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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对新型劳动者的能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高校毕业生是高素质复合型新型劳动者的重要输送

来源。立足就业导向，通过深入挖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基于素质模型理论，采用主题分

析法，构建新型劳动者的理想录用素质模型，为人才培养模式及实践提供明晰的效标参照。根据模型要

素与信息素养多维度的关联契合关系，从思维驱动、知识结构、行动技能、内在特质等方面，为新质生

产力背景下新型劳动者的综合能力提升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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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have set higher standards for the capabilities and qualities 
of new-type workers, with college graduates emerging a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high-quality, multi-
disciplinary new-type worker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an employment-oriented approach, delves 
into the demand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Utilizing the Quality Model 
Theory and employing thematic analysis, an ideal employment quality model for new-type workers 
is established, offering a clear benchmark for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and practices. The model's el-
ements a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multifaceted aspect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y enhancement of new-type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NQPF. This includes nurturing thinking dynamics, constructing knowledge systems, developing action 
skills, and shaping personal traits. The study aims to equip new-type workers with the necessary com-
petencies to thrive in the era of NQPF, thereby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the advancement of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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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2024 年全国两会上，新

质生产力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列为首项政府工作任务。在新质生产力蓬勃

发展的新时代，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成为决定新质生产

力建设成败的关键一环[1]。人才强国战略应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和协调，为其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持[2]。无论是新兴行业的创新生态，还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都要依靠新时代劳动者

的原创性实践和革命性创造，新质生产力对新型劳动者的能力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作为优质劳动者的高校毕业生，近年来的初

次就业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甚至出现进一步恶化之势[3]，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势在必行。2024 年，我

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 1179 万人，新型劳动者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关键要素和积极变量[4]，
高等院校是新质人才培养的孵化地，是高素质新型劳动者输送的重要基地，高校教育亟须聚焦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战略需求，基于就业视角，着力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型劳动者核心能力的新内涵、新要素、新路

径，答好新时代背景下新质人才及新型劳动者培养的时代命题。本文聚焦的“新型劳动者”是指走上就

业岗位后，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

高等学校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2.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需求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5]。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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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

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

具体体现形式，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生的根本性成果[6]。 

2.1. 以高素质人才为关键 

教育和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跃迁的基础支撑。人才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从世

界范围来看，科技创新及高素质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各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7]。新质生产力涵

盖“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三大基础性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促进基础性要

素之间的优化组合和创新配置[4]，劳动者是生产力的能动要素，也是最重要的要素，劳动者的劳动素质

和劳动技能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将生产力比作一个有机系统，劳动者则是这个系统的核心执

行者，其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出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8]。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9]。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大要点之一是

提高劳动者素质，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要求新型劳动者要具有能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创新创造新型生

产工具的创新能力，能具备多维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新型生产工具的应用能力等[10]。青年是新型劳动者

的生力军，是后备卓越人才的蓄水池，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11]，必须

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标准为基点，开展多元化的育人工作。 

2.2.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阵地 

产业是生产力的实体体现，众多科技成果须经产业化方能真正释放其生产力潜能。新质生产力，代

表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方向、新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正成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另一基础性要素——新质劳动对象，跃升为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包

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以科技创新为内核，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阵地，以高质

量发展为旨归[12]。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新旧动能转换发挥着引

领性作用，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各地政府也纷纷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型产业集群或重点产业等发布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统计，较为热门的 15 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新材料、航空航天、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芯片、网络/信息安全、生物技术、电子商务、游戏)的人才紧缺指数(TSI)大部分超过 1，人才缺

口较大[13]。新型劳动者培育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支撑行业转型跃升的重要力量，复合型高素质一定

是未来新兴行业的趋势，瞄向高校，定向挖掘培养新型劳动者是有效手段之一。 

3. 新型劳动者能力的培育提升 

3.1. 信息素养教育为基础支撑 

“信息素养”一词最早由保罗·泽考斯基(Zurkowski)于 1974 年在美国全国图书馆与情报科学委员会

上提出，是一种知识管理的策略。2015 年美国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指出，信息素养包括信

息的反思发现、理解信息如何产生与评价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合理参与学习社区的一组综合能力，

