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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的

评价与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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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素养已成为衡量高校教师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志。以高

校教师新媒体素养为研究对象，从新媒体认知能力、新媒体知识与技能、新媒体应用能力三个维度建

立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通过问卷调查对高

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现状进行研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对提升高校教师新

媒体素养及提高教学效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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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对各

行各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适应信

息化的需求，高校教师应具有良好的新媒体素养，

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和科研，这样才能使

高校教学活动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需要。现

有研究方法对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评价涉及面小、

主客观因素占有比例失衡，本研究拟将层次分析法

引入到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评价体系的研究中，通

过问卷调查对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现状进行量化分

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的内涵及评价

（一）新媒体素养的内涵

新媒体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定义最早于

1974年由美国新媒体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

提出，即“利用大量的新媒体工具及主要新媒体源

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1]；随后不同的学

者和组织又对其作出不同的定义和解释，1989年美

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简

称：ALA）将其定义为：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新

媒体，并且懂得如何去获取、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

的新媒体[2]；随着媒体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体素养

的涵义比以前更加丰富，进一步被界定为：一个人

对新媒体技术的知识和方法的掌握、运用以及评价

的总体水平[3]。立足现有文献研究[4~6]基础，本研究

从四方面定义新媒体素养：（1）对新媒体的识别

和理解能力；（2）对新媒体信息的判断和质疑能

力；（3）对新媒体的参与和使用能力；（4）对新

媒体技术的传播和创造能力。

（二）新媒体素养的评价

1. 新媒体素养评价文献回顾。新媒体素养评价

标准首先在国外得到了较早的发展，而在我国的研

究起步较晚，研究视角也比较单一。2000年美国大

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简称：ACRL）提出的《高等

教育新媒体素质标准》作为一种权威标准被国内外

众多学者所引用；同年澳大利亚图书馆协会通过了

《新媒体素质标准》并于2004年修订了第二版《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新媒体素质评价框架》[7]；同一时

间美国技术协会对教师各阶段应掌握的新媒体技术

标准在《全国教育技术标准（教师）》中做了详细

说明。国内学者刘美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具体实际从8个方面制定了新媒体素养评价标

准[8]；陈文勇等将新媒体素养能力概括为9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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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条小标准[9]；而目前国内比较成型的标准是2005
年研制成功的北京地区新媒体素养能力指标[10]。

2. 新媒体素养评价指标建立。指标体系的建

立是衡量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的基础。本研究在对

国内外新媒体素养评价标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

对新媒体素养评价建立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表 1    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新媒体认
知能力
(A1)(0.1973)

新媒体意识
(A11)(0.5036)

对新媒体有基本的意识(A111)(0.6013)

新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意识
(A112)(0.2164)

对本学科最新前沿新媒体的了解
(A113)(0.1823)

新媒体态度
(A12)(0.3187)

了解新媒体的重要性(A121)(0.1920)

知道新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的重要性
(A122)(0.3156)

知道新媒体能促进自我发展的重要性
(A123)(0.4924)

新媒体伦理道德
(A13)(0.1777)

了解新媒体安全常识，积极维护新媒体
安全(A131)(0.2185)

清楚平等存取新媒体的重要性，尊重
他人知识产权、版权(A132)(0.5018)

传递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学生的新媒体
(A133)(0.2797)

新媒体知
识与技能
(A2)(0.2986)

新媒体获取
(A21)(0.5107)

作为新媒体检索必备的知识，对英语这
门语言的掌握(A211)(0.5128)

及时发现、捕获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新媒体(A212)(0.3015)

能熟练地运用新媒体检索工具
(A213)(0.1857)

新媒体分析
(A22)(0.2986)

分析并正确理解新媒体的含义
(A221)(0.1526)

根据现代教学理论，重新组织、加工、
整合新旧新媒体，生成新的教育新媒体
(A222)(0.3184)

将新媒体整合进个人知识体系的能力
(A223)(0.5290)

新媒体加工
(A23)(0.1907)

对新媒体分类存储管理，能在需要时快
速提取利用(A231)(0.4829)

掌握新媒体化教学设计(ppt，flash等)及
教学设施(A232)(0.3716)

运用新媒体促进自我发展的基本技能
(A233)(0.1455)

新媒体
应用能力
(A3)(0.5041)

新媒体交流
(A31)(0.3193)

有效利用网络工具与学生、家长进行新
媒体交流(A311)(0.6218)

跨越各种资源、观点查询并分享不同文
化和学科的内涵(A312)(0.2891)

有效地与同事及学科专家在教学与科研
方面进行新媒体交流和合作
(A313)(0.0891)

利用新媒体
解决问题
(A32)(0.6807)

利用新媒体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A321)(0.6201)

利用新媒体解决复杂教学问题
(A322)(0.2869)

利用新媒体解决科研中的难题
(A323)(0.093)

 

