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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数智时代技术环境的变化对用户个人素养能力提出新要求，提升算法素

养有助于用户适应算法社会的发展。[方法/过程]系统梳理算法素养的发展脉络，剖析算法

素养的概念内涵，归纳算法素养的主要特征，提炼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以算法道德伦理为

底线，以认知、态度、技能为划分标准构建算法素养层次框架，结合层次框架与时间维度搭

建算法素养发展模型。[结果/结论]算法素养由算法意识、算法知识、算法态度、算法能力

与算法伦理构成，整合五要素组建包括认知态度层、知识储备层、技术能力层与伦理道德层

的算法素养层次框架，多主体协同搭建算法素养的发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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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广义上讲，算法是基于指定计算将输入数据转化为所需输出的编码程序[1]，在娱乐、

消费、旅行、通信等方面发挥中介、增强、生产与管理的作用[2]，并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算

法为基础架构与运行机制的数字应用广泛渗入用户学习、工作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的日

常生活、影响用户重要决策的确定、影响用户建立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一方面，算法可以为

用户带来便利，如利用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减轻用户“信息过载”的负担，减少用户的信息搜

索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算法运行的“黑箱化”，算法也带来了一系列潜在风险，如算法偏

见、信息茧房、算法沉溺、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

数智时代，算法与用户的关系更加密切、用户将与算法长期共存，然而多数用户在与算

法交互过程中，并未意识到算法的存在[3]、不清楚算法的概念与功能、不了解算法工作的运

行机制[4]。如何应对算法应用黑暗面、如何应对算法潜在风险、如何弥合算法数字鸿沟，主

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政策规章制度的颁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

合治理的指导意见》[5]、《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6]都强调规范算法推荐服务、

完善算法监管体系，强化科技伦理意识、算法安全意识和算法底线思维；二是从素养角度出

发，为实现用户与算法的和谐共存,对用户认识、理解与应用算法提出新要求，催生出匹配

数智时代的算法素养。

目前国内对算法素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对算法素养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等尚未

达成统一共识，尚未系统地构建算法素养的体系框架、尚未明晰不同角色的用户如何应用算

法素养等。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算法素养是什么？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如何

整合构成要素搭建算法素养的层次框架？如何协同多主体发展算法素养？厘清算法素养的

发展脉络、构成要素、层次框架等有助于用户算法素养的培育、算法素养水平的提高，为算

法素养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

1 源起：信息素养到算法素养的升维
1.1 经度：素养到核心素养

为探讨算法素养的本质，需要追溯到素养与核心素养的发展。为适应多元复杂的社会环

境、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素养（Competency）是指在

特定情境中利用和调动社会心理资源（包括技能和态度）来满足复杂需求的能力[7]，强调技

能和态度对素养的重要性。欧盟认为素养是指在一定情境下技能、知识、态度等的综合，对

个人成就、公民意识、融入社会和就业能力至关重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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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指素养的关键要素，被认为是适用于一切情境和所有人的普遍素养[9]，OECD
基于人与工具、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关系的内在逻辑提出三类核心素养即交互使用工具的能

力、在异质群体中进行互动的能力、自主行动能力[10]，欧盟从知识、技能与态度三方面对

八大核心素养进行阐释[7]，日本的核心素养内涵是从“知识与技能”、“思考力、判断力、表

达力”和“学习态度与人格内涵”界定[11]，亦包含知识、态度与技能三个维度。核心素养涉

及用户使用工具的能力、用户与其他用户有效交互的能力、用户在特定情境下的行动能力与

执行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形成以知识、技能和态度等为基础。

综上所述，素养包含知识、态度与技能三方面，OECD核心素养、欧盟核心素养与日本

核心素养亦强调知识、技能与态度的重要性。核心素养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普遍素养，算法