是一套随着信息化时代发展而不断进行演变的标准，是一种开放式的理念[14]。国际上，信息素养在图书

馆组织的关注与推动下持续发展，并逐步扩展成为社会公民在信息社会的必备素养。 
随着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素养教育得到世界各国和行业组织的高度关注，信息素

养已逐渐成为评价育人质量的关键指标。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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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布的《面向未来：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研究报告显示，信息素养被列入新时期最受

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重视的七大核心素养之一(沟通与合作、创造性与问题解决、信息素养、自我认识与

自我调控、批判性思维、学会学习与终身学习、公民责任与社会参与)，且高收入经济体更关注信息素养

能力[14]。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全球数字素养技能参考框架 4.4.2》，信息素养被纳入“数

字素养”概念内涵及外延范畴，并发展成为超越知识和技能包含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素养能力，且在不

同的场景语境中两者互有交叉[15]。2021 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指出：

信息素养是个体恰当利用信息技术来获取、整合、管理和评价信息，理解、建构和创造新知识，发现、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能力、思维及修养[16]。新型劳动者需具备全面的信息素养能力(检索、识别、获

取、评估、加工、处理、挖掘、利用)，是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的关键素养，是塑造新质人才、确保其在

未来产业中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要素[17]。 
学校教育是培育未来新型劳动者的主渠道，信息素养及数字素养是新型劳动者培养的重要环节，信

息素养的培育是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内容[16]，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是人才综合

素质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众多其他素养形成的基础和源泉[18]，是提高劳动效率创造价值的

基础能力。以 ChatGPT 和 AIGC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信息发现、知识创造方式，原有的

信息素养标准已很难满足大数据时代赋予信息素养教育的更高要求[14]。信息素养教育契合新质生产力

背景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跃升变化的场域要求，有助于培养新型劳动者熟练掌握与创新运用新质劳动

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的综合能力，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重

构适应新形势的信息素养教育发展体系和实践路径，促进人才信息素质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赋能新型

劳动者能力提升，是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 

3.2. 以素质模型为导向基准 

素质模型(国内亦称胜任力模型、胜任素质模型、胜任特征模型等)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戴

维·麦克兰德(McClelland)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最先提出，把直接影响工作绩效的个人特征称为能力素质

/胜任力(Competence)，提炼并形成了 6 个素质族(管理族、认知族、自我概念族、影响力族、目标与行动

族、帮助与服务族)21 项通用素质词典，主张用测量素质的方法代理传统的智力测验。此后，素质理论引

起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国外代表性的理论[19]有：斯宾塞(Spencer)提出的“素

质冰山模型”，把胜任力特征描述为表层特征(知识、技能)，深层特征(自我概念、特质人格和动机)，知

识和技能是基准素质，可以通过学习和培训而获得，深层特征属于鉴别素质，是识别绩效优秀者的关键

素质要素。博亚特兹(Boyatzis)提出的“素质洋葱模型”，素质由内至外分别为个性/动机、自我形象/价值

观、社会角色/态度、知识/技能等构成部分。 
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基于何种视角的培养路径，最终回归点都将指向对培养对象的某种

素质或能力的培育[19]。素质及素质模型理论的提出为人们衡量和发掘某类特定职业群体应具备的通用

素质体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20]，根据素质模型特征要素，可以协助界定作为合格人才的具体要求。

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尤其是高校面向未来的高素质新型劳动者的培养，是响应新形

势对人才的多向度需求，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蓄水育苗的作用。 

3.3. 研究内容及现状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三大基础性要素之一的劳动者跃升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包括战略人才、

应用型人才等，相关研究成果亦定义为“新质人才”，本研究基于产业市场需求导向，将研究对象界定

为高校面向未来就业的新型劳动者，系统梳理搭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新型劳动者需具备的核心素质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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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能力框架，对素质体系进行结构化、系统化研究揭示，聚焦能力提升，培养面向未来的新型劳动者成

为当前亟待探索与解决的现实问题，有利于在人才培养实践中以素质要求为基准有的放矢，提高其在未

来社会中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当前学术界关于高校教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处于初始探索阶段，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高校教育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科技赋能作用研究，高校教育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实践路径研究(人才创新、知识创新等)，赋能主体如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地方高校、应用型本科高校、

