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检索能力是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学习能力，而

利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信息检索工具———搜索引擎

的能力 （即“搜索商数”，Search Quotient，以下简称

“搜商”），则是大学生信息检索能力最主要的部分。［1］

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搜商”成为信息素质教育的重

要内容。搜索引擎发展迅速，功能日趋多样化，对

大学生的信息检索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校的

信息素质教育部门应首先了解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

进行信息检索的现状，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信息

检索能力。本文拟通过调研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的

信息检索行为，分析其检索模式，为高校信息素质教

育提供参考。
1 搜索引擎的技术进步及对用户“搜商”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39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指出，截止 2016 年 12

月，中国搜索引擎用户已经达到 6.02 亿，［2］而中国网

民在各类平台经常使用的中文搜索引擎已经达到 8 种

以上。搜索引擎的发展促使其技术快速进步：首先，

功能日益多样，能够满足用户多种信息检索需求；其

次，技术日趋智能化，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信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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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第三，平台也日趋多样，减少了用户检索信息的

平台限制。
1.1 搜索引擎功能多样化扩大用户信息搜索选择范围

搜索引擎的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其功能日趋多样

化，并且更加切合用户信息检索的实际需要。以百度

为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搜索服务方面已经从

提供单一的网页检索发展到能够提供软件、视频、翻

译、地图等超过 18 种专项搜索功能的搜索服务，能

够满足用户生活、娱乐、学习等各方面的信息检索需

求。日趋丰富的搜索引擎功能不仅满足了用户信息检

索的需要，也改变了用户的信息检索行为模式，用户

在搜索信息的时候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对检索结果进行

筛选，可快速精准获得所需信息。
1.2 搜索引擎的智能化降低用户信息搜索的技术难度

搜索引擎在功能日趋增多的同时，检索技术也得

到较大发展。第一代是以 Yahoo 为代表的目录索引、
人工查询、半自动编辑和人工申请收录等技术，第二

代是全网超链接抓取与分析及排名算法的技术，目前

已达到第三代以智能化检索、用户行为分析为特点的

搜索引擎技术。智能化搜索引擎，可以基于自然语言

和个性化的用户需求进行检索，更加精准地满足用户

的需求。
1.3 搜索引擎的终端广泛化使用户信息搜索更便捷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用户利用搜索引擎检索信息

的平台不再仅仅限于传统的计算机终端，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一切能够连接网络的终端设备都可以使

用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商也不遗余力地加大自己的

搜索引擎产品在智能手机上的推广，如：百度公司

将百度搜索引擎以 App 的形式积极推广，同时针对

智能手机用户的特点，对显示页面进行了重新布置

以提升手机用户的使用体验。［3］ 搜索引擎平台的广

泛化，使用户利用搜索引擎不再受地域与时间的限

制，在方便用户进行信息检索的同时，也改变了用

户的信息检索行为方式。
2 基于搜索引擎的大学生信息搜索行为调查及分析

2.1 选取样本

笔者以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系的大学生为对

象开展调查，调查以实际操作并记录的方式进行。根

据大学生日常信息搜索的情况预设 3 个不同类型 （生

活类、专业学习类、业余兴趣类） 的 7 个信息检索问

题：生活类的问题 2 个，要求大学生在一处陌生地点

查找寄送快递的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业余兴趣类

问题 2 个，要求大学生查找陕西省外资企业的有关信

息；专业学习类信息 3 个，要求大学生针对 3D 打印

机查找相关资料，如：发展历史和状况、型号和专利

信息、论文等。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根据要求利用自己

身边所能利用的手段，查找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

中观察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检索信息搜寻行为模式。
本次调查共涉及 120 名大学生，被调查对象都完成了

问题回答 （见下表）。
表 调查样本

2.2 大学生对搜索引擎的依赖性

调查发现，大学生在信息检索方面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依赖搜索引擎。［4］ 无论哪种类型的检索问题