素养作为核心素养的继承与发展，被认为是核心素养延伸出的新形态[12]，以知识、技能与

态度阐释算法素养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合理性与匹配性。

1.2 纬度：算法素养的发展脉络

依据技术工具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信息时代、数字时代、大数据时代和

人工智能时代。面对数智技术颠覆性变革与人机交互的升级、对于用户提出更高的素养要求

以更好地适应时代进步，算法素养顺应新时代的发展、具备数智时代的典型特征，与信息素

养、数字素养、数据素养等一脉相承、不断演化而来，是素养升维的核心方向。各素养之间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存在交叉融合的公共部分，其对用户提出的素养要求各有侧重。

信息时代，计算机的普及凸显信息的重要性，要求人们掌握应用计算机等基础设施的能

力；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要求人们掌握理解、评价和利用数字信息的能力；大数

据时代，数据量级的激增、数据的复杂化要求人们掌握数据获取、理解、分析、评估及应用

数据资源的能力；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智慧化的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相继问世，对人们

正确使用算法应用提出新要求，衍生出算法素养并逐渐成为引领性素养。

2 算法素养概念与构成要素
2.1 算法素养的概念剖析

目前对于算法素养的概念尚未统一。诸多学者对于算法素养的定义多是从单个维度或两

个维度出发，如 Dogruel在梳理其他素养的基础上，从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提出算法素养概

念[13]，认知维度包括对算法的认知与知识、对算法的批判性评估，行为维度包括个人的应

对行为及创造与设计能力。Koening 通过对两个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课堂实践以此探究算法

素养[14]，它涉及用户如何与算法平台互动、用户对算法平台的认知程度、用户探索与反思

自己的算法参与。吴丹等通过文献调研融合算法素养的功能型与解释型两大定义来阐释算法

素养概念[15]，基于此定义并对算法素养的功能作了详细介绍；夏苏迪等基于“以人为中心

AI”和“核心素养”框架、立足算法实践中的利益相关主体界定算法素养内涵[16]，强调在

特定情境下算法素养主要包括算法思维、算法态度和算法知识。算法素养的相关概念见表 1。
表 1 算法素养相关概念

Table 1 Algorithm literacy related concepts
研究对象 概念解释 参考文献

算法素养

算法素养包括对算法认识和知识、对算法应用的批判性评估、对

算法的应对行为以及对算法的创建和设计能力。

Leyla Dogruel
等[13]

算法素养包括用户对算法的理解、交互、批判性思考及应用算法

的能力。
Koening[14]

是算法的意识、知识、想象和策略的组合。 Swart J[17]

理解并推理算法及其过程、认识并解释算法在系统中的应用、创

建并应用算法技术和工具解决问题、评估算法在社会、文化、经

济和环境中的影响和作用、个人成为算法决策的共同参与者。

Ridley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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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感知、理解和使用算法的能力，能够正确使用算法产品并具

备对算法社会的适应能力。
吴丹等[15]

在特定情境下，不同算法利益相关主体依据特定的思维、态度和

知识运用算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夏苏迪等[16]

在特定情境下，用户能够清醒意识到算法的存在，并综合知识、

技能和思维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邓胜利等[12]

基于前人研究，可以将算法素养概念归纳为描述类、工具类和情境类。描述类概念侧重

用户对算法素养的意识、理解等理论层面；工具类概念强调将算法素养作为一种工具技术，

辅助用户正确地使用算法；情境类概念注重情境的特殊性，综合算法知识、算法思维和算法

技能等改造世界。综合三种类型的概念，笔者认为算法素养是指在特定情境下，用户意识到

算法的存在、认识和理解算法、具备批判性思考算法的能力，正确使用算法产品以及运用算

法解决现实问题的综合能力。

2.2 算法素养的特征归纳

OECD认为核心素养的特点为：帮助社会和个体获得有价值的成果产出、帮助个体在多

样化情境中满足重要需求、对每个人都有重要意义[19]，从功能论的角度阐释核心素养的特

点；欧盟核心素养的理念为使全体欧盟公民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突出特点在于整合个人、社

