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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能力迁移的学科信息素养教育∗

———美国商业信息素养指南评析及启示

□谭丹丹　柯平

　　摘要　商业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可迁移的通用能力,对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与商业主题相

关的信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实现这一能力在不同情境中的有效迁移是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核

心目标.本研究结合能力迁移的视角,探讨商业信息素养的理解框架,并从信息来源、学习主体、
主题概念分类、学习成果四个方面,对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最新指南«商业研究能力»的实践要点

予以解读,指出其对我国图书馆商业信息素养教育在实践基础、教学目标、教学策略、学习成果评

估、协同合作等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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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商业信息素养(BusinessInformationLiteracy,

BIL)是面向学科专业的信息素养分支概念,指在商

业环境下有效且高效地获取和评估信息以解决问题

和制定决策的能力[１].相比其他学科,商科的信息

来源更为复杂,对商业信息的需求在学术研究和商

业研究等情境中也相差悬殊.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对

高等教育、就业市场等领域带来颠覆性影响的背景

下,具备商业信息素养对学科研究、工作实践以及终

身学习具有积极影响.美国图书馆协会参考咨询与

用户服务协会于２０１９年底发布«商业研究能力»[２],
将信息素养教育最新实践范式应用在学科情境中,
提出商业研究应具备的１０项核心能力,成为各地图

书馆广泛开展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最新指南.它继

承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倡
导的实践性和情境性的特点[３],并积极与商科教育

主流的国际商学院学会(TheAssociationtoAdvance
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AACSB)认证标准保持

一致[４],是北美地区图书馆对长期以来开展的商业信

息素养教育实践的最新理解.
目前,国内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主要参照

的是«框架»等国际通用的信息素养指导文件[５－６],
尚未涉及商业信息素养相关指南.由于商业信息素

养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应用广泛,本研究所讨论的

商业信息素养教育不仅与商科院校图书馆、综合性

院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的商科馆员密切相关,也
对关心商业研究能力的利益共同者具有参考价值.
本研究主要通过利用文献调研和文本分析的方法,
结合能力迁移视角,探讨商业信息素养的理解框架

以及最新指南的实践要点,提出对我国图书馆商业

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的启示.

２　相关文献回顾

２．１　能力迁移

能力是指用于成功执行特定任务的知识、技能

和态度[７].能力是根据对教育目标的理解而预先定

义的,与特定学科相关,主要由相关技术领域的情境

和专业建议决定[８].能力迁移是指将在一个情境中

获得的能力应用于解决另一个情境中的问题.相关

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能力被迁移

到其他情境中.迁移分为顺序迁移、横向迁移和垂

直迁移３类[９].顺序迁移是在知识按照由易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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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组织并教授的情况下发生的;横向迁移指在不

同或相似的情境中处理复杂度相同的问题;垂直迁

移指利用在较低水平学习中获得的认知技能,解决

类似的但更复杂的问题.影响能力迁移的因素主要

涉及:当前情境和被迁移的情境的感知相似性、关系

相似性,以及在目标领域的练习３方面[１０].
信息素养是一种重要的可迁移能力[１１].在元

素养概念的基础上,信息素养的内涵从一组标准化

的能力,扩展到要求学习者从行为、情感、认知和元

认知上,参与到信息生态系统中[１２].其中,元认知

是对自身思维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强调对学习过程

中如何处理信息的反思.最新的«框架»特别强调元

认知对自主学习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针对特定任

务的认知策略迁移是有限的,而元认知能力可以广

泛迁移到更多的学习任务中[１３].不过,元认知能力

的迁移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教育的介入[１４].因

此,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支持学习

者将所获得的信息能力迁移到不同情境中解决信息

问题.

２．２　学科信息素养教育

学术图书馆一直尝试从学科角度理解信息素

养,将行业指导原则对应于特定的学科情境,以更好

地将专业实践与之保持一致.但由于通用的信息素

养和基于学科知识的能力之间并不对应[１５],导致在

可操作性上存在一定争议[１６].因而,行业指导机构

陆续发布了不少面向特定学科的信息素养指南以指

导实践.比如,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Ｇ
ciationofCollege& ResearchLibraries,ACRL)于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发布«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简称«标准»)和«框架»[１７]之后,又与其他专业图书

馆协会陆续发布多个学科的信息素养指南或配套文

件(见表１).本研究讨论的«商业研究能力»也参考

了上述«标准»和«框架».这些学科信息素养指南都

在通用的信息素养文件基础上,融合了符合本学科

特征的学习成果,体现了在学科情境中对信息素养

的理解,为 馆 员 提 供 了 理 解 信 息 素 养 的 替 代 方

案[１８].它们制订的过程都注重协作性、学科性、评
价性及可操作性[１９].

表１　以ACRL发布信息素养指南为基础的学科信息素养指南

参考ACRL«标准»(２０００) 参考ACRL«框架»(２０１５)

«英语文学的研究能力准则»(２００４)

«音乐专业本科生的信息素养教学目标»(２００５)

«科学和技术信息素养标准»(２００６)

«化学专业本科生的信息能力:信息素养的要素»(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设计学科学生的信息能力»(２００７)

«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２００８)

«心理学信息素养标准»(２０１０)

«教师教育信息素养标准»(２０１１)

«新闻专业学生及从业者信息素养能力标准»(２０１１)

«护理信息素养能力标准»(２０１３)

«商业研究能力»(２０１９)

«法律研究能力的原则与标准»(２０２０)

«政治、政策和国际关系»配套文件(２０２１)

«社会工作»配套文件(２０２１)

«女性及性别研究»配套文件(２０２１)

