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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人工智能素养
教育实践案例分析与启示

＊

□杨波　李书宁　毛芸

　　摘要　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已成为数智化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最新时代要求。文章

采用网络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法，梳理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现

状，包括服务体系、服务内容、服务对象、馆员作为及协作情况等，总结其服务特点和带来的启示，
并对我国高校图书馆规划和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提出５点建议：发挥图书馆组织作用、培养人

工智能服务人才、因地制宜创建服务内容和途径、发挥跨部门合作优势、在人工智能伦理道德领

域作出特别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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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过去几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在各领域的应用产生深远

影响。在教育领域，ＡＩ可创造更加智能的学习内容，
促进全球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从效能和效率方面优化

教育管理［１］。尤其ＡＩ产品ＣｈａｔＧＰＴ在促进教育转

型方面表现出巨大 发 展 潜 力，引 发 社 会 各 界 热 烈 讨

论。同时，随着ＡＩ越来越渗透到人们日常学习和生

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素养”（ＡＩ素养）成为继信

息素养、数字素养、数据素养、机器学习素养之后又一

重要技术相关素养内容［２］。国内外学者对ＡＩ素养的

概念与内涵［３－５］、评价与指标体系［６－７］、能力现状与影

响因素［８］、教育框架与实施路径［３－４，９］及教育意义与

重要性［１０］等已有所讨论，亦有学者［１１－１２］对国内外众

多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现状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

研，但从整体上看图书馆开展ＡＩ素养教育方面的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针对国外典型案例的系

统性研究。

ＡＩ素养涉及的内容丰富且发展迅速，为用户提

供全面、及时和可扩展的ＡＩ素养教育是图书馆的使

命，服务高校育人教育也决定了图书馆应在ＡＩ素养

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高校图书馆已经开始

尝试这方面的工作，哈佛大学图 书 馆 在 其 主 页 上 回

应了大学“使 用ＣｈａｔＧＰＴ及 其 他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以下简称ＡＩＧＣ）的指南”［１３］，并发表了图书馆关于

ＡＩＧＣ使用的初 步 指 导 方 针［１４］；麻 省 理 工 学 院 图 书

馆制作了“如何引用ＡＩ生成内容”的专题网站，全面

论述引用ＡＩ生 成 内 容 的 规 则［１５］；斯 坦 福 大 学 图 书

馆学科馆员发布了“在 图 书 馆 馆 藏 中 集 成 ＡＩＧＣ工

具：挑 战 和 解 决 方 案”并 在 文 后 列 举 了 与ＣｈａｔＧＰＴ
使用、因人工智能造成的虚假案 件 等 相 关 的 知 识 链

接［１６］。调研发现，在 众 多 提 供 ＡＩ素 养 教 育 的 美 国

高校图书馆中，作为美国公立常春藤［１７］名校和图书

情报学科建设颇具影响力的亚 利 桑 那 大 学，其 图 书

馆开展的ＡＩ素养教育系统、全面且深入，非常具有

代表性。相比国外，我国 高 校 图 书 馆 还 处 于 起 步 阶

段，仅少数高校图书馆开展了相关服务，如北京大学

图书馆开设题为“从ＣｈａｔＧＰＴ谈具身智能与通用人

工智 能”的 专 题 讲 座，四 川 大 学 图 书 馆 推 出 了

“ＣｈａｔＧＰＴ：ＡＩ的文艺复兴”“ＣｈａｔＧＰＴ的局限性与

提示词工程”等 系 列 讲 座［１８］，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

在“学术素养 训 练 营”中 设 立“ＡＩＧＣ在 学 习 科 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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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校图书馆研究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路径研究”（编号：ＢＧＴ２０２４０３２）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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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课 程［１９］，香 港 科 技 大 学 图 书 馆 发 布 了“ＡＩ
工具使用规范”的教学行为准则［２０］，以及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上海外国语大 学、华 中 科 技 大 学、中 山 大

学、台湾大学图书馆等陆续推出了“ＡＩＧＣ助力学术

突破”“带你走进ＣｈａｔＧＰＴ”“文心一言使用技巧”等

相关讲座［１２］，但内容还仅局限在基础宣传和培训方

面。文章以美国亚利桑那 大 学 图 书 馆 为 案 例，调 研

了其开展ＡＩ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对我国高校图

书馆开展相关服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２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的特点

文章采用文献调研和网络调研相结合的方法，调
研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主页ＡＩ素养教育相关

栏目及延伸内容、各类新闻报道、馆员发表的研究成

果等，对其ＡＩ素养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并总结其特点。

２．１　构建覆盖全面、逻辑清晰、延伸性强的内容体系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的ＡＩ素养教育相关内容设

