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一生会受到很多教育， 例如

在社会受到社会教育、 在学校受到学

校教育、 在家庭受到家庭教育……，个

人认为其中家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家庭教育是人最先接受和最为持

久的教育， 既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基

础，又是大教育的补充和延伸，会其影

响一生。 那么我们中职学校学生的家

长如何继续尽到孩子监护人的义务，

实施做好家庭教育呢？ 个人认为应该

做好以下几点：

一、 继续加强孩子要做事先做人

的观念

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行文”，

把做人列为头等大事；在儒家文化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就是

学会做人，只有先学会做人才能成事；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言：“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古

往今来， 对人的要求， 无不以做人为

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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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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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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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也规定

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在生活中给

孩子做好榜样

:

在孩子面前要保持积

极乐观上进的生活态度， 自己负面的

情绪尽量不要在孩子呈现， 让孩子对

生活充满乐观美好； 抽出时间多倾听

一下孩子的心声和想法， 站在孩子的

立场和角度给予恰当的评价意见；遇

到孩子做错事情， 管理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少一些批评抱怨和责骂，因为一

味的批评和责骂无济于事， 这样更会

引起孩子的忧虑和叛逆。 我们应该和

孩子一起沟通分析，明辨是非，让其认

识到错误并想办法改正， 当然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耐心， 这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 尽可能的创造条件重拾孩子

的自信心

我们中职学校的孩子大部分是中

考的“失败者 ”，未达到普通高中的录

取分数线，我们相当的家长因为孩子未

达到自己的期望值上到中职学校时，自

己首先就泄了气，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

孩子是跳不过“龙门 ”的“鱼 ”，成不了

“大气候”，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对自己

孩子的鼓励和关心就少了许多，甚至开

始冷言冷语的指责。 本身我们的孩子

正处于青春期，心智和三观并未成熟，面

对中考考试失败的冲击，已经产生了“我

不行，我不如别人”的心理上的自卑。 如

果连我们家长也不给自己孩子对未来的

信心的话，我们的孩子就可能“破罐子破

摔”，对学习缺乏兴趣 ，在中职学校里混

起日子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部分中

职学生的现状， 也是社会对中职学校不

认可的原因之一。 对此我们家长应该采

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应对。 首先从我

们自身开始认清现状，转变观念，重拾孩

子的自信心。 我们自己要明白“成功的道

路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的孩

子进入职业院校后并不是人生不能达到

所谓的成功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

元”，我们的孩子一样能够成功。 而且我

们要知道， 我们的孩子几年后除了可以

学到一门技能可以用来谋生外， 还可以

参加职业高考， 和普通高中生一样可以

有上大学的机会和权力。 其次我们家长

要用自己的自信心鼓舞自己的孩子，更

要比在初中时更加关心他们， 及时排解

他们的困惑和焦虑， 深入挖掘孩子身上

的闪光点，多些鼓励和表扬，在学习上和

生活中的分阶段建立适当的目标， 孩子

需要鼓励， 让他们一步一步树立“我能

行，我优秀”的自信心。

三、家校沟通紧密配合

任何教育都不是单方面能够轻易成

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必须有效结合。 孩子是否能顺利成长，家

长很重要，老师是关键。 我们家长首先应

该主动向班主任介绍孩子的状况， 经常

向班主任及任课老师了解状况， 和老师

探讨如何教导孩子克服不好的习惯 ，使

其错误能够得到及时纠正。 这样老师也

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我的孩子， 更有利于

班主任和老师从孩子的个性出发， 寻找

一种更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 而且我们

中职学校的有些家长对孩子的专业并不

了解，通过与老师交流沟通，我们家长也

可以和自己的孩子探讨制定以后的职业

规划。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个艰

巨长久的目标， 让我们一起发扬中华民

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树立家庭

是第一个课堂、 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

任意识，承担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用正确思想、 方法和行为孩子养成良好

思想、品行和习惯。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机电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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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家长如何做好家庭教育

□

姜锋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路径研究

□

赵峰涛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信息

素养已经成为高校学生必备的能力之

一。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

重要场所， 其在信息素养教育方面的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对高校图

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进行探讨 ，

以期为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提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 信息素养教育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互联

网和数字资源的普及， 人们生活在一

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信息素养作为当

代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对于

他们在学术研究、 职业发展和社会适

应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高等教

育信息化建设对高校图书馆提出了新

的要求， 即不仅要提供丰富的信息资

源 ， 还要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信息

素养。

信息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具

备获取、 分析、 评价、 利用信息的能

力， 从而提高他们的学术素养、 专业

素养和创新能力。 信息素养教育不仅

有助于大学生在学术研究、 职业发展

等方面取得优势， 还能帮助他们更好

地适应社会、 提高生活品质。

二、 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

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信息资源

中心， 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专业的

信息服务人员， 为大学生提供了良好

的学习环境。 在信息素养教育中， 高

校图书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承担

着培养大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任务。

1.

高校图书馆的定位

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生的重要学习

场所， 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基地。 高校

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积

极参与信息素养教育， 为大学生提供

优质的信息素养教育服务。

2.

高校图书馆的职责

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

职责包括： 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为

大学生提供信息素养教育的学习环

境； 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 提高大

学生的信息素养； 举办各类信息素养

教育活动， 激发大学生对信息素养教

育的兴趣。

3.