«写作与文学研究能力»配套文件(２０２１)

«社会学»配套文件(２０２２)

«新闻学»配套文件(２０２２)

«高等教育视觉素养框架»(２０２２)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配套文件(２０２２)

«给教育工作者的指导»配套文件(２０２３)

　　学科信息素养指南在通用的信息素养和基于学

科知识的能力之间起到调解的作用.虽然«框架»提
出的阈概念拓展了对信息素养的理解,更加强调动

态性和灵活性,但是不同对象对阈概念的理解往往

存在一定偏差[２０－２２].这导致馆员与学科教师的合

作不能深入,学生也不能很好地将信息技能迁移至

其他学习活动中,因此有必要将阈概念情境化[１５].
学科信息素养指南给出了学科情境下的直观表述,
方便在通用信息素养和基于学科知识的能力之间建

立明确的映射,将二者的学习目标相结合,有助于专

业教师和学生更好地理解信息素养在课程学习中的

价值[２３].
学科信息素养从信息的角度将学科实践中的隐

性知识显性化,为能力迁移提供了一种元认知学习

策略.关于学科信息的识别、创建和分析使用的学

科方法和学科实践,对高级研究者而言是不言而喻

的知识,但对初级学习者而言却是隐性的和不明确

的知识[２４].换言之,从信息的角度理解学科信息的

社会文化属性,往往是学科课程里所忽略或欠缺的

一类知识.馆员利用学科信息素养指南,通过教学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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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科信息的社会文化属性显性化,帮助学生以更

加清晰和有意义的方式理解学科实践中的隐性知

识,有助于降低学习中的理解障碍[２０],促进能力的

迁移.
国内对于学科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关注了多学

科信息素养指南之间的横向比较[１９],或者实践经验

介绍[２５],但缺少在同一学科内对信息素养教育与学

科教育之间联系和互动的关注.本研究结合能力迁

移视角,在商科教育和商科馆员专业实践的背景下,
使用文献调研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探讨商业信息素

养的理解框架以及最新指南的核心内容,并提出对

我国图书馆商业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的启示,旨在促

进国内图书馆更好地开展商业信息素养教育,满足

商业研究和学习需求.

３　面向能力迁移的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理解框架

商业信息素养是在商业情境中对信息素养的理

解,既包括学术情境,也延伸至专业实践情境.关注

学术情境的研究主要包括:商业信息资源的利用与

信息搜寻行为、商科馆员与教师的信息素养教学对

学生产生的影响等[２６].商业信息素养在工作中的

重要性也日益 受 到 关 注.根 据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对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劳动力市场演变的预测,批判性思考

和分析能力以及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是企业最为关

注的技能[２７].商业信息素养与工作岗位中的诸多

高级分析能力相关[２８],是学生就业准备中的一项重

要能力[２９].此外,由于商业活动广泛而多元,商业

信息素养的适用对象也比其他学科信息素养的对象

更加广泛,涉及所有与商业信息活动相关的专业人

士和非专业人士.

图１　面向能力迁移的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理解框架

面向能力迁移的商业信息素养教育是图书馆从

信息利用的视角介入商科学习活动的一种教育实践

(图１).对学习者而言,专业知识的学习需要经过

专业教师的教学指导,结合自身的先前知识,理解当

前的学习内容,进而改变原有认知.有效的学习是

对学习者已有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整合,并通过反思

实现在不同实践情境中的能力迁移.商业信息素养

是信息素养在商科情境中的具体应用.在知识获取

阶段,商业信息素养提供了一种信息视角的理解框

架,帮助学习者理解和揭示学科信息的关联性,使隐

性知识显性化,促进在多个信息来源中构建有意义

的知识体系[３０].这种信息视角在专业教师的教学

活动中是稀缺的,因为教学活动的关注重点是学科

知识本身的传授和应用,而缺少关于学科知识生产

和交流本质的这类隐性知识的讲解[２４].对于缺少

学术经验的学生来说,通过信息视角获得的知识是

一种区别于一般学科知识、涉及更高认知能力的知

识,即元认知知识[７].在知识应用阶段,商业信息素

养作为一种元认知思维,帮助学习者从信息的视角

提炼不同情境中商业信息问题的共同特征和解决策

略,从而促进能力的迁移.由于商业研究在学科学

习、工作实践以及生活中都有应用需求,因而商业信

息素养也构成了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础.
作为商业信息素养指南,«商业研究能力»用商

科语言将«框架»情境化,是«框架»和商科教育之间

的桥梁.和其他学科信息素养指南类似,作为对学

科教育评估传统的专业响应,它力求与商科教育

AACSB认证标准保持一致,进一步明确商业信息素

养对商科人才培养的支持作用.尽管商业信息素养

没有明确列入商科教育认证标准中,但商科教育关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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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商业研究和实践能力都与商业信息素养关系密

切.AACSB在２０１３发布的认证标准第９条中指

出,本科生应具有将商业管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

力;博士生和硕士生应具备高级研究能力[３１].在

AACSB２０２０年的认证标准[３２]中,这些能力还可以

通过学历教育之外的多种学习方式获得.«商业研

究能力»在信息素养的语境下系统解读商业情境中

的研究能力,为商科馆员应对商科教育需求、设计商

业信息素养教育项目提供了一套参考工具.