会和经济三方面的目标与追求[20]，具有整合性、跨学科性和可迁移性等特征[21]。于良芝等

回顾国外信息素养的理论与实践变化将其归纳为普适技能范式、情境化能力范式、嵌入实践

范式三种范式[22]，这也反映出信息素养的普适化、情境化和嵌入式特点，普适化强调对信

息产品的标准化能力、情境化强调信息素养因情境与学科而不同、嵌入式强调信息素养的实

践性。

系统梳理各类素养的特征、结合算法社会的时代特色、综合算法素养的内涵解释，将算

法素养的特征归纳为整合性、时代性、迁移性与普遍性。整合性是指算法素养整合基础知识、

基础技能、基础态度、基础思维、基础价值等多个基础性内容；迁移性是指算法素养以其他

素养为基础，考虑时代环境的特色化不断向新维度拓展，用户在多样化情境中具备解决问题

的能力；时代性是指算法素养诞生在数智时代，是以人工智能产品、服务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是算法素养区别其他素养的核心特征；普遍性是指算法素养并非面向特定人群的素养，而是

面向所有用户的通用素养，用户成为算法决策、算法设计、算法监督、算法向善的共同参与

者，共同推动算法社会的进步。

2.3 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

算法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等的延伸，其构成要素与信息素养的构成要素存在共通之处，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算法素养构成要素的参照。诸多学者关于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多是从算

法意识和算法知识两个维度展开论述，算法素养并非是单一元素而是复合要素的集合体，从

多维度诠释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有助于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算法素养。算法素养的具

体构成要素见表 2。
表 2 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

Table 2 The components of algorithmic literacy
研究对象 构成要素 参考文献

算法素养

算法意识、算法知识 Leyla Dogruel等[13]

基本算法意识、批判意识和修辞意识 Koening[14]

算法思维、算法态度和算法知识 夏苏迪等[16]

算法意识、算法知识、算法策略 Swart J[17]

算法技能、算法专业知识和算法意识 Ridley等[18]

算法意识、算法知识、算法技能、批判性思维以及算法社会准则 邓胜利等[12]

C
h

in
aX

iv
:2

02
40

4.
00

20
2v

1



算法意识与态度、算法知识、算法技能、算法规范 张涛等[23]

算法透明性、感知公平性、感知责任感、算法可解释性 Shin[24]

信息甄别批判能力、算法规则重构能力、公共社会对话能力 王燕格[25]

综合前人研究，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算法意识、算法知识、算法态度、算法能

力与算法伦理五要素。算法意识主要指用户意识到算法的存在[13][17]、用户意识到算法在数

字软件中的使用程度[26]、用户意识到算法存在的潜在风险；算法知识主要指用户了解算法

的定义、相关概念并且了解算法的原理、功能等一系列基础知识[23]，用户掌握算法的工作

原理[27]、算法的种类、特征、应用范围和用途等专业知识[12][23]；算法态度是指用户愿意学

习算法知识、技能的意愿[28]，用户对算法使用和评估后的态度[23]；算法能力是指用户有效

和高效地使用算法的能力以及对算法进行客观评价的能力，包括设计与开发算法的能力、将

算法理论知识进行应用实践的能力、改进相关算法的能力以及客观评价算法对社会、文化、

环境、经济等产生影响的能力[26]；算法伦理是指从社会道德角度出发，用户自身应该遵守

算法规范与法律政策以及用户监督算法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与规章制度。

3 构建算法素养层次框架
3.1 算法素养层次框架

如前所述，素养及核心素养集中在态度、知识和技能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以态度、知

识和技能作为算法素养层次划分基础、以伦理道德作为底线准则，整合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