置在主页“研究支持”栏目，以 导 航 形 式 分 别 面 向 教

师和学生提供ＡＩ素养相关的知识、工具、参考资料

等内容。以面向教师的内容为例［２１］，整体设计包括

１１项内容，本 文 将 这 些 内 容 分 类 归 并 为４大 模 块，
整理得出的表１详细介绍了具备 ＡＩ素养需要掌握

和了解的内容。模块１为ＡＩ入门，介绍了ＡＩ新手

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同时面向高

校教师普及教师在教育领域及教学工作中应用 ＡＩ
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和需要掌握的核心内容。模块

２专注于ＡＩ应 用，介 绍 了 高 效 应 用ＣｈａｔＧＰＴ的 技

巧，并重点针对ＣｈａｔＧＰＴ生成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发

起讨论。为拓宽 视 野，补 充 了 用 于 图 片、视 频、音 乐

和演讲等 多 媒 体 创 作 的 ＡＩＧＣ高 阶 应 用 模 型 及 工

具。模块３结合当前ＡＩ应用中的ＡＩ检测、ＡＩ引用

和版权三个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讨 论，提 高 师 生 对 相

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模块４通过提供来自亚利桑

那大学图书馆员帮助途径、大学相 关 研 讨 会 和 培 训

信息以及与ＡＩ素养相关的更加广泛的主题及链接，
建立了更多 可 求 助、可 自 学 和 可 参 考 的 途 径。４个

模块从整体上打造了一个内容丰富全面、逻辑清晰、
延伸性强的ＡＩ素养教育体系。

表１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 ＡＩ素养教育内容体系

模块 子模块 具体内容

模块１

ＡＩ入门

新手指南
介绍新手首先需要了解的生成式ＡＩ、大语言模型、提示语等基础知识，以及ＣｈａｔＧＰＴ背后的技术、

如何防止不当使用等基础内容

教育领域应用入门
通过专题内容提升教师ＡＩ素养，如“ＣｈａｔＧＰＴ如 何 帮 助 教 师 制 定 课 程 计 划”“ＡＩ世 界 中 的 教 学”

“专注于ＡＩ教学理念的教育工作者”

模块２

ＡＩ应用

高效使用技巧
围绕如何进行有效提示、提示语的写作方式及案例、ＣｈａｔＧＰＴ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使用细节等帮

助师生高效利用ＣｈａｔＧＰＴ

内容真实性判断
针对ＣｈａｔＧＰＴ提供的内容是否属实发起讨论，如为什么ＣｈａｔＧＰＴ会编造虚假论文？为什么找不

到其提供的引文？

多媒体创作ＡＩ应用
了解除ＣｈａｔＧＰＴ外其他大语言模型 及 相 关 工 具，如 用 于 图 片、视 频、音 乐 等 多 媒 体 创 作 的 ＡＩ工

具，以及不同大语言模型强弱比较等

模块３

ＡＩ热点问题

是否开展ＡＩ检测 针对ＡＩ时代的学术诚信、ＡＩ检测工具、使用ＡＩ的课堂政策等话题发起对使用ＡＩ检测态度的讨论

如何引用ＡＩ生成内容
从使用生成式ＡＩ的政策、生成式ＡＩ与传统引文的区别、ＡＩ引文格式、出版社对生成式ＡＩ的使用

声明等角度讨论如何合理引用生成式ＡＩ

ＡＩ引发的版权问题
讨论生成式ＡＩ输入输出内容的版权问题，如 ＯｐｅｎＡＩ对 ＡＩ输 出 内 容 的 版 权 说 明、输 入 内 容 合 理

使用、版权问题等

模块４

帮助及更多资源

馆员可提供的帮助
介绍图书馆员提供的ＡＩ素养帮助途径，如咨询、提 供 ＡＩ素 养 相 关 教 程、制 作 利 用ＣｈａｔＧＰＴ确 定

研究主题的指南、嵌入教师课程等

ＡＩ相关研讨会 提供已召开和即将召开的研讨会，如ＣｈａｔＧＰＴ提示词研讨会、教学中的人工智能研讨会等

ＡＩ素养培养资源
通过更广泛的主题激发对生成式 ＡＩ的 思 考，如 学 生 不 仅 是 ＡＩ的 消 费 者、ＡＩ与 大 学 生 写 作 的 未

来、如何教育孩子在ＡＩ时代生存下来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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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针对用户需求分层匹配教育内容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的 ＡＩ素养教育指南发布

