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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分析与框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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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对具备“互联网+”素养的新型人才需求巨大。“互

联网+”素养人才培养的首要问题是对“互联网+”素养内涵及框架的阐释及研究。文章基于人才培养

和素质教育视角，梳理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及总体框架，使其更适用于学生的素养测评与

分析。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及总体框架包含人文情怀、开放合作、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等

四个维度，又具体细化为以人为本、尊重人性、开放互联、跨界融合、学习能力、数据意识、问题意

识和实践创新等八个因子。这些研究可为高校“互联网+”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可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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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互联网+”是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

广泛应用，“利用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经济各行

业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

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

生态”[1]。“互联网+”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的集成、优化作用，从而有效提升全

要素的创新力与生产力，是知识社会创新 2.0 推

动下由技术演进而催生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

态。在 2015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2]，随后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5 年，

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
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

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量[3]。“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互联网

+流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政务服务”“互

联网+医疗健康”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和相关

指导意见陆续出台，“互联网+”将融入国家战略

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的对象越来越广，“+”的程度越

来越深，无论是技术重构，还是产业转型升级，

以及社会的全新互动，都对具有“互联网+”素

养的各层次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

2017 年，仅 BAT(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百度、

阿里、腾讯)，以及华为、中国移动等 8 家企业对

互联网人才的需求总量就超过 16 万人；2018 年，

对互联网人才需求还会有 50%左右的增长量[4]。

《猎聘 2020 互联网人才新趋势洞察》显示，2019
年互联网行业人才求职占全行业的 17.25%，人才

需求占全行业的 27.72%，人才求职和需求占比均

位列全行业第一[5]。在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 年

上半年互联网行业新增中高端人才需求仍居全

行业榜首，占比为 26.61%[6]。2021 年伴随行业背

景的变化，互联网头部企业人才战略逐步从“招

到人”调整为“招好人”[7]。 
    “互联网+”素养人才培养的首要问题就是

界定和阐释“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及框架体系。

因此，本文将基于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视角，梳

理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及总体框架，

使其更适用于学生的素养测评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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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分析 
    (一)“互联网+”素养与信息素养、网络素养

的区别 
    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深入，从信息素养到网

络素养，再到“互联网+”素养，可以说是与社

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素养演进，网络素养可

以认为是信息素养 2.0，“互联网+”素养则可以

认为是网络素养 2.0、信息素养 3.0[8]。“互联网+”
素养与信息素养、网络素养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互

联网所扮演的角色(见表 1)。在信息素养中，互联

网仅以媒介的形式出现，并且只承担其中一部分

的媒介(载体)角色。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与应用越来越广，从互联网

上获取信息来解决问题逐渐成为更常用更便捷

的手段，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素养成为

适应网络时代的基本能力。在网络素养中，互联

网虽然仍以媒介(载体)的形式出现，但其取代了

传统纸质媒体而成为主要的媒介(载体)。如果说

互联网在过去只是承担平台与媒介的作用，那么

在“互联网+”这一社会发展新形态中，互联网

则超越了媒介(载体)的形式，直接以一种不可或

缺的生产(生活)要素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产、生

活和创新活动中。它逐步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

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

更是“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观念”[9]。这种对互联

网要素的利用能力，以及对互联网特有思维和

意识的掌握，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素养——“互

联网+”素养。 
 

表 1 “互联网+”素养与信息素养、网络素养的区别 

素养 互联网的角色 基本定义 

信息素养 部分媒介 
信息素养是一种基础素养，即能够判断何时需要信息，并且能够检索、评价和

有效使用所需的信息 

网络素养 主要媒介 
正确认识和使用网络，能够根据自身的需要，合理获取和加工(评价、利用、

传播、创新等)网络信息 

“互联网+”素养 生产(生活)要素 
对互联网这一要素在各领域跨界利用的能力及对互联网特有思维意识(开放、

平等、融合等)的掌握 

 
    目前学界对“互联网+”素养的研究还不

多，尚未对“互联网+”素养形成明确的内涵界

定。2011 年前后开始零星出现与“互联网+”相

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关注互联网在一些传统行

业中的附加功能，而非当下意义上的“互联网+”
这一独立概念；自 2015 年开始，以正式的“互

联网+”概念出现的相关研究爆发式增长，这也

与国家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在时间上是一

致的，但已有的“互联网+”研究文献中，多将

“互联网+”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时代背景或者

一种创新手段来展开研究。部分文献关注“互联

网+”这一创新手段如何融入金融[10]、商贸[11]、

民生[12]、教育[13]、医疗[14]、农业[15]、政务[16]、党

建[17]等传统行业和政府事务中，以及融入效果如

何；还有部分文献关注“互联网+”大背景下，

对已有的数据素养[18]、信息素养[19]、学生核心素

养[20]、媒介素养[21]、职业素养[22]、创新素养[23]

