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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科技不断创新的网络化信息时代，它给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巨
大的变革，不断冲击和改变着社会环境和人们工作生活的方式。
网络的发展与普及，为人类获取信息带来了方便，同时也为人类信息的获取带来了新的困难。
为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捕捉有用的信息，应对信息爆炸，我们需要学习管理和控制信息的能力和技巧
，来获取、鉴别和有效地利用信息。
　　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在2001年第4季度报告中提出21世纪的能力素养包括五个方面：基本学习技
能（指读、写、算）、信息素养、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精神。
信息素养被列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成为衡量人才素质的重要标准，因此，把信息素养作为信息社
会的一项重要的素质教育工程加以建设，是人才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信息社会，信息素养是人们投身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构成人们终身学习的基础。
当代大学生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改变原有的
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信息素养，才能不辱使命。
信息素养教育适应时代的要求，是当代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和提高
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保障。
　　为适应当前高等学校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满足对大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育的需要，在结
合高校信息检索课程教学改革的现状，参考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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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信息需求入手，系统介绍了信息选择、检索工具、信息检索、信息资源的评价和合理利用、信
息交流与创新等内容。
    本书适用于所有专业的科研人员、大专院校的师生和欲提高自身信息素养的信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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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传媒技术领域的天才科学家、一流的专栏作家Nicholas Negroponte在其名著Being Digital（1995
年版）中提出了“后信息时代”（Post-information Age）这一绝对前卫的概念。
后信息时代的特征是信息获取壁垒趋向于零。
由于网络技术的先进性，基于管理和权限上的信息共享已经可以完全实现。
同时，信息获取成本急剧降低。
信息的传递、采集、加工等都将变得异常轻松。
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分配的不平等已经逐渐减弱。
人们不能依靠一条内部消息发财致富，企业家也不能依靠封锁和垄断信息一直保持核心竞争力。
个体也不能再依靠手中的一条“消息”来获得商战的决定性胜利。
信息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低。
信息时代，信息的竞争价值将逐步下滑直至彻底消失。
网络的出现只是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初期使得信息的经济作用逐步凸显，但基于竞争意义的信息力量
则越来越弱。
处理信息的能力，利用信息的能力则取代信息本身而成为关键竞争因素。
　　当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丰富的信息内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的时候，信息拘束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好像信息社会的影子一样也降临了我们的社会。
当我们可获得的信息量每天几乎在呈几何级数增长时，我们与计算机相比处理信息的能力就显得十分
可怜。
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及能力的革命和信息的增长一样是几何级数的，而我们个人的信息处理的能力却远
远地跟不上这个速度。
全球印刷信息的生产量每五年翻一番，《纽约时报》一周的信息量即相当于17世纪学者毕生所能接触
到的信息量的总和。
近三十年，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五千年信息生产的总和。
这样的速度还是多年之前的速度，而今的信息生产和传递的速度以及计算机处理能力的进化速度已经
将人的进化速度和能力进步的速度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素养与信息检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