４　面向能力迁移的商业信息素养指南实践要点解读

«商业研究能力»涉及基本能力和主题能力２个

大类和１２个二级能力指标,并给出了相应的基本要

求和学习成果(表２).其中:基本能力包含２个二

级能力指标,给出了通用情境下开展商业研究的基

本要求,即:对商业信息环境的基本理解,以及利用

商业信息开展研究的策略和技巧;主题能力围绕商

业研究常见主题,设定了１０个二级能力指标,给出

了不同主题情境下商业研究能力的基本要求,以及

相应的学习成果描述和示例.此外,文本的引言部

分介绍了制订背景,对知识工作者和信息专业人员

的期待,以及使用情境说明;附录１介绍了商业信息

的生产者和提供者;附录２介绍了«商业研究能力»
的制订过程.

表２　«商业研究能力»的能力分类与基本要求概览

一级能力指标 二级能力指标 基本要求

基本能力
商业信息环境 知识工作者必须理解信息来源和内容的内在特征,以及其相对可用性

商业研究策略及技巧 理解研究策略和技巧,以识别和判定满足研究需求的相关数据、信息或分析

主题能力

１．０学科研究 调查商科相关学科内的现有知识,以及从事可促进此类学科知识发展的研究

２．０公司与组织研究 调查任何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营利或非营利实体,以满足市场或社会需求

３．０行业研究 调查影响生产货物和服务以满足相似市场需求的实体的因素

４．０市场研究 调查消费者的特征、偏好、需求

５．０财务研究 调查投资或交易活动,包括相关的数据和动态

６．０经济与地区研究 调查任何地区的经济因素,以及区域间开展商业的动态

７．０广告研究 调查广告商的方法以及广告的信息

８．０会计与审计研究 调查用于会计和审计目的的规则和实践

９．０法律研究 调查可能影响行业、实体或个人的法规、条例或判例法

１０．０税务研究 调查可能影响行业、实体或个人的税收法规或条例

　　以下将在理解和对比商科教育及商业信息素养

教育重要文献的基础上,从信息来源、学习主体、主
题概念体系、学习成果４个方面,解读«商业研究能

力»对于能力迁移的实践要点.

４．１　信息来源复杂且需求高度差异化

商业信息来源的复杂性是制约商业信息获取和

利用的重要原因.在类型上,除了常用的期刊、图书

等学术文献类型外,商业信息来源还涉及大量与行

业实践相关的特种文献,并深度依赖各类结构化数

据.在«商业研究能力»中,总体上看,事实数据型信

息多于文本型信息,行业信息多于学术信息;主题研

究涉及的信息会给出更为明确的类型说明,如:经济

指标、社会指标、财务绩效、信用等级等.
«商业研究能力»强调了商业信息来源的相对可

用性.这是由于商业数据库产品在主题特色、地理

覆盖面、数据颗粒度、更新频率、使用对象上的区别,
导致在销售模式、定价、访问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进而使其获取成本相比传统文献高得多.同时,数
据的统计口径、完整性、可信度等也对数据利用提出

了更多挑战.
此外,商业研究对商业信息的需求与使用情境

密切相关,具有高度差异性.例如:商业领域的专业

实践中往往需要实时更新的信息,而学术情境中的

商业研究则很大程度上依赖更新相对较慢的二手研

究数据.了解商业信息的复杂特征,有助于选择和

评估合适的商业信息,以满足特定的信息需求.

４．２　学习主体类型多元且专业经验各异

商业信息素养学习主体的表述变化值得关注.
«商业研究能力»将学习主体明确定义为所有学习

者,统称“知识工作者”,包括学生、学者、企业家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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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等.而在之前的文献中,商业信息素养的学习

主体一般专指“商科学生”[３３],或是扩展到 “商业人

士、投资者和研究者”[３４],以及更宽泛的“商业信息

用户”[３５].
这种变化一方面与对学习的深入理解密切相

关.学习活动不仅限于学历学习,还是一种贯穿终

身的活动.“学习者”取代“学生”成为教育的对象,
在商科教育评估文本和通用性的信息素养指南中都

有相应的表述变化(表３).另一方面,“知识工作

者”这一表述体现了商业实践特色,突出了商业研究

主体是知识经济主要参与者的身份;同时,它也涵盖

了类型多元且经验各异的学习主体,在内涵上更具

包容性.他们可能是缺乏经验的初学者,或经验丰

富的研究者,也可能是需要及时准确信息的从业者,
及寻求创业机会的人群等.

表３　“学生”与“学习者”在商科教育评估文本

　　　和信息素养指南中的词频变化

　　　　词频

评估文件　　　　

学生

(Students)

学习者

(Learners)

AACSB认证标准(２０１３) １４０ ２

AACSB认证标准(２０２０) ７ １１０

ACRL«标准»(２０００) ５７ ２

ACRL«框架»(２０１５) ３６ ３２

４．３　主 题 概 念 分 类 与 学 科 知 识 分 类 的 关 系 更 为

相似

影响能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当前情境和被

迁移情境的关系相似度.«商业研究能力»结合学科

研究需要,对商科信息的主题概念进行分类,提供了

一个由１０个常见商业研究主题组成的标准词汇

表[２].与学科知识分类相比,两者在表述上具有高

度的相似性,有利于在学科情境中对信息素养的深

入理解和实践,促进能力的迁移.
学科知识主题分类通常以完备的学科知识体系

为特点,如:商科常用的«经济文献杂志»分类系统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odes,JEL
codes)[３６].相比之下,商科信息的主题概念分类主

要来自商科馆员对参考咨询和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的

总结和发展.柯克伍德(Kirkwood)的商业信息生

态系统统一理论[３７]提供了一个在信息素养语境中

理解商业信息的模型,即:以公司、市场/行业、商业

出版物三个核心领域构成商业信息生态系统,并通

过领域间的信息流进一步拓展至会计、税务等领域

的附加信息生态系统.笔者认为,从经济主体参与

商业活动的层次和范围看,商业信息主题可分为３
个维度:微观层面的公司和组织信息,中观层面的行

业及市场信息,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信

息[３８].由于商业研究主题之间存在交叉性,那些具

有成熟的实践经验的常用特定主题可以单列,比如:
法律信息、投资信息等.