等将提出何种挑战与要求，应如何提升等问题。

虽然这些研究都围绕“互联网+”这一经济社会

发展新态势，却并未涉及对“互联网+”时代的

核心需求——“互联网+”素养的研究。2017 年

郭路生等首次提出并研究了“互联网+”素养，

借助框架理论和阈值理论构建了包含五个阈值

概念的“互联网+”素养框架[8]，但该素养内涵及

框架是基于企业视角构建的，并不适用于直接拿

来进行大学生“互联网+”素养测评及素养培养

之用。 
    (二) 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互联网+”
素养内涵 
    要从人才培养视角来梳理大学生“互联网+”
素养的内涵及框架，首先需要明确如何体现人才

培养视角。人才培养视角必须能反映学生自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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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求，符合高校素质培养的路径，因此对现

有学生核心素养体系进行参考与借鉴，是融入人

才培养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此处参考教育部发

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016)》[24]，该核

心素养涵盖了“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又体现了

核心素养“最关键、最必要”这一重要特征。“互

联网+”素养正是核心素养在知识社会创新 2.0
时代的发展演化体，它既包含核心素养的基本元

素，又具有不同于其他素养的侧重面，因此，《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016)》是基于人才培养视

角梳理大学生“互联网+”素养内涵及框架的重

要话语参考体系。 
    同时，郭路生等构建的包含五个阈值概念的

“互联网+”素养框架[8]，虽然侧重从企业视角来

梳理“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及框架，并不直接

适用于大学生素养测评和素养培养，但该研究查

阅参考了众多研究文献，还引用了很多资深“互

联网+”企业家的观点及论述，有研究理论也有

实践观点，两者相互印证、补充，使所提素养框

架全面而详尽地包含了“互联网+”素养应有之

核心维度，为从人才培养视角梳理大学生“互联

网+”素养提供了基础维度参考。 
    在前述两者的基础上梳理基于人才培养视

角的大学生“互联网+”素养内涵。首先，以人

为本是“互联网+”的出发点。相较于日新月异

的互联网技术，尊重人性、重视人的创造性、敬

畏用户的体验才是“互联网+”真正的强大之处。

以人为本是“互联网+”最本质的文化体现，因

此，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互联网+”素

养中，人文情怀是最基本的维度。其具体表现为

拥有以人为本的意识，尊重、维护人的尊严和价

值，关切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等，并将这一情

怀贯穿始终。人文情怀维度又可细化为以人为本

和尊重人性两个因子。 
    其次，开放互联是“互联网+”的基础。连

接是“互联网+”的基础，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开

放、共享平台上，通过连接实现跨界、通过连接

形成融合、通过连接激发创新，没有连接就没有

“互联网+”；跨界融合是“互联网+”的特征，

“+”本身就是跨界，打破行业、学科原有的边

界，利用互联网实现技术跨界、思维跨界、系统

架构跨界，从而促进原有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开放互联与跨界融合息息相关，相互包容

又相互促进，因此，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

“互联网+”素养中，以开放合作这一维度来涵

盖开放互联和跨界融合两个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拥有开放的心态，能够积极参与跨文化、跨学科

交流，学习不同行业或学科的知识技能，善于和

不同行业或学科背景的人协作，善于从不同视

角去思考问题，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开

放合作维度又可细化为开放互联和跨界融合两

个因子。 
    再次，数据是“互联网+”的资产，是创新

的源泉。随着连接一切的“互联网+”的发展，

由此产生的大数据在互联网上流通和交换，通过

大数据挖掘与计算产生的知识和创意成为企业

决策的重要依据。用数据产生价值已成为“互联

网+”的行为准则，同时，这也意味着终身学习

的必要。因此，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互

联网+”素养中，用善于学习这一维度来涵盖数

据是资产、是创新的源泉这一阈值概念。其具体

表现为拥有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

能主动适应“互联网+”等社会经济发展新态势，

并掌握其关键技能—— 数据意识和数据能力。善

于学习维度又可细化为学习能力和数据意识两

个因子。 
    最后，创新实践是“互联网+”的本质。“互

联网+”正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在传统行业中的融

合应用，不断发现新的价值点、创造新的产品、

开发新的业务与新的模式，“互联网+”本质就是

一种创新，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思维、理

念和模式上的创新。因此，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

大学生“互联网+”素养中，以勇于创新这一维

度来涵盖创新实践是“互联网+”的本质这一阈

值概念。其具体表现为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有

解决问题的兴趣和热情，大胆尝试，积极寻求有

效的问题解决方法。勇于创新维度又可细化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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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意识和实践创新两个因子。 
    综上，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互联