都有 90%以上的大学生选择搜索引擎作为信息检索的

第一工具 （生活类问题 115 人，占比 96%；专业学习

类问题 111 人，占比 93%；业余兴趣类 117 人，占比

98%）。按照所使用的搜索引擎类型看，搜狗、360 搜

索、中搜、必应等，因为其各自特色拥有一部分大学

生群体；百度搜索引擎因为其知名度最高、产品提供

最为丰富等优势，成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搜索引擎，

无论检索哪一种类型的问题，百度引擎的使用率都达

到 53%以上 （见下图）。

图 大学生信息检索选择搜索引擎分布

2.3 大学生使用信息检索工具的特点

2.3.1 以便捷化为主要原则选择检索工具和检索结果

调查发现，大学生选取检索工具时的首要考虑因

素是检索效率。除百度外，选择搜狗和360 的是因为

目前大部分的个人电脑网页浏览器多使用搜狗浏览器

统计变量 指标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56 43.3%

女 68 56.7%

年级

大一 33 27.5%

大二 35 29.2%

大三 31 25.8%

大四 21 17.5%

专业

人文专业 42 35%

社会科学专业 54 45%

自然科学专业 2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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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60 浏览器，而这些浏览器主页所默认的搜索引擎

则通常是搜狗搜索和 360 搜索，只有少数对几种搜索

引擎都熟悉的学生才考虑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需要的

搜索引擎。在检索结果上，大学生总是习惯于在检索

页面的前五页中选择合适的结果，即使最合适的结果

可能出现在五页以后的页面上也没有查看意愿，而一

旦检索结果超过 20 页则宁可重新检索。
2.3.2 基于智能手机的信息检索行为日益广泛

调查显示，以智能手机为终端的搜索引擎正日益

受到大学生的欢迎。35%的大学生选择了手机搜索引

擎。在手机搜索引擎类型选择上，除 17 名大学生因

为检索习惯而选择百度外，其他大学生则选择手机浏

览器主页上所默认的搜索引擎。笔者认为，随着智能

手机功能的日趋强大，以智能手机为主要信息检索工

具的人将越来越多。
2.3.3 易于被耸动夸张的检索结果所吸引

调查发现，大学生所选择的检索结果中近 30%都

存在着标题耸动、内容夸张等特点。这些内容通常来

自于博客、微博、广告和网络论坛，虽然这些信息并

非权威，但却因其更能吸引“眼球”而获得大学生们

的“青睐”，甚至有些大学生直接将其选为信息结果，

这种现象在检索经验较少的学生中尤为突出。而部分

从正规媒体或数据库上获得的结果，由于其标题并不

常见，标记也不明显，无法吸引大学生的注意，极易

被忽略。
2.4 大学生使用信息搜索工具中存在的问题

2.4.1 不主动选择搜索引擎

许多大学生并不在意自己所使用搜索引擎的类

型，往往自动选择浏览器主页所默认的搜索引擎作为

检索工具，在检索过程中也极少考虑搜索引擎功能、
查全率和查准率，这种现象在大一、大二的新生中较

为突出。笔者以“3D 打印机”为检索词，用百度、
搜狗、360 搜索、必应为检索工具分别查找，发现这

5 个搜索引擎在检索栏目和检索结果上都有重合现象。
因此，大学生在进行一些简单信息检索时，选用何种

搜索引擎并无太大差别。96%的受访大学生都无法说

出百度、搜狗、360 搜索、必应等常见搜索引擎的主

要特色和区别，很多大学生对各个搜索引擎的认知仅

限于图标上的区别。
2.4.2 对结果的来源和可靠性不加分辨

调查发现，出于对信息获取便利性的考虑，大学

生在引用搜索引擎的信息检索结果时并不在意来源的

权威程度，在检索业余兴趣类问题时尤为突出。笔者

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① 大学生

信息权威意识不强。大部分大学生只关心如何在最短

时间内获取自己想要的结果，而很少关心所获取的信

息是否准确、来源是否权威，甚至有部分大学生认为

搜索引擎所提供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对信息来源的权

威程度则普遍重视不够。② 对大学生信息权威意识

培养不足。目前，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中只重视对信

息搜寻行为的培训，而忽略了对信息来源权威重要性

的教育。这主要体现在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信息素质

教育的教材中很少有关于信息选择原则的内容，大学

生无从认知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
2.4.3 信息检索缺乏策略性

调查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的能力较

差，技巧较为贫乏，没有针对性的检索策略，这在未

经过信息素质教育且信息检索经验较少的学生中尤为

突出。主要表现是极少使用布尔逻辑检索、不会使用

高级检索、使用自然语言检索、检索策略较少、不知

道利用搜索引擎所提供的工具等方面。一方面，搜索

引擎技术的进步使检索方式智能化，能够识别自然语

言，再加上“相关检索”功能的提示，大学生不需要

复杂的检索技巧和检索语言即可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

息，由此间接导致大学生信息检索能力的降低；另一

方面，大学生接受的搜索引擎信息检索技巧的训练不

足，高校虽普遍开设有信息素质教育课程，但存在理

论讲述多、上机实践少的问题，由教师指导的对搜索

引擎检索技巧专门训练的上机实践尤其少。
2.4.4 不重视信息线索

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检索通常要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通过搜索引擎查找到信息线索，再由线索查找