图书馆对商业信息主题概念的理解一直与学科

知识体系保持密切关系,并经历了从“信息资源为

本”到“学科为本”的变化.本研究选择了专业参考

工具书«施特劳斯商业信息手册:图书馆员、学生及

研究人员指南»(以下简称«手册»)３个版本的目录,
将«商业研究能力»的主题概念与«手册»各版本的一

级目录进行了对比(表４)[３９－４２].结果发现:在通用

主题中,«手册»的最新版本删去了早期版本中关于

信息来源类型的章节,保留最核心的“统计数据”这
一主题,且政府(国家)信息、行业信息、公司信息都

归为通用性主题;而在特定领域的主题中,最新版本

在原有的１０个特定主题的基础上,结合商业研究和

实践趋势,增加了创业、竞争情报、企业社会责任３
个新主题.«商业研究能力»则对商业研究主题分类

进一步归纳,保留了１０个常用的主题领域,比«手
册»的主题分类更凝练,并兼具学科交叉性,比如:涵
盖了与商科研究关系密切的法律研究这一主题.

４．４　学习成果突出实践性和批判性

作为«框架»在学科情境中的具体应用,«商业研

究能力»的重要价值是清晰描述信息素养语境下商

业研究能力的目标学习成果,并融入 ACRL提出的

信息素养框架要素(表５),体现了当前主流的信息

素养实践范式所倡导的实践性与批判性的特点[３].
表６列出了部分商业研究能力的具体学习成果与框

架要素之间的映射关系.
在实践性方面,«商业研究能力»中的主题能力

都与实践主题密切结合,突出了商业研究在实践情

境中的具体要求:在信息来源上,涵盖了商业实践中

的多种信息类型,而且大部分是各种主题的商业研

究数据,此外还给出了其生产者、获取渠道和主要来

源.在信息利用过程中,结合研究主题,给出了程序

性建议或问题应对策略(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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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商业信息素养代表文献中对商业研究主题的分类一览

主题类别 «商业研究能力» «手册»第４版 «手册»第３版 «手册»第２版

通用主题

商业信息环境

商业研究策略及技巧

１．０学科研究

基本信息资源(印刷版及

互联网)

商业信息电子资源

统计数据与经济学

基本信息资源(印刷版及

互联网)

商业信息电子资源

统计数据

基本商业参考资料来源

目录

期刊及报纸

散页服务

统计数据

商业信息电子资源

宏观主题 ６．０经济与地区研究 政府信息及服务 政府信息及服务 政府信息及服务

中观主题
３．０行业研究

４．０市场研究
行业信息 行业信息

微观主题 ２．０公司与组织研究 公司信息 公司信息

特定主题

５．０财务研究

７．０广告研究

８．０会计与审计研究

９．０法律研究

１０．０税务研究

市场营销

会计与税务

货币,信贷与银行业务

投资概述

股票

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

证券

共同基金及投资公司

期货与期权

保险

房地产

创业

竞争情报

企业社会责任

市场营销

会计与税务

货币,信贷与银行业务

投资概述

股票

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

证券

共同基金及投资公司

期货与期权

保险

房地产

市场营销

会计与税务

货币,信贷与银行业务

投资概述

股票

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证券

共同基金及投资公司

期货与期权

保险

房地产

注:(１)第２版基本保留了第１版的目录大纲,故省略第１版目录大纲.(２)斜体字表示在新版本中增加或减少的主题内容.(３)表中圆点是为

提示相关主题与“投资概述”之间的从属关系额外添加的.

表５　«框架»在«商业研究能力»学习成果中的映射

　　　　　　 信息素养

　　　　　　 框架要素

商业研究能力　　　　

权威的构建

性与情境性

信息创建

的过程性

信息的价

值属性

探究式

研究

对话式学

术研究

战略探索

式检索

基本能力
商业信息环境 √ √

商业研究策略及技巧 √ √ √ √ √ √

主题能力

１．０学科研究 √ √ √ √ √ √

２．０公司与组织研究 √ √ √ √ √

３．０行业研究 √ √ √ √ √

４．０市场研究 √ √ √ √ √

５．０财务研究 √ √ √ √

６．０经济与地区研究 √ √ √ √

７．０广告研究 √ √ √ √

８．０会计与审计研究 √ √ √ √ √

９．０法律研究 √ √ √ √ √

１０．０税务研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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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框架»在«商业研究能力»具体学习成果中的映射举例

ACRL框架 能力指标 学习成果(举例)

信息创建的

过程性　　
１０．０税务研究

认识到这项研究可能需要咨询受过训练的专家,以提供有关税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建议

理解通过税法来源的主要和次要层级传达的不同程度的权限

认识到税收制度会因辖区而异,并对辖区的广义税制进行初步调查,以便在必要时了解相关税收

制度的结构

识别立法机构颁布的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

战略探索式

检索　　　
商业研究策略及技巧

使用基本评估标准,评估商业信息来源和内容

使用基本研究技巧,寻找合适的商业信息来源

调整研究策略,以应对信息无关或不充分的情况

聚焦最能解决研究问题的数据和信息

通过调查商业信息环境中的多个来源,进行三角互证

拓宽主题范围

当理想的可用内容无法获取时,利用现有的替代内容(即:与理想的信息密切相关但不完全匹配

的信息)进行逻辑假设

在批判性方面,«商业研究能力»继承了«框架»
所强调的对信息利用过程的反思(即元认知),这种

能力是应对复杂性问题的核心能力.这是因为能力

迁移一般发生在新手遇到全新问题时,或是学习者

处理复杂问题时对学习过程的反思中[７].«商业研

究能力»作为一套系统的关于商业信息利用的元认

知策略,不仅介绍了不同商业主题情境所需信息的

类型、用途、提供者、选择标准等基本概念及其关联

性,指出了商业信息生态环境对商业研究的影响;更
重要的是,关注了信息利用过程中遇到全新问题或

处理复杂问题时可以参考的策略,为知识工作者反

思学习过程提供了必要的元认知框架支持.