3. 新媒体素养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指标权重是

影响考核结果的重要因素，权重分配的合理性将直

接关系到评估结果的科学性[11]。本研究认为，模糊

综合评价法决策结果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BP神
经网络法收敛速度减慢，熵权法虽然具有严格的数

学意义，但往往会忽视决策者主观意图，为此应将

层次分析法引入到各指标权重的研究中。层次分析

法（AHP）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运筹学家匹茨

堡大学教授萨蒂（T.L.Saaty）[9]提出，是一种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法，用于解决多

目标复杂问题。本研究使用AHP分析法，首先建立

层次结构模型；然后请相关专家对评价指标体系各

级指标之间的相互重要程度给出判断，在对各指标

之间的重要性进行测量时，使用 1~9 的标度打分方

法来构造判断矩阵；最后通过求解特征向量获取各

级指标权重值（如表1所示），且各判断矩阵都通

过了一致性检验。

二、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现状调查及分析

（一）调查问卷设计

在获取各指标权重后，对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

现状进行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为教师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教师年龄、性别等信

息；第二部分是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方面问题，题

目主要包括上述指标体系相关内容，每个问题都包

括A~E共5个选项，选项对应的分数依次为5、4、
3、2、1。

（二）问卷数据处理及分析

本研究对全国高校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1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7份，有效回收率为

85%。根据每个问题对应权重的不同，计算各被调

查对象的总得分，进而对总体得分进行系统统计和

深入分析，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分析。有效调查的127名
教师分布于全国93所高校；女性76人，男性51人，

总体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具体来说，教师学历在

硕士及以上的占94.5%以上，这表明高校教师学历

结构呈现较高水平；在调查的教师职称中教授

占29.9%，副教授占43.3%，这表明高校教师职称

层次较高；年龄阶段在35~50岁的教师占81.9%，说

明中壮年教师是高校教学中的中坚力量；上课使用

新媒体并拥有个人电脑的教师占到98.4%，这说明

新媒体技术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占据重要作用。

2. 新媒体认知能力调查分析。对127份有效问

卷新媒体认知能力得分统计分析，得出其在总得分

中所占的比重趋势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高校教师新媒体认知能力得分在总得分中的

第 19 卷 刘    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的评价与提升研究 · 105 ·



比重主要集中在10%~15%之间，平均得分比重为

12.6%，方差为0.0026。
  

 
图 1   新媒体认知能力得分占总分比重趋势图

 

统计结果表明：从认知能力得分方差可以看出，

高校教师新媒体认知能力波动很小，总体水平比较

稳定；在新媒体意识方面，85.0%的教师具有较强

的新媒体意识，他们能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媒体

并能将它们很好地应用于教学中，但仅有13.4%的教

师对自己所教学科的前沿动态把握清晰，从该层面

可以说高校教师的学科新媒体意识有待提高；对新

媒体态度调查发现，73.2%的教师认为新媒体素养

对自己的个人发展、工作和生活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新媒体伦理道德方面，65.4%的教师很注重新媒

体伦理道德，他们认为网上免费的文章和软件等虽

可以使用但应注意版权问题，但仅有30.7%的教师

较好地了解计算机犯罪及病毒防范等方面的知识，

这表明高校教师的网络安全技术和知识有待提高。

3. 新媒体知识与技能的调查与分析。新媒体知

识与技能得分在总得分的比重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新媒体知识与技能的得分在总得分中的比重

集中于45%~55%，平均比重为49.6%，方差为0.048。
  

 
图 2   新媒体知识技能得分占总分比重趋势图

 

统计结果表明：与新媒体认知能力得分方差相

比，新媒体知识与技能得分方差波动较大，总体水

平不稳定；在新媒体获取方面，52.8%的教师能够

熟练地应用新媒体检索工具，46.5%的教师能及时

准确地判断新媒体及识别其来源的真伪，但只有

13.4%的高校教师能及时发现、捕获教学过程中所

需的相关新媒体，这表明高校教师大部分缺乏快速

获取新媒体技巧的能力，高校教师新媒体获取能力

和技巧有待加强和提高；在新媒体分析与加工方

面，55.1%的教师能够利用各种技术对资料收集、

加工及整理并生成新知识和新媒体，而只有12.6%
的教师能够重新组织、加工、整合新旧新媒体然后

提出自己的观点，这表明高校教师对新媒体分析和

加工能力有待提高。

4. 新媒体应用能力的调查与分析。通过对新媒

体应用能力得分统计分析得出其在总得分中所占的

比重趋势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知新媒体

利用能力得分比重集中于17%~27%之间，平均比

重为24.4%，方差为0.018。
  

 
图 3   新媒体应用能力得分占总分比重趋势图

 