新质课程等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4]。其中，高校人才创新支撑及新质人才/新型劳动者培育的代表性

研究主要包括：祝智庭等提出新质人才要符合新质生产力的需要，须具有创变思维、复合思维、技术思

维，具有成长心态与高意识学习特质、人机共生思维与 AI 渗透技能、开拓精神与“破界”能力、创想能

力与实践智慧、人文精神与科技合伦行动力、人类共同体思维与跨文化行动力等特质，新质人才培养思

路应推广到新生代 AI 原民人才的培养[21]；唐志凤提出“双一流”高校肩负的“一流人才培养”有助于

培养高素质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者是具有创新意识、科学素养、全球视野的创新型、应用型和技能型

人才，技能水平和信息素养更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更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更猛[4]；任保平提出新型

劳动者是善于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创新能力强、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

的劳动者[2]；洪晓楠认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者主要包括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创新创造新型生产

工具的创新型人才，具备多维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新型生产工具的技能型人才[22]；王竹立提出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和人–机协作能力是新质人才必备的三大核心能力，新质人才不能简单等同于少数高素质精英

(即拔尖创新人才)，还包括大量具有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的普通新质劳动者[23]；赵腾等构建了以信

息素养、数字素养、创新素养、管理素养、跨学科素养为核心的新质人才素养发展体系[17]；周文杰从思

维–信息–分析–个性化层面，理解–知识–战略–通识性知识层面，内化–智慧–文化–知识创新层

面等方面论述了图书馆何以赋能新质生产力时代的劳动者[24]。另外，结合产业需求特点分析新型劳动者

能力特征的代表性研究有：高夕庆分析了信息产业新型劳动者的能力特征：技术熟练、创新思维、持续

学习、问题解决能力、跨领域协作能力[25]；唐林伟从先进制造企业需求视角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工

科人才培养定位进行实证研究，应强化技术性科学知识基础，突出综合职业能力[26]。 
总体来看，理论界和实践界呈现了基于素质模型的培养模式，素质具有可测性和可塑性，为劳动者

的培养与成长提供了目标和方向。但目前基于新质生产力背景的新型劳动者的素质模型体系构建仍有待

丰富，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导向的行业数据仍有待深入挖掘，针对未来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培养造就一大批与现

代科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新型劳动者队伍，对于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面对强复杂性、强融合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生产情境，如何培育新型劳动者是高校教育的新挑

战[27]，新型劳动者除了少数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更多是面向就业的普通新质劳动者，构建就业导向的

新型劳动者素质体系作为培养过程基准之一，遵循素质发展动态渐变的过程，从而确保作为基础支撑的

信息素养教育高度契合素质目标，实现工作绩效驱动和素质能力落地。 

4. 基于需求导向的新型劳动者理想录用素质模型构建 

4.1. 研究设计 

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任何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背后一定有源源

不断的高素质人才输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传统企业所需要的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之间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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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人才结构呈现扁平化趋势，工作技能越来越走向综合化[26]，更多用人单位的招聘要

求也从分开专项招聘趋向青睐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新型劳动者队伍面临着社会巨

大需求和人才保有量不足的现实问题。 
本研究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未来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

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的描述，以及 2023 年 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印

发的《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 年)》对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未来产业(元宇宙、脑机接口、

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的聚焦领域界

定，进行研究样本领域范围划定，针对以上产业目录进行相关资料检索调研，资料类型包含行业发展

研究报告、人才发展报告、人才供需分析报告、岗位招聘需求等，从调研资料中挖掘细化为具体化、可

操作的新型劳动者素质能力参照指标。同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选取

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生物科技等行业收集数据资料，深入分析新型劳动者素质模型的构建与

验证。 

4.2. 研究过程 

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调研内容材料进行识别分析，提炼素质能力信息，并对其进行归类编码整理。

为确保主题分析的可靠性，对文本资料的分析编码过程由三位作者分别独立重复进行，最后进行汇总讨

论整理。 
(1) 微观分析：阅读全部文本资料和调研数据，从中发现并界定隐含的素质概念及属性，产生初步的

类别，并记录所有素质要素特征的频次。 
(2) 结果编码：根据微观分析结果形成素质关联关系，界定编码主题、一级、二级类别及概念化的词

汇，进行类属分析登记。 
(3) 归并整合：由三人对编码过程中进行概念化命名存在差异的素质特征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