构建算法素养的层次框架为认知态度层、知识储备层、技术能力层和伦理道德层，进一步阐

释算法素养构成要素与层次框架间的关系。算法素养层次框架见表 3。
（1）认知态度层

认知态度层代表用户对算法的初步了解与认识、用户对算法的看法与态度，是用户对算

法的第一印象。认知态度层主要包括算法存在意识、算法敏感意识、算法风险意识、算法学

习态度及算法使用态度，算法意识的强弱程度决定用户能否感知算法的存在、有效分析算法

与高效利用算法，影响着用户算法认知的建立，算法知识的学习，算法技能的提升，算法道

德的遵守。

（2）知识储备层

知识储备层表明用户需要具备的算法知识背景、对算法相关知识的储备情况，主要包括

算法基础知识和算法专业知识。用户根据算法资源教育、与算法交互过程中由浅入深地学习

算法知识，明确算法运行的工作原理，知识储备层为用户有效和高效地应用算法打下坚实的

基础。对于算法使用者，了解、熟悉算法基础知识即可；对于算法开发者，需要熟练掌握算

法基础知识与算法专业知识、充分理解算法运行的底层原理。

（3）技术能力层

技术能力层体现用户对算法知识的应用能力，主要包括算法开发能力、算法应用能力、

算法优化能力和算法评价能力。技术能力层一方面反映用户算法知识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

考验用户的算法评价能力。用户针对特定情境需求或任务要求设计与开发、调控与优化算法

的同时，也应具备客观评价算法表现、算法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算法产生影响的强

度范围等能力。

（4）伦理道德层

伦理道德层是面向所有用户的算法伦理道德，引导用户坚持算法向善，维护算法网络环

境，是用户与算法交互的底线准则。伦理道德层包括个人道德规范与社会道德规范。个人道

德规范是从个人层面要求用户在使用算法时自觉遵守算法伦理道德；社会道德规范是从社会

层面要求每个用户遵守算法法律规则，监督算法使用是否符合相应的算法法律政策以建设文

明健康，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算法环境。

表 3 算法素养层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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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lgorithm literacy hierarchy framework
层次结构 构成要素 内涵解释

认知态度层

算法存在意识 用户能够意识到数字应用软件中算法的存在

算法敏感意识 用户能够意识到数字应用软件中是否使用了算法

算法风险意识 用户能够意识到算法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及知道如何应对风险

算法学习态度 用户学习算法知识、技能、工具等的意愿

算法使用态度 用户对待算法使用的积极态度或消极态度

知识储备层
算法基础知识 用户掌握算法相关定义、原理、功能等基础知识

算法专业知识 用户掌握算法编程语言、技术工具、模型等专业知识

技术能力层

算法开发能力 用户依据情境需求设计与开发算法的能力

算法应用能力 用户将拥有的算法知识应用实践、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算法优化能力 用户调控、优化算法以提升算法运行效率、运行性能的能力

算法评价能力 用户客观评价算法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能力

伦理道德层
个人道德规范 用户了解并自觉遵守算法道德规范和相关算法法律政策

社会道德规范 用户自觉维护算法法律道德规范并监督算法是否符合其使用规范

3.2 算法素养层次关系

算法素养各个层次相互支撑、相互影响，共同组成算法素养的层次框架。其中，认知态

度层作为算法素养层次框架的基础，影响着用户如何看待算法、对算法知识的学习意愿与掌

握情况等；知识储备层作为算法素养层次框架的核心，为驱动用户熟练运用算法知识制定策

略、应用算法技能、管理算法等发挥重要作用；技术能力层作为算法素养层次框架的关键，

是用户与算法的近距离接触，对用户进行实践操作有着重要意义；在算法素养层次框架中，

算法伦理道德层贯穿于整个体系，是用户从始至终需要自觉遵守并合力监督，确保正确的算

法价值观引导用户的算法行为、确保用户的算法行为遵循正确的政策方向。算法素养层次关

系如图 1所示。

图 1 算法素养层次关系图

Figure 1 Algorithm literacy hierarchy diagram
4 搭建算法素养发展模型

厘清算法素养的构成要素与层次结构等内部构造，本研究将从多主体角度阐释如何促进

算法素养由初期到长期的发展进程，融合层次框架与时间维度搭建算法素养发展模型。算法

伦理道德全程嵌入算法素养发展模型中，多主体在认知态度、知识储备、技术能力中层层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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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初期阶段，以正确认识算法为向导；中期阶段，注重算法相关知识的学习；长期阶段，