统计结果表明：新媒体应用能力方差介于新媒

体认知能力和新媒体知识与技能方差之间；在新媒

体交流方面，有52.0%的教师能够有效利用QQ、微

信、微博、论坛等通讯工具和网络平台，很好地与

学生、家长、其他教师等进行交流，16.5%的教师

可以跨越各种资源、文化障碍等分享不同文化和学

科的内涵，这表明高校教师可以很好地利用新媒体

工具与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在利用新媒体解决问

题的调查中，40.2%的教师能很好地利用新媒体平

台和机会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24.4%的教师可以

利用新媒体解决复杂教学问题，18.9%的教师可以

利用新媒体解决科研中的难题，这说明高校教师利

用新媒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三、对策及建议

通过上述内容的研究，提升高校教师新媒体素

养，需要从学校和教师两个维度付诸努力。

（一）加强高校教师新媒体意识的培养

提高高校教师新媒体意识，应加强高校教师对

新媒体的重视程度和敏感程度。从学校维度来说，

高校应站在与时俱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

注重对教师网络应用技能及计算机应用知识的测

评，从而加强高校教师对新媒体的重视程度；从教

师维度来看，教师应有不进则退、小进亦退的危机

感，自觉加强将新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意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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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查询方法、方式和新媒体的积累，以提高对新媒

体的敏感度。

（二）推进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的培训

高校教师专业有别，教师掌握新媒体的能力参

差不齐。即使部分教师可以顺利利用新媒体开展教

学，但也存在不够专业、不够科学等问题。因此高

校教师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媒介信息中有效甄别和筛

选教育资料，如何利用新媒体组织课堂、实施教

育，如何组织学生讨论，如何处理不同学生对同一

媒体信息的不同解读，如何处理学生的反馈信息

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教师对新媒体高度熟

悉，因此唯有对高校教师进行上述培训，提高新媒

介素养才有保障[12]。

（三）增进高校教师新媒体教学的能力

应用新媒体开展教学的能力是在具有较高媒介

素养的基础上，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更为具体要求。

随着4G时代手机媒介的普遍应用，高校教师信息

观念、信息意识以及信息的选择、存储、加工、利

用等能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12]。只有应用新媒体、

新技术的能力更加娴熟，将媒介素养与课堂教学活

动相结合，教师才能更好地对传统教学进行补充，

满足不同学生的合理诉求，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四）开展高校新媒体“数字化”建设

由于“数字化校园”“数字化图书馆”是构建

新媒体资源环境的基础设施，因此建设高效能的

“数字化校园”“数字化图书馆”是增强高校教师

新媒体素养的基础保障。而在新媒体查询过程中，

教师经常会遇到如何获取新媒体、如何进行有效查

询、如何判断新媒体来源可靠性等问题。为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高校应定时开展“数字化培训”，加

强对检索方法、搜索引擎使用、新媒体存储与利

用、新媒体分析及理解技巧等相关知识的学习，进

而有力提高教师的新媒体素养水平。

（五）完善高校新媒体制度和激励政策

要使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进一步提高，就必须

加以鼓励与引导，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高校应

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管理规章制度和激励制

度并切实执行。特别是应当把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

水平与培训进修、工资、评优、奖金、岗位聘任、

职称评定等挂钩，力求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以促

使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的提高。

四、结语

本研究在对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理论研究的基

础上，建立对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并用层次分析法来获取各指标权重的值，最后通过

调查问卷对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现状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1）高校教师对新媒体的认知能

力较强，大多教师具有较强的新媒体意识，能够认

识到新媒体的重要性并具有一定的新媒体伦理道

德；（2）高校教师获取新媒体的能力较强，但对

新媒体分析和加工能力有待提高；（3）高校教师

应用新媒体交流水平较高，但利用新媒体来解决生

活、教学、科研问题的能力有待加强。

本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同时还存在一

些不足：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没有考虑新媒体信

息的判断和质疑能力，而这些又会对高校教师新媒

体素养的评价产生一定影响；层次分析法依托相关

专家对各级指标之间的相互重要程度给出判断，这

样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从更

多的角度，选取新媒体素养评价因素，完善对各指

标权重确定方法，以对高校教师新媒体素养评价和

提升提供借鉴和指导，进而推动高校教学发展、改

革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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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of New Media Literacy of
College Teachers in New Situation

LIU Wang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new  media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This  thesis  takes  new  media  literacy  of  th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stablishes new media litera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sting of new media cognitive ability, new media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new media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determines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throug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n the thesis studies the status-quo of
the new media literacy of college teachers with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research is of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new
media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new media litera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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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a New Model in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Period

—Take “Concentrating the Party Building Culture of Students” for Example

LI Xue-mei   ZHANG Li   LIANG Zhe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Party  building  project.  To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socialist career, it is
necessary  to  intensify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School  of
Microelectronics and Solid Electronics of UESTC deeply study the spiri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23rd  Sessions  that  is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Party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we actively explore the new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y construction
mod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oncentrating the Party building culture of students,  and play a role of main Party
memb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at’s  more,  we strengthen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self-management,
and the ability  of  autonomous services  of  Party  members  and explore  new student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ic-level Party building; culture of the Party building ; new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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