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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是個外來的詞語，過去是指「讀和寫的能力 」。 古

老的中國雖然沒有直接使用素養二字，但是傳統社會向來注重

子女教育， r 士農工商 」 各界也以士為首，足可顯示在我們的

生活層次中，讀書寫字的重要性，以及強調素養的實質，甚至

看重的程度比諸國外有過之而無不及 。

為什麼要重視「讀和寫的能力 」 呢?因為在人文化育的過

程裡'若欲滿足生存的條件、若欲完成待辦的事項，就須做好

各式各樣溝通，而讀和寫正是其間最基本且必備的能力 。 在許

多原住氏的部落中，並沒有、亦不須讀和寫的技術'他們往往

只要聽、說無礙，便能應對自如，這也凸顯出素養是在文字發

明以後，才產生的觀念和需求 。

在古裝劇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不識字的老

人一收到寶貴的家書，便急急忙忙找人代讀，回信時貝1J 又干託

萬請找人代寫. . . . . .這樣的場景，總令人不勝咕噓，也為不識字

的老人可憐 。 坦白說，培養素養的目的，正是為了讓人具有溝



通的能力，使其能在複雜多變的環境、在呼吸行止的剎那，得

到愉悅及尊嚴，排除不方便、無保障、欠水準的困窘 。 的確，

溝通能力是融入社會生活的基礎要件，反映於學習成長及待人

處事上，萬一溝通能力不良，恐怕易和群眾產生隔閉，導致繁

瑣、威脅或障礙 。

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生活在不同的時空，

素養的內涵就會依社會情況出現變化，上述「讀和寫的能力」

是農業社會時期素養的內涵;進入工業社會以後，更增加了諸

如法律素養、理財素養、衛生保健素養等等，總稱為功能素

養 。從本質上來看，自工業社會開始，素養的內涵已由讀、寫

的純文字溝通，進階為含有專業知識的了解和應用的功能素

養 。 在電腦日益普及後，電腦素養也曾在八0年代興起全球風

潮，並延續接Z重而來的網路素養，至今不曾稍減 。 電腦素養和

網路素養都屬於功能素養，除須專業知識外，亦強調操作機器

的技能 。

以往，資訊科技對工作的影響是局部的，典型的改變就像

書目資料的電腦化、研究文獻全文資料庫的建制，和行政工作

的自動化。這些建樹僅在小格局的事務範圍內，透過例行的計

算以及文字處理工作，直接或間接、溫和地改善社會環境與生

產力 。 然而，一旦網際網路盛行，資訊科技對社會整體的影響

程度會急遮升高，無論生活、工作、學習、休閒'都讓人深刻

感受到全面性「變」的壓力 。 有鑑於此，美國圖書與資訊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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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將一九九0年定為「資訊素養年 J '推展「資訊素養運動 J ' 

並期在十年內普及資訊素養的觀念 。 不過這項計畫也引發了一

些好奇:資訊素養究竟和以往推出的電腦素養、網路素養有何

不同?為什麼需要大張旗鼓地宣揚資訊素養?

我們不妨從溝通媒介的轉變、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素養

內涵的擴大和深化三個方向，觀察此一問題 。 無庸置疑，資訊

科技已為溝通情境帶來鉅大的轉變，包括溝通的方法、程序、

技術、效果、環境，都與以往大不相同 。 世人皆悉，溝通是文

明敢始的源頭，沒有溝通就不會有文明，亦難發生全面性、革

命性的影響;同時，溝通也是文明進展的動力，沒有溝通就不

會有知識的累積和精煉，缺乏新知識的推動，文明勢必遲滯不

前。換句話說，當溝通的情境轉變，整個文明便將隨之演化、

隨之起舞 。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溝通的情境為什麼會轉變呢?其中首

要的原因，即是溝通所用的媒介改變了 。 媒介之於溝通有如基

因之於生物，當基因異變，隨之草生的生物自然不可避免地受

到牽連 。 自古迄今，人類歷經由口語、文字到數位科技的媒介

改變，而所有相關的溝通情境，也因媒介性質的不同，一次又

一次地出現史無前例的轉變。

搶手見文明的歷史，農業社會確實較為靜態，媒介改變的情

形並不多見;工業社會則經由印刷和傳播科技的發展，帶動了

溝通情境的轉變，進而逐漸催生出一個從靜態到動態的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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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事實上，文明愈進步，社會愈複雜，人們就愈需要廣泛學

習，而我們這一代躬逢數位媒介的興起，實是機緣巧遇。數位

媒介影響之大，尤甚於紙和印刷術的發明。許多學者都同意，

由於數位媒介的緣故，人類文明的記錄與傳承，已經產生根本

上的 變化:從使用眾多傳統媒介轉變到獨尊數位媒介、從紙面

轉變到網路、從基於物質媒介轉變到基於能源媒介、從靜態轉

變到動態 、從被動轉變到主動 、從實際轉變到虛實並行. . . . . . 。

諸如此類，一切基本性質的改變，必將造成社會環境與文

明的劇變，更可能顛覆三、四千年來，人們累積、習以為常的

生活模式和形態，此即是凡涉及網路，就無一例外地須由事件

源頭開始構思、規畫的原因，否則過往的經驗和認知，全已不

足為憑 。 就最保守的教育事業而言，辦理一所新的學校其實不

宜全盤依從以往的辦校經驗「比著葫蘆畫瓢 J '及今尚須考慮

到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將帶來的種種影響， 譬如網路教學 、線

上師生溝通、與其他單位共享教育資源 ;值此同時，當然會觸

及教育的目的、老師的角色、學習效果的評量等根本性問題，

一經深思熟慮後，新學校的創設理念恐將與傳統校園大異其

趣 。 見微知著，人們生活於如此情境，資訊素養的內涵確實難

以由片面的電腦素養、網路素養涵蓋 。

再者，網際網路的普及，使「團隊合作」至為顯要。事實

上，介於網路情境下的「合作 J '無論規模、範疇、實質，都

與平素習以為常的概念不同;換言之，網際網路已逐漸改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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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做事的基本態度、觀念、方法及其對應的環境，我們必須重

新體認「合作」的意涵，切勿一味因襲老舊的思惟、概念、價

值與判斷，否則絕對不足以應付日後所需 。 資訊素養與電腦素

養、網路素養的差異，除內涵同樣包括傳統素養所著重的溝通

能力和功能素養所強調的知識與技藝之外，還進一步擴展至精

神層次一一體認並尊重知識及資訊的重要，查察當下與未來社

會環境變遷的趨勢，據此建立新觀念、了解智財權、培養資訊

倫理 。

這次製作十三集 「 資訊素養座談會 」 節目，即是本諸上述

理念的第一次大膽嘗試 。 是故，其中集結的內容含蘊範園廣

泛，有別於一般論述素養的文章;又或許，資訊素養究竟應該

指涉哪種方向，目前學術界仍然莫衷一是 。 不過，資訊科技與

網際網路環境，的的確確地已為人類塑造起一個新的文明，也

正引領著我們走向幾乎完全陌生的未來!我們希望那個未來是

什麼樣子呢?我們關心過這個問題嗎?我們應該如何施力呢?

凡此種種，也許都能在思考「資訊素養 」 時，可以嗅出一些端

倪吧 。 面對未來，當資訊素養的共識粗具規模 、 輪廓浮現，期

盼你我的憂慮徬徨，終能輕:緩遞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