网+”素养内涵共包含人文情怀、开放合作、善

于学习、勇于创新四个维度。四个维度之间不分

主次，是个有机的整体，又具体细化为以人为本、

尊重人性、开放互联、跨界融合、学习能力、数

据意识、问题意识和实践创新等八个因子，如表

2 所示。 
 

表 2  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互联网+”素养内涵及观点对比 

视角维度 
本文观点 郭路生等的观点 

人才培养和素养教育视角 企业视角 

维度 1 人文情怀 
因子 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互联网+”的出发点 
因子 2 尊重人性 

维度 2 开放合作 
因子 1 开放互联 开放互联是“互联网+”的基础 

因子 2 跨界融合 跨界融合是“互联网+”的特征 

维度 3 善于学习 
因子 1 学习能力 

数据是资产，是创新的源泉 
因子 2 数据意识 

维度 4 勇于创新 
因子 1 问题意识 

创新实践是“互联网+”的本质 
因子 2 实践创新 

 
    三、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框架构建 
    在大学生“互联网+”素养内涵的基础上，

素养的每个维度和因子又可按意识、能力、知识

的结构层次逐一展开(见图 1)，“互联网+”素养

不仅体现为从事“互联网+”活动时应具备的意

识，同时也体现在具备能支撑该意识的相关知

识，以及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上。 
    根据框架结构逐一展开，构建出基于人才培

养视角的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整体框架(见
表 3)，该框架不仅解答了“应该怎样做”，也解

答了“如何去做”的问题。 

 

 

图 1  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互联网+”素养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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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生“互联网+”素养整体框架 

研究

视角 
维度 因子 

主要表现描述 

意识 能力 知识 

人才

培养

和素

养教

育视

角 

人文

情怀 

以人 
为本 

明白用户的重要性 
深刻理解用户的需求；理解互联网的

长尾经济属性 
具有相应的心理学知识；具有相应

的经济学知识 

尊重 
人性 

明白尊重人类天性的

必要 

尊重人类天性，重视用户体验和感

受，并能灵活运用贯穿到全生命周

期中 

了解人性，既包含人类所共有的心

理属性，又包含一定社会制度和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阶级色彩的

人的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

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才能得

出对人性的正确解释) 