统一概念词名称进行结果的归并与整合，一共得到 39 项素质要素清单和 6 项素质类属清单。再次收集相

关行业数据信息，由编码结果判断检验已建立的素质模型区分样本数据的有效性。采用温特编码归类一

致性计算公式对编码结果进行归类一致性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4) 要素筛选：采用素质模型建模对素质要素的筛选标准(集中度 ≥ 25%，即可认为是反映研究对象

素质特征可能性较大的项目)，统计后有 26 项要素达到要求予以采用。根据素质理论研究关于素质最基

础的分类方法，按照概念化词汇的类属特征分别将其归入思维族、知识族、技能族、特质族四个主题类

属。 
(5) 模型验证：通过专家(高校教育领域、企业人力资源领域、行业技术专家等)评审模型要素的合理

性和科学性，选取不同专业方向学生收集反馈意见，对部分要素进行优化和调整。 
(6) 形成立足就业导向的理想录用素质模型(图 1 Ideal Hiring Quality Model)。 

4.3. 研究结果 

素质模式通常是一个多维度的有机系统，各素质模块既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创新功能，又形成相互

联系、相互支持的有机整体[20]，理想录用素质模型(如图 1)将思维、知识、技能、特质相融合，四个维

度又分别与信息素养所包含的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相关联，在劳动者的劳动实践

活动中作为一个完整系统中的要素协同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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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deal hiring quality model 
图 1. 理想录用素质模型 

 
思维驱动维度：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核心要素[5]，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发展强调要具备敢为人先的创新破界精神，对创新保持热情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同时，智能

化和自动化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人才能力指标应更专注于创造性的任务和决策，以推动技术

突破和应用创新。 
知识结构维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调技术与数据的集成处理利用，新型劳动者应能够有效地整

合信息、知识和技术等非物质资产，推动生产力发展。掌握数据资源、知识产权的管理、流通与应用，以

促进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和价值最大化。新兴产业通过加快技术多路径探索和产业交叉融合实现跨界融

合发展，需要劳动者具备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融合能力，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以促进产业发

展实现增值增效。 
行动技能维度：劳动资料跃升为新型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需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才

去将新型劳动资料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新型劳动者需要掌握与其行业相关的最新技术

以保持核心竞争力。另外，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被极度放大，劳动者应从技术的被动应用者向技术

的智能运用者的角色转变[28]，如人工智能更擅长学习、流程化和标准化，新型劳动者应从事更有战略性

的实践转化和协同创新工作。 
内在特质维度：执着专注、成长心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面对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新型

劳动者应具备持续学习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新业务模式、市场趋势及多样化劳动

形态。评估自身职业活动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及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且以更加开放包容

的姿态融入世界发展大局。 

5. 面向新型劳动者能力提升的信息素养教育策略 

信息素养是一个综合性能力，不仅包括对信息的意识、能力和应用，还涉及人际交往与合作、创新

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同时，信息素养能力与理想录用素质模型间具有多要素

多维度的契合关系，素质能力的生成是一个过程范畴，信息素养教育应深度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信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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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教育水平作为坚实基础，充分发挥信息素养在青年人才即未来新型劳动者成长过程中信息保障与智力

支撑的重要作用。以高校图书馆为主开展的信息素养教育是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新型劳动者多元化综合能

力培养的重要构成部分，新形势下亦应成为践行新型劳动者培养的重要场域。素质模型要素同时为教育

策略的实施搭载了动态的能力评估指标，监测个性化能力进展，也为教学策略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确

保信息素养教育目标的实现。 

5.1. 以破界创变为旨向的信息思维引领 

信息意识是信息素养的前提，包括对新信息的敏锐感知能力，保持探求新知识的激情，以及对信息

在各项活动中的价值和功能的认识。针对战略性新兴行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导向，引导学生基于信息

处理分析问题，如侧重嵌入行业多主题应用场景，选取行业典型案例，进行多向度发散性思维训练，鼓

励破界创造性解决问题，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战略人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劳动者后备军，以