５　对我国图书馆商业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的启示

现从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基础、教学目标、教学

策略、学习成果评估、协同合作等方面,探讨«商业研

究能力»对我国图书馆开展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

启示.

５．１　以深入理解商业信息生态系统为实践基础

商业信息资源是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核心内

容,而来自商业信息资源复杂性的挑战,要求商科馆

员深入理解商业信息生态系统,熟悉并积极促进对

商业信息资源的深入开发和有效利用,为顺利开展

信息素养教育奠定实践基础.
商科馆员要尽可能熟悉商业信息资源的类型、

生产者、生产过程等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在资源的

深入开发上,商科馆员可以结合商业研究主题,开发

适用于本地需求的主题词表,梳理并深度揭示本馆

已有的商业信息资源,构建具有商科特色的资源组

织框架和门户[４３].由于一些商科信息资源常收录

在大型的综合性数据库中,提升其可见度,有助于提

高资源的利用率,这种做法尤其适合资源量有限的

中小型图书馆[４４].商科馆员还可以与流通服务馆

员、参考咨询馆员、文献资源建设馆员合作,进一步

提升商科文献及数据资源的保障水平.其中,相比

文献资源,由于数据资源的分散性和独特性,商科馆

员还需要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参与对替代性资源的

选择和评估.在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上,商科馆员

可以在资源与资源利用知识库之间建立可用连接,
便于对商业信息利用经验的发现和推广.其中,在
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上,还可以参与设计和开发针

对数据型信息的发现系统[４５].

５．２　教 学 目 标 要 与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和 学 习 需 求 相

匹配

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教学目标首先要与专业学

习项目层面、学校层面的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这也

是«商业研究能力»的设计目的之一.使用课程地图

(Curriculum Mapping)这一教学设计工具,可使商

业信息素养的教育目标、学习成果与商科人才培养

目标之间保持一致,也为识别相关主题能力的空白

和不足提供了依据.其次,保持对商科教育发展趋

势的关注,了解其对商业信息素养教学目标的影响.
比如:提倡终身学习,倡导“基于能力的教育”,更加

关注终身学习需求;提倡跨学科协同创新,提供体验

式学习项目等趋势,注重真实环境中复杂问题的解

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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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结合机构人才培养目标,商业信息素养的

教学目标还要结合个体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要掌握

学习者原有的学习程度.在开展教学之前,商科馆

员需要通过测试、问卷调查、面对面沟通等手段,了
解学生当前对信息能力的掌握程度.由于学习者类

型的多元性,可能涉及跨学科学习者、非学历教育学

习者等,充分了解学习者的学习认知起点,有助于后

续设计更匹配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活动.在此基础

上,深入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了解学生在多情

境中的学习需求,有助于学生将新学到的能力迁移

到其他情境中.在课程准备阶段,就邀请学生参与

课程设计,在理解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将可能的情境

需求融入教学设计中,学生将更愿意将新获得的能

力迁移到更多情境中.

５．３　重新设计和评估促进能力迁移的教学策略

５．３．１　重新组织面向能力迁移的课程大纲和教材

教学内容的组织原则,应从信息资源为本转而

定位到学科为本,从技术为本转到能力为本.教学

内容的组织需要融入学科情境.关注学科知识与商

业信息素养主题知识的联结,按照商科研究主题组

织课程大纲和教材目录,比如:公司研究、行业研究、
市场研究、消费者研究等.同时,在关注相关知识和

技能的基础上,融入对情感维度的支持.比如:识别

信息查找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困惑、焦虑等情绪,帮
助学习者开展原因分析并提供应对策略.

在教学内容上,增加数据素养的相关内容.数

据是商业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数据分析能力成为

数字时代的就业市场最为关注的关键技能,与数据

分析相关的课程及专业方向也是近年来商科教育的

实践重点.数据素养关注数据的理解、获取、评价和

使用的相关能力.鉴于数据来源的复杂性对其可用

性带来的挑战,与数据素养相关的教学设计和评价

可以关注可用的二手数据的发现和使用策略,帮助

学生及时有效地获取可用数据,顺利开展商业研究.

５．３．２　设计促进能力迁移的学习活动

按照知识和技能的难易程度,由浅入深组织教

学内容和学习活动,促进能力的顺序迁移.比如:先
介绍商业新闻及其来源,再引入学术文献及其来源,
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展开如何识别及加入学术对话;
先了解自由词检索,再引入布尔逻辑检索,最后再增

加学科分类代码(JEL)检索.
在相同或相近的难度级别上,设计面向不同情

境的学习任务,并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促进能力的

横向迁移.比如:国家和地区的 GDP数据可以通过

多个渠道查到,搜索引擎获取的新闻中的数据、国家

统计局等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开数据、图书馆订购的

商业数据库,学习者在日常生活、学习研究、工作情

境中对数据来源严谨性的要求有所差异,数据可访

问性也有所差异,学习者可以结合自身尝试和教师

反馈对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发展适用于不同情境的

数据查找和评价能力.
能力的垂直迁移是实现能力向高层级迁移的重

要途径,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有助于发展更

高级别的认知技能.来自真实情境中的信息问题往

往具有这一特征,可以收集和分享学生在学习研究、
实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信息问题,融入课程教学

中,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热情.