开放

合作 

开放 
互联 

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

只有开放分享才能更好

地连接；能明白人是最

重要的连接要素，意识

到人需要交互；意识到

信任的重要性 

具有开放平台、开放系统、开放资源、

开放组织下的管理与运营能力，同时

具有良好的隐私、安全保障能力；并

拥有互联网连接的技术和能力，能够

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

良好连接 

学习开放系统下的运营管理知识；

学习互联网连接的相关知识与技

术 

跨界 
融合 

明白个人力量是有限

的，团队才是成功的保

证，愿意合作；敢于把

不同事物或者不相关事

物联系在一起 

喜欢和不同行业、学科的人进行交

流、思想碰撞；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

内在联系，善于从不同视角去思考问

题；具有系统重组能力 

了解团队合作，特别是跨界合作的

技能；具有系统重组方面的知识，

包括思维的转变、战略的转变、业

务流程重组、组织边界和结构重

组，商业模式的转变等 

善于

学习 

学习 
能力 

明白终身学习、自主学

习的重要性 

学会学习，具有技术更新能力和跨界

知识学习的能力，并能够找到双方的

融合点 
  

数据 
意识 

明白数据的重要性和价

值，并具有数据共享意

识和安全意识 

具有获取与问题相关数据的能力；明

白数据的特征、效用、规律等，能对

数据进行清洗、管理、分析和挖掘，

综合产生的知识和情报，形成解决方

案和创意 

具有数据清洗、管理、分析和挖掘

的相关知识 

勇于

创新 

问题 
意识 

明白提出一个好问题的

价值 

能够发现传统产业存在的问题和未

被满足的需求，发现互联网技术在问

题解决上的机会 
  

实践 
创新 

能够深刻意识到“互联

网+”不仅是技术的创

新，更是思维、理念的

创新 

推崇创新，善于突破性、跳跃性、跨

界性地思考问题 
具有创新实践方面的相关理论与

技能 

 
    (一) “人文情怀”维度 
    人文情怀即具有以人为本的意识，尊重、

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关切人的生存、发展和

幸福，并能将其运用贯彻到整个产品(服务)的全

生命周期中。人文情怀细化为以人为本和尊重

人性两个因子：① 以人为本。具体表现为明白

用户的重要性，能深刻理解用户的需求，并将

其贯穿全生命周期；理解互联网的长尾经济特

征，通过响应用户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来

获取经济效应；需要掌握相应的心理学和经济

学知识。② 尊重人性。具体表现为明白尊重人

类天性的必要，重视用户体验和感受，并能将

其灵活运用贯穿到全生命周期中；需要了解人 
性，既包含人所共有的心理属性，又包含一定

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带有阶级色彩的

人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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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开放合作”维度 
    开放合作即具有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跨文

化跨学科交流，善于团队合作，善于从不同视角

去思考问题，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开放合

作细化为开放互联和跨界融合两个因子：① 开
放互联。具体表现为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只有

开放分享才能更好地连接，具有开放平台、开放

系统、开放资源、开放组织下的管理与运营能力，

以及对开放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能明白人是最

重要的连接要素，意识到人需要交互，意识到信

任的重要性，并掌握通过互联网实现人与人、人

与物、物与物之间良好连接的技术和能力；需要

学习开放系统下的运营管理知识、以及互联网连

接的相关知识与技术。② 跨界融合。具体表现

为明白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团队才是成功的保

证，愿意合作；喜欢和不同行业、学科的人进行

交流、思想碰撞；善于思考不同事物或者不相关

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善于从多视角思考问题；

具有系统重组能力；需要了解团队合作，特别是

跨界合作的技能；学习系统重组方面的知识，包

括如何转变思维和战略、重构业务流程、重新划

分组织边界与结构、转变商业模式等。 
    (三) “善于学习”维度 
    善于学习即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并能顺利

掌握适合的学习方式，始终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

不断更新，以适应发展的需求。善于学习细化为

学习能力和数据意识两个因子：① 学习能力。

具体表现为明白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学会学习，具有技术更新能力和跨界知识学习的

能力，并能够找到双方的融合点。② 数据意识。

具体表现为明白数据的重要性和价值，并具有数

据共享意识和安全意识；具有获取与问题相关数

据的能力；明白数据的特征、效用、规律等，能

对数据进行清洗、管理、分析和挖掘，综合产生

的知识和情报，形成解决方案和创意；需要具有

数据清洗、管理、分析和挖掘方面的相关知识。 
    (四) “勇于创新”维度 
    勇于创新即在日常活动、问题解决、适应挑

战中始终保持创新意识，具备相应实践能力，并

最终能以更新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勇于创新

细化为问题意识和实践创新两个因子：① 问题

意识。具体表现为明白提出一个好问题的价值；

能够发现传统产业存在的问题和未被满足的需

求，发现互联网技术在问题解决上的机会。② 实
践创新。具体表现为能深刻意识到“互联网+”
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思维、理念的创新；推崇

创新，善于突破性、跳跃性、跨界性地思考问题；

需要具有创新实践方面的相关理论与技能。 
    四、结语 
    人才培养需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如何培养出满足“互联网+”时代要求、具备

“互联网+”素养的各层次人才，是关系到国家

经济升级转型的重要环节。因此，准确把握大学

生“互联网+”素养的内涵、建立可用于测评参

照的素养框架体系，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的问题，也是高校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顺应

经济社会新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基于人才培养

视角，梳理了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的内涵，

并基于意识、能力、知识的结构层次构建了“互

联网+”素养框架，以期为大学生“互联网+”素

养测评及培育、“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

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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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plus”, the new form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a huge demand for new 
talents with “Internet plus” literacy. And the main problem of training of Internet plus talents i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Internet plus” literac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Internet plus”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making it more suitable for students' literacy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 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Internet plus” 
literacy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namely, humanistic feelings, open cooperati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Four dimensions are also specifically divided into eight factors, namely, people oriented, respect for 
humanity, openness and Interconnection, cross boundary integration, learning ability, data awareness, 
problem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feasible referenc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literacy; literacy framework; talent cultivation; colleg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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