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基于智能知识服务打造精准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流程和高质量多元化的信息服务方式，运用智能技术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和交互式帮助，基于学生学习目标和个性发展需要进行个性化建设资源、推荐资

源，渗透培养系统思维和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 

5.2. 以跨界融合为目标的信息知识构建 

信息知识是信息素养的基础，包括掌握信息的特点与类型、信息传播规律与方式、信息的功用及效

应等。目前社会创新模式呈现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2024 年 7 月，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发布《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着力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

的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培育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29]，以跨学科知识结构

为基础的系统决策素质成为必备项之一。 
在面向未来新型劳动者素养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中，树立“大课程”教学意识，侧重宽视野、多交

叉、创新性、跨界性、交融性和引领性地教学，课程体系设置应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通过行业案例、专

题研讨、场景实践等关联互动矩阵式课程体系形态，能够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建立联系，进行跨学科综

合创新。通过文献信息服务、学科服务和情报分析等服务让新质生产力劳动者提高知识融合能力。 

5.3. 以开拓前沿为方向的信息技能指导 

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保证，涵盖了获取、处理、交流、应用、创造信息的能力，旨在培养熟练运用

信息技术，快速有效地获取、利用信息，并具备创新信息的能力。引入前沿技术知识融入课程教育，联

合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和创新研究平台，注重各种信息工具的熟练运用训练，包括获取信息、处理、归

纳、鉴别、遴选、分析、概括、表达、创造信息等，使信息和信息工具作为延伸的高效手段，同外界建立

和谐的协作关系。通过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科学的知识组织体系、高效的信息服务，为用户提供了丰

富且优质的知识创新创业工具。针对高校不同专业方向，如理工科领域侧重智能技术应用及案例分析，

人文社科领域侧重文本挖掘和战略规划。 
校外资源方面，针对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新产业、新业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基于产业应用视角，

对接联络区域内行业资源，共建实践平台、基地、资源库等，搭载研究项目、科创项目、科技竞赛等嵌入

实践信息服务流程，致力于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和实践技能。 

5.4. 以价值发展为抓手的内在特质引导 

信息道德是信息素养的准则，要求在信息组织和利用过程中，提高对信息的判断和评价能力，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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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合理地使用信息资源，让信息发挥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面向未来的新型劳动者培养应立足社会

和高校发展定位与需求，推动信息素养教育支撑人才培养目标战略有序开展，融入卓越人才培养新常态。 
在知识信息服务流程中优化泛在化信息资源学习环境，提炼学生生活、学习、科研等各层次全阶段

情境困境的关键指标，分析并设计多模态的场景化主题，在连续性推广渗透中进行价值引领，在进阶式

问题实操中进行能力发展。信息化飞速发展趋势下，新型劳动者应成为拥有高阶价值判断的主导者。 

5.5. 以持久竞争力为核心的战略设计 

信息素养教育体系的设计应立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宏观需求背景下，微观层面更多从学

校层面、相关职能部门角度协同融合，通过“课堂–培训–场景–活动–推介–实践”全方位形式渗透

融入学生培养目标要求及培养环节设置，服务人才培养能力建构的全过程。 
基于能力素质的形成式、过程式评价的信息行为引导，从深度和广度上刻画出个体能力图谱，进一

步提供个性化的有指向性的信息素养提升途径和资源，有针对性地链接到相应专题微课程和资源库进行

能力有效提升。将知识建构、思维训练、能力锻造与品格塑造相融合，将学习过程与素质生成过程作为

评价重心以引导学生学习和实践观念转变，达成对学生核心竞争力的系统培育[30]。 

6. 结语 

培养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急需的新型劳动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求，提升劳动者在

面对不同劳动对象时所需要的技能与知识，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紧密配合与高效互

动[8]，都迫切需要形成系统、有效的新型劳动者全链条综合培养体系。本研究以行业视角对新型劳动者

普适性、综合性的素质能力进行模型构建，基于系统性和整体性进而对信息素养教育路径进行调整升级，

出于主客观的局限性，忽略了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学科专业人才间的素质差异及特殊素质要求，针对不

同岗位人才各素质要素的权重有所不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完善和优化素质要素维度和指标

系数构成，以更好地评估和调整培养路径，确保高素质新型劳动者培养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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