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

的优势与挑战

优势： 高校图书馆具有丰富的信

息资源 、 专业的信息素养教育团队 、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实践机会等

优势， 有利于开展高质量的信息素养

教育。

挑战： 教育观念滞后， 部分高校

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存在教育观

念滞后的问题， 重视程度不够， 投入

不足； 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高校图书

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 服务质量有待

提高。 例如， 部分图书馆的信息检索

和利用指导不够专业、 细致， 难以满

足大学生的需求； 教育方式单一， 高

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 教育方

式较为单一， 主要以讲座、 培训等形

式为主， 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

三、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

现状与问题

1.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

近年来， 高校图书馆已经意识到

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并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尝试。 许多高校图书馆已

经将信息素养课程纳入教学计划， 通

过开设讲座、 培训班、 网络课程等形

式 ， 帮助学生提高信息检索 、 评估 、

利用和传播等方面的能力。 此外， 一

些高校图书馆还开展了针对特定群体

(

如本科生生、 教师、 科研人员

)

的信

息素养培训， 以满足不同需求。

2.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存在

的问题

尽管高校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 首先， 部分高校图书馆的信

息素养课程设置较为简单， 缺乏系统

性和针对性甚至部分高校没有相关课

程设置； 其次， 部分高校图书馆的信

息素养教育资源有限， 难以满足学生

的需求； 再次， 部分高校图书馆的信

息素养教育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

制， 导致教育效果难以衡量。

三、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提

升策略

1.

完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体系， 制定信息素养教育计划

高校图书馆应根据自身特点和

学 生 需 求 ， 完 善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体

系 ， 构 建 包 括 课 程 教 育 、 实 践 活

动 、 自主学习等多层次 、 多形式的

信息素养教育体系 ， 确保课程设置

科学合理 、 内容 丰 富 多 样 。 同 时 ，

高校图书馆还应加强与其他教育机

构 、 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 共同

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 。 高校图

书馆结合本校大学生实际情况 ， 制

定了长期 、 短期相结合的信息素养

教育计划 ， 明确了教育目标 、 教育

内容 、 教育方法和评价标准 。

2 .

丰富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资源

高校图书馆应加大投入， 丰富信息

素养教育资源， 包括纸质图书、 电子图

书、 期刊、 数据库等， 以满足学生的不

同需求。 此外， 高校图书馆还可以通过

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服务手段， 如虚

拟现实、 人工智能等， 提升信息素养教

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3.

建立有效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

教育监督与评价机制

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健全信息素养教

育的监督与评价机制， 包括定期对课程

设置、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

评估， 以及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跟踪

调查 。 通过这些措施， 有助于发现问

题、 改进方法， 不断提高信息素养教育

的质量。

4.

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活动， 创新信

息素养教育方法

高校图书馆应定期举办各类信息素

养教育活动 ， 如讲座 、 培训 、 竞赛等，

提高大学生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关注度和

参与度。 高校图书馆应不断创新信息素

养教育方法， 采用讲授式、 实践式、 自

主式等多种教育方法， 满足大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

5.

建立信息素养教育长效机制

高校图书馆应建立信息素养教育的

长效机制， 将其纳入图书馆的日常工

作 ， 确 保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活 动 的 持

续 开 展。

6.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图书馆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培养一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信息素

养教育团队， 培训和提高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信息素养教育能力， 以提高教育活

动的质量。

7.

开展个性化教育

高校图书馆应根据大学生的不同需

求， 开展个性化信息素养教育， 如针对

新生、 转专业学生等特定群体制定专门

的培训计划 。 采用多种教育方式和手

段， 如线上学习、 实践操作等， 提高教

育质量和效果。

8.

增加实践环节

高校图书馆应增加实践环节， 通过

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更好地掌握信息素养

知识和技能， 提高教育效果。

9.

加强宣传与推广

高校图书馆应加大信息素养教育的

宣传力度， 通过各种渠道向大学生宣传

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提高他们的认识和

参与度。

五、 未来与展望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信息素

养教育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高校图

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不断探索和

创新， 以适应信息素养教育的新发展和

新挑战。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将呈

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教育内容多样化： 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和信息资源的丰富， 高校图书馆信息

素养教育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包括信息检索 、 信息分析 、 信息利用 、

知识产权等方面。

教育方式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

需求和特点，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将采用个性化的教育方式 ， 如线上学

习、 小组讨论、 实践操作等， 以提高教

育效果。

教育技术现代化： 随着现代教育技

术的发展 ， 如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将融入更多先

进的技术手段， 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

教育合作国际化： 在全球化背景

下，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将加强与

国际同行的合作与交流 ， 共享教育资

源， 提高我 国 在 国 际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领 域 的 影 响 力。

融合新兴技术， 丰富教育手段： 高

校图书馆应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 如人

工智能、 大数据、 虚拟现实等， 将新技

术融入信息素养教育， 丰富教育手段 ，

提高教育效果。

加强合作与交流 ， 共享教育资源 ：

高校图书馆应加强与其他图书馆、 教育

机构和企业等合作与交流， 共享教育资

源 ， 提 高 信 息 素 养 教 育 的 普 及 率

和 质 量。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 提高心理素

质： 高校图书馆在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

同时， 还应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提

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使他们在信息社会

中健康成长。

总之 ， 信息素养教育是高校图书

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培养大

学 生 的 信 息 意 识 和 能 力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在信息化社会中， 信息素养教育

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高校图书馆

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 不断探索和创

新 ， 以适应信息素养教育的新发展和

新挑战 。 通过制定合理的教育策略 ，

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 为大学生提供

高质量的信息素养教育， 为我国高等

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大学生信息素养的

提高作出更大贡献 。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培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