５．３．３　注重以反思为核心的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商业信息素养教育不仅教授给学生商业信息利

用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商业信息利

用的元认知能力,即:将自己作为学习者,反思自己

的商业信息利用过程.反思能力是应对复杂问题的

核心能力,也是终身学习的基础.
商科馆员在设计教学活动时,需要提供必要的

支持工具促进反思.可以结合«商业研究能力»和
«框架»,使用反馈、讨论交流、研究日志、学习档案袋

等工具,帮助学习者反思学习的目标和动机、学习主

题、问题障碍、学习收获等,关注情感因素在学习过

程各阶段的作用,从而帮助学习者有效理解和调节

整个学习过程.比如:馆员可以使用阈概念,帮助学

生理解商业信息的非中立性及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

中的权势关系,反思自己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寻找有

效的应对策略,进而从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主

动的信息创建者.

５．４　改革学习成果评价方式

商业信息素养作为一种通用能力,能否将其在

跨情境中有效应用是评价学习成果的核心要求,这
与能力的获得、保持和迁移密切相关.学习成果评

价的视野既要立足于课堂学习,同时也要关照能力

在未来的发展.对其学习成果的评价除了涉及基本

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更需要关注在课程设定的促进

能力迁移的学习任务中的迁移程度,以及能力在后

续的保持和迁移情况.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总结性评价有助于了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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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但对于能力的保持和迁

移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加注重学习者的反思

行为,关注元认知对能力迁移的影响评估.不过,在
有限的授课时间内的学习往往是能力整合和迁移的

起点,真正的应用机会来自对真实情境中类似问题

或更复杂问题的解决.这些情境的应用经验有助于

能力的保持和迁移,并最终融入学习者的个性或习

惯中.可以在授课后的一段时间内,定期对学习者

的学习成果进行追踪评估.比如:使用问卷或访谈

等方式,了解学习者在不同情境中应用商业信息素

养的情况,识别对能力保持和迁移的影响因素和

挑战.

５．５　与利益共同者开展教学协同合作

由于商业信息素养适用情境的广泛性,且与工

作场所中的素养、财经素养等在内涵上存在交叉,都
关注对经济活动中真实问题的解决能力.学习者的

身份也具有动态性,经历在校学习、实习、求职、入职

等一系列身份的变化,每个阶段对于商业信息的利

用都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商业信息素养教育不仅

商科专业学生需要,对非商科学生同样具有积极

意义.
在推广商业信息素养教育上,图书馆的合作伙

伴除了院系教师,还涉及数据商、校内承担就业促进

职能的机构,以及承担财经素养教育推广工作的校

内外组织机构等.图书馆可以与数据商建立联系,
对信息素养教学进行有效规划,帮助未来即将入职

的员工通过熟悉数据库产品(如彭博(Bloomberg)、
万得(Wind)),做好职前准备,以便入职后更有效地

获取和使用商业信息.与就业促进机构合作,了解

用人单位对员工信息能力的需求特征及趋势,调整

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比如:关注创业能力的识

别;也可以与开展创业教育、财经素养教育的教师和

机构合作,面向更多非商科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商业

信息素养教育.

６　总结

商业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可迁移的通用能力,对
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与商业主题相关的信息问

题具有重要价值.实现这一能力在不同情境中的有

效迁移是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本研究从

能力迁移视角,探讨商业信息素养的理解框架,并从

信息来源、学习主体、主题概念分类、学习成果４个

方面,对商业信息素养教育的最新指南«商业研究能

力»的实践要点予以解读,指出其对我国图书馆商业

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教学目标、教学策略、学习

成果评估、协同合作等方面的启示.
不过,国内图书馆在实践运用«商业研究能力»

时需要注意:(１)应用情境的差异性.«商业研究能

力»主要来自北美商科馆员的实践经验,未来可以结

合我国的国情和商业实践特点,将其应用情境进一

步本地化;(２)学术机构和商业机构对于商业信息的

理解存在差异.企业更关注对常用金融数据库的使

用,学术图书馆还会涉及各种统计型、事实型的二手

数据库,以及常见的研究资料类型.

参考文献

１　HawesD K．Informationliteracyandthebusinessschools[J]．
JournalofEducationforBusiness,１９９４,７０(１):５４－６１．

２　ReferenceandUserServicesAssociation．BusinessresearchcomＧ
petencies[EB/OL]．(２０１９)[２０２３－１０－０２]．https://www．ala．
org/rusa/sites/ala．org．rusa/files/content/resources/guidelines/

businessＧresearchＧcompetencies．pdf．
３　于良芝,王俊丽．从普适技能到嵌入实践———国外信息素养理论

与实践回顾[J]．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０,４６(２):３８－５５．
４　HowardH A,WoodN,StonebrakerI．MappinginformationlitＧ

eracyusingtheBusinessResearchCompetencies[J]．Reference
ServicesReview,２０１８,４６(４):５４３－５６４．

５　刘彩娥,韩丽风．基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批判性信息素养教学

设计[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２２(５):６６－７１．
６　王盛,张春红．创新驱动型信息素养教学体系设计———以发现研

究热点和前沿为例[J/OL]．图书馆杂志,２０２３[２０２３－１０－０２]．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３１．１１０８．G２．２０２３０１１８．１７５７．
００３．html．

