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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社会学学生信息素质能力标准 

于 2008 年 1 月 15 日由 ACRL 理事会通过 

 

背景（略） 

介绍（略） 

标准一 了解自己的信息需求 

1.定义和描述信息需求。 

a. 识别并使用学科术语和语境描述可管理的研究课题或适合于研究问题的其它信息需求。  

b. 阅读人类学与社会学背景资料，熟悉研究课题。例如: 社会事务百科全书，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Sage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 

c. 识别并列出与课题相关的关键概念、术语、社会理论、文化群体、地方和名称。例如：利用学科总汇百

科全书,社会学索引术语词典,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  

d. 经过初步调查、阅读、访谈、数据或人口研究后，重新评估信息需求的性质和范围以澄清、修改或优化

问题。 

2.选择最适合研究课题的调查方法。 

a.确定并评估适用于提供该类数据或信息需求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例如：实地调查、

参与式观察、数据分析、访谈、社会调查、文献评论、语言文本分析软件、考古学空间数据库。 

b.讨论、声明并了解人体试验研究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包括访问受试者、知情同意以及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要

求。 

c.确定并讨论在《美国人类学协会道德守则》或《美国社会学协会道德守则》原则下研究方法相关的隐私、

机密、安全和其它道德问题。 

3. 识别人类学与社会学信息中可能出现的多种格式和信息源。 

a.描述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内信息是如何利用、正式和非正式产生以及传播的。例如：美国人口普查、民族

志、现场记录、文物、数据集、会议论文、灰色或黑色文献、学术网站和同行评议学术论文。  

b.确定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知识组织方式和可能影响到获取与评估的各种文件格式。例如：学术期刊、大众媒

体和会议录、博物馆、论文数据库、数据档案、大学联盟间可访问的政治和社会研究资源(ICPSR)、网络站

点和多媒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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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区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并识别各类文献的使用和价值。 例如：(一次文献)在撰写民

族志过程中使用现场笔记，在考古分析中使用现场报告，原始数据在构建信息与社会分析写作中的价值。(二

次文献)某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或综述的价值，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列表的利用。  

d.认识到现有信息可与原有思想、实验和/或分析结合而生成新信息和见解,并进入到社会、社会现象、文化

层面和社会理论中。 

4. 权衡获取所需信息的成本与收益。 

a.确定所需信息的拥有量，并扩大检索范围以查寻本地图书馆、文献机构或在线资源以外的信息。例如：通

过馆际互借服务借阅资料；使用其它地方包括国外的资源，获得图像、视频、文本和声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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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使用合适的社会学、人类学术语搜索数据库,认识到利用关键词、同义词以及数据库独有的主题索引术语

检索的不同影响。  

b.在多个人类学与社会学数据库（例如：Two.1.a）中使用高级搜索功能创建和和使用有效的检索策略，如

布尔运算、截断符和近似检索，并在整个检索过程中改进和完善，以获得更多的或遗漏的信息。  

c.寻找书籍、学术期刊和适当的研究资源如调查、访谈、文本、网上社区信息、多媒体资源、数据，并寻求

图书馆、学术部门、社区内知识渊博的个人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3. 记录信息及其出处。 

a.按美国人类学协会、美国社会学协会、美国心理协会等的文档引文风格的要求产生准确的的引文及参考文

献列表。 

b.系统记录所有相关引文信息以备将来参考。例如: 使用文献管理系统如 EndNote、RefWorks、word 文档或

记事卡。 

c.了解何时需要为体现对作者知识产权的尊重以及准确引述他人的语言和观点而做的必要引用。 

标准三  批判性地评估信息及其出处，并有选择地为已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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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识别信息创建和获取中的文化的、物质的或其它背景信息，并了解背景知识对信息诠释的重要性。例如：

质疑并了解是否研究者已经充分获取到相关的政府信息资源或人口研究资源，是否研究者在提问或收集信息

时接受了审查或受到文化限制，产生的研究对谁有利？哪些数据或观点在分析时可能被遗漏。 

f.识别并讨论美国在国家及文化研究中相关问题的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  

g.确定并讨论隐私和信息安全相关的问题。例如:在现场记录可能被传讯的案例或者政府拨款机构可能要求

的主要研究数据。 

h.确定并讨论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例如:信息获取不公问题,网络社区的使用以及意义，因特网作

为一种民族志研究工具。 

3. 比较新旧知识并确定知识增值、相互抵触或其他特色信息，并采取行动去调解分歧。 

a.记录信息查寻过程，解释和评价进行的研究。  

b.确定收集到的信息是否满足研究需要，并选择为课题提供证据的信息，整合新信息并基于收集的信息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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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显示出对知识产权、著作权以及合理使用版权资料的了解。获得并声明在写作或演示过程中使用版权资料

作者或组织的必要许可。  

d.与美国人类学协会（AAA）或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伦理原则一致的团队和赞助者共享研究成果，例如

报告、数据或者民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