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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養、教養、素養

學養：主要指學問和知識方面的養成

教養：主要指道德和倫理方面的養成

素養：主要指溝通和互動方面的養成

學養：智育

教養：德育

素養：群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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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明進程看素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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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

文字

多媒體

聲波，無損耗
無法複製

物質加工，有損耗
複製不易

加工物質中之
數位能階，無損耗

複製容易

文化三階段 表現系統
媒介物、損耗
與複製狀況

(素養問題，語言內轉移)

(功能素養問題，表現系統內轉移)
任何形式皆可數化

Audio Space

Visual Space

Audio Space

多媒體

媒材與文化進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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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與資訊素養
傳統所說的素養
資訊時代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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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所說的素養

從口語文明步入文字文明時，不識字的人
發生了溝通問題：他們不會用文字表達他
們的意願，也看不懂別人書寫的信件、資
料…於是，這些不識字的人就淪落為社會
的下層份子。

❖換言之，不識字的人變成無法完全融入社會，
無法與正常人一般過著夠水準的生活。我們稱
這樣的人欠缺「素養」。

➢這是以往對「素養」的定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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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素養



2017/10/23 8

電腦素養

三十多年前，鑑於電腦的普及和電腦對
溝通、通信等的重大影響，曾提出提高
「電腦素養」的呼籲：認為缺乏電腦的
知識將影響到生活品質和融入社會的程
度。

二十多年前，鑑於資料庫和網際網路的
普及又提出提出「資訊素養」和「網路
素養」的呼籲，其理由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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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素養

不僅如此，由於社會變得更「自動化」
對各式各樣的自動化設備的使用也有各
式各樣的素養要求，諸如：「理財素
養」、「就業素養」、「成家素養」、
「育嬰素養」…

這五花八門的素養，統稱為「功能素
養」，因為這些素養有一共同的特色：
都是要求增強社會上某些功能的能力，
以便人們能融入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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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

綜觀這些「功能素養」，其著眼點還是希
望人們能夠有足夠的溝通技能，能融入社
會，過著有水準、有尊嚴的生活。所以，
稱為「素養」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從另
一方面來看：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之後，
各式各樣必須要學的溝通本事，就越來越
多。所以，在資訊時代，我們也用「資訊
素養」一詞來概括種種的功能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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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的界說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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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多元的背景

隨著溝通、傳播科技與各種建設迅速、不
停的變遷，社會越來越複雜多元。處此情
境，素養的內容也不斷地增加，變得多元。

❖所以，資訊素養的概念也變得分歧。一般說資
訊素養常限於資訊技術的層面：不重道理，只
講執行。這對知識份子是不夠的：知識份子應
明白道理、依理而行，才能在「無常」的變遷
中作出正確的判斷、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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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的界說

簡要的說，資訊素養是指生活在資訊時代
裡必需的溝通技能。

然而，從素養是群育的角度來看，素養之
中也應該包含倫理的成份。

學養：智育

教養：德育

素養：群育

合乎倫理的行為即正當的行為，
也就是：

社會大眾都可以接受的行為
（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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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的內涵

傳統的素養，只是識不識字的問題，問
題很單純，所以無所謂涉不涉及「倫理」
的問題。

現代的資訊素養，涉及很複雜的虛擬情
境，也涉及各式各樣的行為（包括純技
術上的行為和涉及倫理抉擇的行為），
是故有必要含有合乎「資訊倫理」的思
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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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的內涵

以往，傳統的素養不一定要到學校裡學，
有許多人是經過自修識字的。然而，資
訊時代的素養十分複雜，含有：
❖知識的成份、

❖技能的成份、

❖倫理的成份、甚至還有些

❖哲學的思想在內。

所以，資訊素養多安排在正常的教育體
制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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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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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界說

恐難有一致的界說。我們將它詮釋為:
國家資訊基本建設開始發展以後的時代。

在技術層面上,它的主要特徵是：
❖數位電子媒介的興起
❖電腦與網路的普及
❖種種虛擬技術的蓬勃發展和應用。

在這些新科技和國家政策的驅使下，社會
面臨空前的重大變革。我們稱這個嶄新的
時代為新資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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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在各學術領域所扮演的角色

它不只是一個加速研發強有力的工具。

它對每個領域都提出了對問題的新看法，
並提供了對問題詮釋的新角度和解決問
題的新方法，進而建立了對問題理解的
新模式和新理論。

資訊科技在各學門中，改變了學者的思
想、觀念，以及該學門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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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思想是最有深度﹑最重要的
思想領導者﹑啟發者。資訊科技
對學術思想這種深入遠大的影響
力，正可以說明資訊科技對人文、
社會影響的深遠，大大地超過一
般人常識的想像之外。

學術領航，塑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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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
資訊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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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資訊素養

建立新觀念
多了解環境的變遷和未來的趨勢
培養操作設備的技術

增強溝通及應用資訊的能力

加強本科的學識與技術水準

資訊倫理的培養

了解過渡時期的失序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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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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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又新

體認『變』的觀念，從嶄新的角度
看問題，是開拓新觀念與創造力的
泉源。

❖無論你喜不喜歡, 我們已上了這新資
訊時代的不歸路。這時代夾帶而來的
社會急速變遷風暴, 其前緣已經影響
到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休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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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變局的通則

做好心理準備, 建立體認『變』
的觀念。

❖ 心胸開放，接納變局。

平時保持應變的警覺。

時時了解各種變遷的本質和變遷
的進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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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環境的變遷和未來的趨勢



應將科普、科技傳播列為施政要點。

了解資訊設施,包括它的組成、性質和
用途等

了解何處可取得資訊,可取得那些資訊,
和如何取得這些資訊。

注意政策上相關的變化

了解商業上的新產品

了解末來的技術趨勢



增強溝通及應用資訊的能力



為面對網路環境,以及適應資訊時
代的種種溝通情境,需要各種精湛
的溝通技能。

溝通能力不足將無法維持基本的
生活尊嚴。

溝通能力包括取得、理解、分析
和詮釋各種資訊的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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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本科的學識與技術水準



以後的社會將是知識主導的社
會。

本科學識和技能的加強,有助於
利用新資訊時代的設施來做自
已想做的工作。

過份側重資訊技術而忽略行業
本身的知識和技能,實捨本逐末
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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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倫理的培養



正當使用資訊行為極為重要。

行為、案例、規範、及法律相
關的道德問題等宜多多注意。

和倫理相關的概念,如資訊共享、
協力合作等,都值得我們重新思
考,以建立新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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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過渡時期的失序現象



在過度期中，要有能力分辨是非、
良窳，將社會導致正當的發展方
向。

不當的資訊使用在所難免,注意
這些失序現象,應可減少它帶來
的傷害。

對失序現象的分析和批評,將有
助於新資訊時代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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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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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資訊素養與資訊倫理的內涵有彼此重
疊之處：資訊素養中含有資訊倫理的
基本部份，資訊倫理中也論及資訊素
養。這是因為：素養與倫理所談的都
是有關人的行為，而行為、資訊、倫
理三者又彼此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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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新人類」

時代越進步，人的素質也會隨著受
影響。果真如此的話，時代越進步
人會應該學習得越多、變得越有教
養、越聰明才能適應時代呢？還是
可以少學一點、少一點教養、苯一
點也沒關係？



2017/10/23 38

本講結束

謝謝聆聽

答案就在你心裡！

請各位想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