则强调算法技术能力的应用。

利益相关者是影响目标实现或受到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全部个体和群体[29]，算法素养

面向对象比较广泛，按角色定位可以划分为以企业为代表的算法设计者、以普通用户为代表

的算法消费者、以政府为代表的算法监管者。由于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等占据重要

地位、发挥关键作用，因此也将图书馆纳入算法素养的主体成员之一，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

角色。企业、政府、用户和图书馆作为算法素养的利益相关主体，为提升全民算法素养水平、

弥合算法知识鸿沟的目标共同努力。算法素养的发展模型如图 2所示。

图 2 算法素养发展模型

Figure 2 Algorithm literacy development model
4.1 初期阶段：树立正确的算法认知态度

初期阶段的目的是以国家算法价值观为导向、以道德伦理为底线，帮助多主体客观认识

算法，为进入下一阶段奠定基础。

（1）算法设计者-倡导“以人为中心、以算法为辅”的设计理念

算法并非客观中立的，算法设计者在无形中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嵌入算法中，影响社会大

众的认知导向，可能会加剧算法偏见、算法歧视等。在算法逻辑的顶层设计中，算法设计者

应遵循国家价值导向、培养社会责任感、倡导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在设计、开发、

部署、调试算法的过程中，树立“以人为中心、以算法为辅”的设计理念，明确人民福祉高

于商业利益，负责任地开发算法、强调算法透明性等，利用算法为人类创造福祉与利益等。

（2）算法消费者-树立正确认识算法的态度

算法消费者在使用各种数字应用软件时，应意识到算法的存在，意识到数字软件中算法

的使用程度，意识到算法风险的存在。算法已嵌入算法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算法消费者不

应一味排斥、抵触算法，而是学会与算法和谐共存，愿意学习算法相关的知识、工具、技术

等，借助算法完成复杂高难度的任务等。同时算法消费者应具备批判思维，理性看待算法带

来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3）算法监管者-坚持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管态度

智能算法成为新的“守门人”“把关人”掌握着信息的可见性，逐渐取代人在算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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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地位。作为算法监管者的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管态度，以算法价值观驯化算

法技术，制定算法伦理与道德标准、算法安全监管政策，健全算法违法的问责机制、算法技

术的监察手段等一系列公平公正、合法合道德的算法治理相关文件，维护人的主体地位与社

会公共利益。

（4）算法宣传者-引导用户的算法认知导向

初期阶段，算法消费者可能不知道算法的存在、不清楚算法的衍生风险、不了解算法的

功能性质，容易形成错误的价值观，遭受算法新型诈骗骗局，无法适应算法社会等。在该阶

段，图书馆扮演宣传者、推广者的角色，普及算法素养及其相关概念，重在培养用户的算法

认知态度，引导用户正确认识算法需求、算法伦理与算法价值，客观认识算法的正面效应与

负面效应等。

4.2 中期阶段：掌握算法相关知识

中期阶段，算法利益相关主体树立正确的算法认知态度后，应主动学习、掌握算法相关

知识，为下一步应用算法技术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1）算法设计者-精通算法知识提升算法应用服务

算法设计者除精通算法专业知识外，还应学习算法相关的跨学科知识，如数学、计算机、

社会学和法律等学科领域相关知识[30]，从复合型理论视角开发贴近用户使用习惯的算法应

用，将算法的透明度显化为用户可理解的算法应用选项，增强算法技术的可解释性，提高用

户的算法应用体验。同时给予算法消费者算法自主权和信息隐私权，算法消费者自主决定是

否同意个体数据被算法收集、是否同意个体数据被算法使用。

（2）算法消费者-了解算法知识明确算法需求

算法消费者了解、熟悉算法相关知识有助于其在算法交互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发挥个体