７　BaartmanLKJ,BruijnEDe．Integratingknowledge,skillsand
attitudes:conceptualisinglearningprocessestowardsvocational
competence[J]．EducationalResearch Review,２０１１(６):１２５
－１３４．

８　GhanbariSA．Competencebasedlearning[M/OL]//SeelN M．
Encyclopediaofthesciencesoflearning．Boston,MA:Springer
US,２０１２:６６８．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Ｇ１Ｇ４４１９Ｇ１４２８Ｇ６
_３５０２．

９　SeelNM．Transferoflearning[M/OL]//SeelNM．Encyclopedia
ofthesciencesoflearning．Boston,MA:SpringerUS,２０１２:

３３３７－３３４１．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Ｇ１Ｇ４４１９Ｇ１４２８Ｇ６_１６６．
１０　ThompsonC A,OpferJE．Trouble withtransfer:insights

fromthestudyoflearning[M/OL]//SeelN M．Encyclopediaof
thesciencesoflearning．Boston,MA:SpringerUS,２０１２:３３４７
－３３５０．

１１　龚芙蓉．基于文献调研的国内外高校信息素养教学内容与模式

趋势探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２):８８－９５．
１２　韩丽风,王茜,李津,等．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J]．大学图书

馆学报,２０１５(６):１１８－１２６．
１３　SchusterC,StebnerF,WirthJ．Transferofmetacognitiveskills

５２１

面向能力迁移的学科信息素养教育/谭丹丹,柯平

CompetencyTransferOrientedDisciplinar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TanDandan,KePing



2023

年
第6

期

inselfＧregulatedlearning:anexperimentaltrainingstudy[J]．
MetacognitionandLearning,２０２０(１５):４５５－４７７．

１４　SterbnerF,SchusterC,SamuelXlea W,etal．Transferof
metacognitive skills in selfＧregulated learning:effects on
strategyapplication and content knowledge acquisition[J]．
MetacognitionandLearning,２０２２(１７):７１５－７４４．

１５　KuglitschRZ．Teachingfortransfer:reconcilingtheframework
withdisciplinaryinformationliteracy[J]．Portal:Librariesand
theAcademy,２０１５,１５(３):４５７－４７０．

１６　刘彩娥,贺利婧．对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反思[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７,３５(１):４－７．

１７　ACRL．Frameworkforinformationliteracyforhighereducation
[EB/OL]．(２０１５)[２０２３－１０－０２]．https://www．ala．org/acrl/

standards/ilframework．
１８　ClickAB,WileyC W,HoulihanM A．“WerealittledifferＧ

ent”:businessinformationliteracyperspectivesontheACRL
framework[J]．CommunicationsinInformationLiteracy,２０２１,

１５(１):２４－５６．
１９　曾粤亮,谈大军．多学科背景下美国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标准研

究[J]．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１７,１１．
２０　SimmonsM H．Librariansasdisciplinarydiscoursemediators:

usinggenretheorytomovetowardcriticalinformationliteracy
[J]．Portal:Librariesandthe Academy,２００５,５(３):２９７
－３１１．

２１　SchaubG,CadenaC,BravenderP,etal．ThelanguageofinforＧ
mationliteracy:dostudentsunderstand? [J]．CollegeandReＧ
searchLibraries,２０１７,７８(３):２８３－２９５．

２２　Moran C．Disconnect:contradictions and disagreementsin
facultyperspectivesofinformationliteracy[J]．TheReference
Librarian,２０１９,６０(３):１４９－１６８．

２３　RothＧKatzE．Onestepatatime－Integratingthecompanion
documenttotheACRLframeworkforinformationliteracyfor
higher education:social work into an existing instruction
program[J]．C&RLNews,２０２２,８３(６):２６６－２７１．

２４　MillerSD．Divingdeep:reflectivequestionsforidentifyingtacit
disciplinaryinformationliteracyknowledgepractices,disposiＧ
tions,andvaluesthroughtheACRLframeworkforinformation
literacy[J]．JournalofAcademicLibrarianship,２０１８,４４(３):

４１２－４１８．
２５　周谦豪,姚占雷,许鑫．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调研与分析

[J]．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２０(１０):７７－８６．
２６　GareauＧBrennanC,KungJY．SystematicreviewofeffectiveliＧ

braryinstructionforbusinessstudents[J]．JournalofBusiness
&FinanceLibrarianship,２０２２,２７(２):８１－１０３．

２７　 WorldEconomicForum．Thefutureofjobsreport２０２０ [R/

OL]．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ＧfutureＧofＧjobsＧreＧ
portＧ２０２０/digest．

２８　Gilbert S．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in the workplace:

examiningearlycareeradvertisingprofessionals[J]．Journalof
Business&FinanceLibrarianship,２０１７,２２(２):１１１－１３４．

２９　LeD,Graham A,WalkerJ,etal．Theeffectsofinformation
literacyinstruction on businessstudentsjobreadiness[J]．
JournalofBusinessandFinanceLibrarianship,２０２２,２７(３):

１９５－２１４．
３０　BråtenI,Strømsø HI．Knowledgeacquisition:constructing

meaningfrommultipleinformationsources[M/OL]//SeelNM．
Encyclopediaofthesciencesoflearning．Boston,MA:Springer
US,２０１２:１６７７－１６８０．https://doi．org/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Ｇ１Ｇ４４１９Ｇ
１４２８Ｇ６_６６５．