信息内容，如：查找某个统计数据，先利用搜索引

擎查找所需数据的线索 （如：统计数据库、政府机

构等），再进入网站查找数据；二是用检索语言通过

搜索引擎直接搜索到信息结果。调查中发现，尽管

搜索引擎提供了许多检索工具和信息线索，但大部

分大学生在利用搜索引擎时总是试图直接获得结果。
如：在解答西安市某街区顺丰快递点的问题时，尽

管可以利用百度地图等线索进行搜索，但有 63%的

大学生仍通过直接搜索网页查找结果。
3 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相较于高校内各种类型的免费电子资源而言，搜

索引擎便成为大学生在校外可以利用的最便捷的免费

信息搜索工具。因此，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水平的是

其信息检索水平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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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目前高校信息素质教育中关于搜索引擎检索能力

培养存在的问题

（1） 信息素质教育中关于搜索引擎的关注度过低。
目前，在大部分高校中，无论是其正在进行的信息素

质教育课，还是其所编撰的信息素质教育教材都仅仅

将搜索引擎作为一个普通的章节来讲述；在信息检索

课的上机实践中，也很少把搜索引擎的利用作为重点。
笔者认为，仅仅靠一章内容的粗略介绍和一两次简单

的上机实践，无法说清楚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和功能

特点等大学生在实际信息检索中真正需要的内容。因

此也无法真正提高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的能力。
（2） 搜索引擎培训内容的结构不合理。大部分高

校的信息素质教育中关于搜索引擎内容有的基本介

绍，鲜有对主要搜索引擎的功能、检索技巧等的介

绍，无法有效提高大学生使用搜索引擎的技能。同

时，没有利用智能手机检索信息的教育内容。
（3） 缺少教师指导下的搜索引擎信息检索实践。

只有通过上机实践，教师才能发现并纠正大学生利用

搜索引擎的问题。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利用搜索

引擎的技巧和策略普遍贫乏，尤其在检索专业类信息

时更是不知如何下手，缺乏在教师的指导下的训练。
3.2 大学生利用搜索引擎能力的信息素质教育提升策略

3.2.1 调整搜索引擎培训的内容

（1） 增加搜索引擎特点、检索工具、使用技巧等

与检索实践相关的内容。① 增加大学生对不同搜索

引擎独有特色的了解。如：中搜善长搜索分布在微

博、论坛上的散落信息，360 搜索善长提供媒体关注

度、搜索指数等相关指数搜索信息，选择正确的搜索

引擎能够在检索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② 培

养大学生对搜索引擎中检索工具的使用，主要是指导

大学生了解搜索引擎有哪些检索工具，如：百度学术

等新检索工具，这些工具将对大学生的信息检索起到

重要的辅助作用。
（2） 增加对信息结果鉴别能力的培养，树立权威

信息的概念。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权威信息的概念

意识较淡泊，很多大学生甚至在论文中也经常引用个

人博客、论坛信息等无法保证准确性的信息源。因此，

需要强调权威信息的重要性，引导大学生在选择信息

结果时选择准确度高、权威程度高的信息源，如：政

府网站的数据等。在检索专业信息时，需要强调只有

权威信息才能作为论文等学术研究的信息来源。
3.2.2 加强信息检索方法与技巧的培训

高校信息素质教育中应增加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

利用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检索实践的机会，培养其有策

略地进行信息检索，尤其应改变只重视信息内容不重

视信息线索的检索习惯。教师可选择某一较为复杂的

检索课题作为指导案例，在这个过程中纠正大学生信

息检索的不当行为和习惯。比如：经济专业的大学生

的检索课题可设定为“西安市郊区农村经济发展类型

与现状”，要求大学生围绕这一主题寻找相关数据和

文章。在训练过程中，教师应要求大学生做到三点：

一是不要利用图书馆已经购买的收费资源检索；二是

要求大学生对所获取的检索结果进行权威程度的判

定，以训练大学生辨别和选择信息的能力；三是要求

大学生制定检索策略，选择检索词，而不要用自然语

言检索，以训练其检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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