的主观能动性。算法消费者在高难度、多线程、复杂化任务等外在情境刺激下，觉知、识别、

理解、明确算法需求，在心理层面产生学习算法知识以提高自身算法素养能力的需要。算法

消费者在系统学习算法知识过程中，了解算法语句间的逻辑关系、了解不同类型算法的功能

作用，熟练掌握使用算法服务、产品的知识与操作步骤，提高算法决策的准确性。算法消费

者也应了解隐私权等相关知识，避免算法产品及服务侵犯自己的隐私信息。

（3）算法监管者-学习算法知识指导算法监管

政府作为算法监管者，一方面通过发布算法知识文章、公开算法平台用户协议、颁布算

法政策规范等方式[31]，辅助算法消费者学习算法知识，了解各算法服务平台的功能与特性，

参与算法公平性，加大力度宣传算法知识；另一方面应加强政府部门自身对算法知识及相关

领域知识的学习，如学习计算机、法律、心理学、行为科学、算法知识产权保护等跨领域知

识，设立算法规章准则指导处理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算法不透明度等问题，设立算法公开

制度保护算法公开后的知识产权，保护算法设计者的算法商业机密，激发算法设计者的算法

创新热情。

（4）算法教育者-熟悉算法知识开展算法素养培育活动

中期阶段，图书馆扮演算法教育者的角色。在该阶段，图书馆提供相应的算法素养技术

与环境空间支持开展算法素养教育培训讲座、举办算法素养研讨会、开设体验式课程与创客

空间，为不同年龄阶段和知识背景的用户提供合适的算法学习环境与资源。用户对算法有一

定了解后，图书馆构建算法素养教育体系与算法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算法素养能力评测

平台、研制算法素养主题题库，用户在该平台上通过自测方式判断算法知识、技术工具与方

法等掌握情况；图书馆通过以赛促学的方式组织算法素养大赛，锻炼用户的问题解决能力与

创新能力等；图书馆通过打卡、寻宝、闯关等游戏化方式嵌入用户算法学习过程，增加用户

的多样化体验。

4.3 长期阶段：具备应用算法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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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阶段，算法利益相关主体在树立正确的算法价值导向、掌握算法相关知识后，进入

算法技术能力应用阶段。

（1）算法设计者-应用算法技能做好公共服务

作为算法生产者的企业，应坚持算法向善向上的研发理念。在算法设计过程中，充分调

研用户在多情境中的算法需求，以提高算法易用性、有用性与价值性为目标，以国家主流价

值观与算法负责制为导向，以算法行业的规范要求为自我约束，将算法开发、部署、应用、

决策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算法设计者应用算法技术能力确保用户掌握算法隐私知

情权、算法使用控制权，提高算法在人机交互中的可理解性、透明性与信任度，做好国家、

社会与公民的算法产品服务工作。

（2）算法消费者-运用算法技能挖掘算法价值

作为算法消费者的用户，应强化自身的算法感知能力、算法辨识能力、算法管理能力、

驾驭算法工具的能力等。用户对算法价值的感知、识别与认同，激发用户发挥主观能动性去

探索以算法驱动为主的数字产品，提高算法辨析能力，最大化地利用算法本身价值及算法衍

生价值。用户在感知、识别、发现与挖掘算法价值时应合理解析算法与算法产品的生成内容，

具备一定的批判思维去理性看待算法价值的偏见源头、辩证性地看待人机关系，保持对算法

产品生成内容的警惕与思考意识，提高对算法产品与工具的驾驭能力。

（3）算法监管者-利用算法技能指导算法全周期治理

在整个算法生命周期，算法监管者利用算法技能进行算法问责、算法审计、算法监督等

审查工作，明确各算法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健全多主体共治的算法治理体系，

形成企业行业自治、用户监督、政府监管的内部外部双循环治理，提高算法监管者在算法治

理中的专业性、权威性。

（4）算法引领者-建设算法素养服务体系

长期阶段，图书馆则扮演合作者、引领者的角色。在该阶段，图书馆应建设完善的算法

素养服务体系、算法知识终身学习框架、算法素养终身培养体系，借助图书馆的馆员、技术、

资源等开展面向算法素养相关项目的全流程服务。由于图书馆的单一力量较薄弱，图书馆可

以联合政府部门、企业与其他图书馆合作开展算法素养终身学习计划项目，共同制定算法素

养相关的政策标准，多主体协同促进算法素养的成功升维。

5 数智时代算法素养研究的未来展望
数智时代，算法素养是信息素养、数据素养等的延伸与发展，本文从算法素养的测量评

估、算法素养的实证研究、关注算法素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三方面为下一步研究提出思考。