３１　AACSB．２０１３Eligibilityproceduresandaccreditationstandards
forbusinessaccreditation[R/OL]//TheAssociationtoAdvance
CollegiateSchoolsof Business．(２０１３)[２０２３－１０－０２]．
https://www．aacsb．edu/accreditation/standards/business．

３２　AACSB．２０２０GuidingprinciplesandstandardsforAACSBbusiＧ
nessaccreditation[M/OL]．２０２０:１－６４[２０２３－１０－０２]．htＧ
tps://www．aacsb．edu/educators/accreditation/businessＧaccredＧ
itation/aacsbＧbusinessＧaccreditationＧstandards．

３３　Cunningham N A．Informationcompetencyskillsforbusiness
students[J]．AcademicBRASS,２００３,１(１)[２０２３－１０－０２]．
https://www．ala．org/rusa/sites/ala．org．rusa/files/content/sections/

brass/Publications/Acad_BRASS/２００３_spring_cunningham．pdf．
３４　HeckmanL．Howtofindbusinessinformation:aguideforbusiＧ

nesspeople,investorsandresearchers[M]．SantaBarbara,CaliＧ
fornia:Praeger,２０１１．

３５　AbelsEG．Businessinformationanditsusers[M]//McDonaldJ
D,LevineＧClarkM．Encyclopedia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Ｇ
ences:VolumeI．FourthEdition．CRCPress,２０１８:６３５－６４２．

３６　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JELclassificationcodesguide
[EB/OL]．[２０２３－１０－０２]．https://www．aeaweb．org/jel/

guide/jel．php．
３７　KirkwoodHP．Towardaunifiedtheoryofbusinessinformation

[J]．BusinessInformationReview,２０１７,３４(３):１４３－１４９．
３８　谭丹丹．商业课题[M]//吉久明,孙济庆．文献检索与知识发现

指南．４版．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１５－１２１．
３９　KirkwoodH P．Straussshandbookofbusinessinformation:a

guideforlibrarians,students,andresearchers[M]．４ed．Santa
Barbara,California:LibrariesUnlimited,２０２０．

４０　MossR W,ErnsthausenDG．Straussshandbookofbusiness
information:aguideforlibrarians,students,andresearchers
[M]．３ed．LibrariesUnlimited,２０１２．

４１　MossR W．Straussshandbookofbusinessinformation:aguide
forlibrarians,students,andresearchers[M]．２ed．Libraries
Unlimited,２００４．

４２　StraussD W．Handbookofbusinessinformation:aguideforliＧ
brarians,students,andresearchers[M]．Englewood,Colo:LiＧ
brariesUnlimited,１９８８．

４３　谭丹丹．商科图书馆网站学科资源与服务的组织呈现———以哈

佛商学院图书馆和沃顿商学院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

作,２０２０(１):５４－６１．
４４　FadelS．Developingdirectlinks[J]．AcademicBRASS,２０２２,１７

(２)．
４５　李娜．财经类事实型数据库发现服务的实现方式和关键问题

[J]．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５９(２０):８８－９３．

作者单位:谭丹丹,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柯平,南 开 大 学 商 学 院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系,天

津,３０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２日

(责任编辑:支娟)

６２１

面向能力迁移的学科信息素养教育/谭丹丹,柯平

CompetencyTransferOrientedDisciplinar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TanDandan,KePing



2023

年
第6

期

CompetencyTransferOrientedDisciplinar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
AReviewofU．S．BusinessInformationLiteracyGuidelinesandItsImplications

TanDandan　KePing

Abstract:Businessinformationliteracy,asatransferablegenericcompetency,isvaluableforsolving
informationproblemsrelatedtobusinesstopicsinthecontextsofacademics,workplace,andeverydaylife．
Achievingeffectivetransferofthiscompetencyindifferentcontextsisacoregoalofbusinessinformation
literacyeducation．Thisstudydiscussestheframeworkofunderstandingbusinessinformationliteracyfrom
theperspectiveofcompetencetransferandinterpretsthepracticalpointsofthelatestguidelineofbusiness
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BusinessResearchCompetencies,fromfouraspects:informationsources,

learningsubjects,classificationofsubjectconcepts,andlearningoutcomes．Thisstudyalsopointsoutits
implicationsforbusiness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inlibrariesinChinaintermsofpracticebasis,

teachingobjectives,teachingstrategies,assessmentoflearningoutcomes,andsynergisticcooperation．
Keywords:CompetencyTransfer;Disciplinary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BusinessInformation

Literacy;BusinessResearch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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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itationanalysisbasedonthecitationfrequencyignoresthedifferenceintheutilityofciＧ
tationstotheciteddocuments,anditisinevitablethattheresourceevaluationandacademicinfluencejudgＧ
mentbasedonthiswillbeinterferedby“invalid”citations．Toeliminate“invalid”citationsandimprovethe
qualityofmeasurementandevaluationdata,thearticleselectstypicalfeaturessuchascitationattributes,

functions,objects,andemo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citationutility,andestablishesacitationannotaＧ
tionframework,inordertotesttheeffectivenessoflogisticregressionandsupportvectormachinemethods
onautomaticcitationclassificationinannotateddatasets,andtoconstructa “corecitationrecognition
modelfromtheperspectiveofutility”．Specifically,inthedataannotationstage,inadditiontomanualinＧ
dexing,alargeＧscalepretrainedlanguagemodeldialoguesystemChatGPTisalsousedforautomaticclassiＧ
ficationandmodelingperformancetesting,inordertoprovidenewideasforautomaticcitationclassification
methodsandapplicationpractices．

Keywords:CitationUtility;ContentAnalysisofCitations;CitationAnnotationFramework;Support
VectorMachine;AutomaticCitationClassification;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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