α系数在0.6以上就

可以认为问项间有一定的关系，所以通过表 1可以

得出，各测定因素之间的问项的信赖度均在 0.7以

上，可以接受。

3.2 结果分析

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对信息意识以及信息检索

和信息评价的影响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 2所示，沟

通能力中的接受能力和传达能力对信息意识没有

影响，调整能力对信息意识有影响，结果显示其影

响力达到了 0.443。所以本研究中的假设 1-2支持，

假设 1-1，1-3不支持。沟通能力中的接受能力和调

整能力对信息检索有影响，结果显示影响力达到了

0.332和0.423。传达能力对信息检索没有影响。所

以本研究中的假设2-1，2-2支持，假设2-3不支持。

接受能力和调整能力对信息评级有影响，结果显示

影响力达到了0.258和0.439。传达能力对信息检索

没有影响。所以本研究中的假设3-1，3-2支持，假设

3-3不支持。

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对信息分析、信息表现与信

息伦理的影响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 3所示，沟通能

力中的调整能力和传达能力对信息分析有影响，结

果显示其影响力达到了0.362和0.301。接受能力对

信息分析没有影响。所以本研究中的假设 4-2，4-3

支持，假设 4-1不支持。沟通能力中的调整能力对

信息表现有影响，结果显示其影响力达到了0.374。

接受能力和传达能力对信息表现没有影响。所以

本研究中的假设5-2支持，假设5-1，5-3不支持。调

整能力对信息伦理有影响，结果显示其影响力达到

了 0.432。接受能力和传达能力对信息伦理没有影

响。所以本研究中的假设6-2支持，假设6-1，6-3不

支持。

4 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对信息素养

的影响的假设，并通过对聊城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

的问卷调查验证所提出的假设。具体的结论整理

如下：

1）沟通能力中的调整能力对信息素养中的信

息意识、信息检索、信息评价、信息分析、信息表现

以及信息伦理都有正的影响。可以看出调整能力

对信息素养的重要性，调整能力是接受信息之后通

过对环境的认知以及以前知识的综合之后与沟通

对象进行妥协的一种能力。具体来说是一种感知

和判断力，这种能力直接能够影响大学生对信息需

求的意识，同时主动对信息进行检索，然后通过环

境的感知以及先前的知识对信息进行评价和分析，

测定因素

接受能力

调整能力

传达能力

信息意识

信息检索

信息评价

问项数

9

7

9

5

9

9

Cronbach’s α

0.858

0.793

0.843

0.731

0.864

0.907

因子

沟通能力

信息素养

表1 问卷项目的Cronbach’s α系数值

模型

常数

接受能力

调整能力

传达能力

F

P

R2

非标准化系数

00.994

00.213

00.443**

00.077

17.974

00.000

00.350**

P

0.011

0.133

0.001

0.579

信息意识

非标准化系数

00.582

00.332**

00.423**

00.002

16.581

00.000

00.332**

P

0.158

0.029

0.003

0.989

信息检索

非标准化系数

00.416

00.258**

00.439**

00.182

29.361

00.000

00.468**

P

0.247

0.052

0.000

0.161

信息评价

表2 沟通能力对信息意识、信息检索与信息评价的影响

注：**: P<0.05

模型

常数

接受能力

调整能力

传达能力

F

P

R2

非标准化系数

0.595

0.161

0.362**

0.301**

23.782

0.000

0.416**

P

0.118

0.247

0.005

0.030

信息分析

非标准化系数

0.665

0.215

0.374**

0.272

17.550

0.000

0.345**

P

0.147

0.210

0.016

0.102

信息表现

非标准化系数

1.540

0.042

0432**

0.208

10.529

0.000

0.240**

P

0.001

0.791

0.004

0.189

信息伦理

注：**: P<0.05

表3 沟通能力对信息分析、信息表现与信息伦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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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一定的方法表现出来，同时这些信息是否

符合伦理也通过自己的感知来判断。

2）沟通能力中的传达能力与信息素养中的信息

检索、信息评价与分析有正的影响，从概念来讲，传达

能力和信息表现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传达能力是

一种表现和传达给他人的一种能力。由于要将合适

的信息用合适的方法传达给别人，必须要对信息进行

检索，对检索到的信息进行评价以及分析，这样才能

将选择合适的信息以及方法进行传递。

3）沟通能力中的接受能力对信息素养没有影

响，接受能力是一种从外部环境接收信息的一种能

力，这种能力与学习能力类似，也就说，对于信息素

养来说，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基本已经可以满足信息

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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