5.1 算法素养的测量评估研究

用户的算法素养能力需要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或量表开发进行评估与衡量，算法素养的

测评维度、测评内容、测评方式是未来算法素养研究的相关问题。测评维度方面，考虑将用

户的认知、态度、思维等主观思想纳入评估范围；测评内容方面，针对用户的算法角色，研

制算法素养题库，设计不同的测量内容，并不断更新题库题目；测评方式方面，在常规化的

考试、问卷、竞赛等方式外，开发算法素养能力测评平台或算法素养测评小程序，融入游戏

化测评方式增加用户体验，做到随时随地进行测评。

依据用户算法素养的评估结果，分对象、分层次、分地区地开展算法素养教育，从普通

用户到专业用户的全面化参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覆盖模式、从偏远地区到发达地

区的全体系建设，是未来政府、企业、图书馆实施算法素养教育面临的挑战。

5.2 算法素养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算法素养的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理论研究方面，对算法素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

少。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选择某一用户群体、采用合适的实证方法、设计实证研究方

案、开展实践应用项目等验证算法素养理论模型的有效性与可靠性。例如，可以结合访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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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问卷调查法探究大学生群体、信息弱势群体、算法生产者、算法监管者等用户的算法素养

水平；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或实验法探究算法素养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等。根据实证研究结

果，有针对性地制定算法素养的培训计划与教育方案，提高用户的算法素养水平，以更好地

适应数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5.3 算法素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目前德国、美国、荷兰、挪威等国家开展了算法素养的实证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

化背景和技术发展水平对算法素养的理论构建和应用实践存在差异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

以尝试对不同国家算法素养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算法素养的共性与差

异。例如，通过文献综述、深度访谈、实地考察等方法客观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算法素养

发展状况与应用情况，以及在算法素养培训计划、教育政策、实践应用等方面的异同点，有

助于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算法素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算法素养的可持

续发展与应用。

6 结语
“算法泛在”与“算法主导”的数智时代，技术环境的更新迭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

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对人们适应算法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素养能力要求，算法素养的出现

恰逢其时。厘清算法素养的内涵与构成要素等是深入探究算法素养整体结构的基础，本文进

一步构建算法素养的层次框架和发展模型，并从算法素养的测量评估、实证研究与跨文化比

较研究三方面展望算法素养的发展。未来，对算法素养将从理论探究走向实证研究，验证理

论框架的可行性，为提升用户算法素养水平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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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literacy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 constituent elements, hierarchical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model

Li Yongming1 Dong Panpan1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hange of technology environmen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users ' personal literacy ability. Improving
algorithm literacy helps users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 society.[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algorithmic literacy,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algorithmic literacy,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lgorithmic
literacy, refin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lgorithmic literacy, takes algorithmic ethics as the
bottom line, and takes cognition, attitude and skill as the division standard to construct the
hierarchical framework of algorithmic literacy, and combines the hierarchical framework and time
dimension to buil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algorithmic literacy.[Result/Conclusion] Algorithm
literacy is composed of algorithm awareness, algorithm knowledge, algorithm attitude, algorithm
ability and algorithm ethics. The five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to form an algorithm literacy
framework including cognitive attitude layer, knowledge reserve layer, technical ability layer and
ethical and moral layer.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builds a development model of algorithm
literacy.

Keywords: Algorithm literacy; core literacy; constituent elements; hierarchical framework;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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