了两个版本，分 别 面 向 教 师［２１］和 学 生［２２］群 体，在 内

容设计上充分考虑不同层次读者对 ＡＩ素养的不同

需求。相比面向 教 师 的１１项 内 容，面 向 学 生 的 ＡＩ
素养指南重点讨论了其中４项内 容，分 别 从 有 效 性

和实用性角度提供了学生 ＡＩ素养需要掌握的基本

内容，包括有效使用ＣｈａｔＧＰＴ、事实确认、如何引用

生成式ＡＩ、其 他 有 用 的 大 语 言 模 型 及 工 具，并 针 对

学生使 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导 致 学 术 不 端 行 为 的 突 出 问

题［２３］补充了 题 为“使 用ＣｈａｔＧＰＴ涉 嫌 剽 窃 吗？”的

内容。教师 指 南 与 学 生 指 南 包 含 的 内 容 差 异 见 表

１。教师和学生指南的差异体现出ＡＩ应用带来的挑

战对教师角色提出的新要求，在教 育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中，相比学生，教师需要具备更加全面的 ＡＩ素养才

能真正承担起自身职责。例 如，教 师 需 要 深 刻 理 解

并将ＣｈａｔＧＰＴ放在教学的范畴或者将ＣｈａｔＧＰＴ作

为新一代教学工具去思考和面对 其 引 发 的 问 题，而

非将重点放在对剽窃问题的关注 上；教 师 应 认 识 到

ＡＩ检测工具在辨识论文是 否 为 ＡＩ撰 写 的 弊 端；教

师应了解ＡＩ制作内容的版权问题及相关观点；教师

应明确如何获取ＡＩ素养相关的帮助信息和更加广

泛的资源获取途径等。这种分层次的教育内容可帮

助师生更 快 地 将 ＡＩ素 养 应 用 到 实 际 有 需 求 的 领

域中。

２．３　集成提供校内外多种类型的ＡＩ资源

ＡＩ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潜力，但对于教

育管理过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仍处于探索阶段。为

给师生提供更加科学、前沿的内容，亚利桑那大学图

书馆的ＡＩ素养教育指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集成

了校内外多种来源的信 息 资 源。如，通 过 短 视 频 为

ＡＩ新手提供ＡＩ入门知识；通 过 研 究 论 文 为 读 者 介

绍ＡＩ素养的权威定义；通过在指南中嵌入大学汇集

校园ＡＩ工作小组信息的网站［２４］，便于读者了解ＡＩ
的公平、诚信和影响等问题；在探索 ＡＩ世界中的教

学话题时，嵌入了大学评估、教学和技术中心建设的

“教学中可用的ＡＩ工具”专题网站［２５］以及该中心制

定的ＡＩ写作 声 明 文 档［２６］，辅 助 教 师 在 教 学 策 略 中

合理应用ＡＩ资源；为进一步揭示ＣｈａｔＧＰＴ的提示

词技巧，推荐了ＣｙＶｅｒｓｅ和亚利桑那大学数据科学

研 究 所 发 起 的 系 列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专 题 研 讨 会 的 链

接［２７］；大学法律 图 书 馆 还 提 供 了ＣｈａｔＧＰＴ和Ｂｉｎｇ

Ｃｈａｔ　ＡＩＧＣ法律研究指南以探讨 ＡＩ文本作为法律

研究工具的潜 力 和 局 限 性［２８］；在 讨 论 ＡＩ输 出 内 容

的版权问题时，通过一则“漫画书中使用 ＡＩ创作的

图片不会被版权保护”的新闻引发对ＡＩ输出内容是

否具有版权问 题 的 讨 论［２９］；为 进 一 步 探 究 ＡＩ在 教

育中的作用，提供了包括高校教 育 工 作 者 撰 写 的 新

闻（课堂中使用ＡＩ的七种途径）［３０］、研究论文（使用

ＡＩ在课堂上实 施 有 效 的 教 学 策 略：五 种 策 略，包 括

提示）、ＴＥＤｘ演 讲（ＡＩ教 育 革 命 即 将 到 来 吗？）、博

客（ＡＩ时代的写作作业）、专业书籍《ＡＩ扫盲势在必

行：赋予教师和学生权力》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参考

信息源，拓展了读者的 视 野。图 书 馆 还 通 过 链 接 的

方式将校内外多种形式的资源 进 行 了 整 合，比 如 大

学评估、教学和技术中心发布的ＡＩ在教学中的应用

相关资源，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 商 学 院 制 作 的 实 用

ＡＩ短视频，普林斯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密歇根大

学、宾夕法尼 亚 大 学 关 于 使 用ＣｈａｔＧＰＴ和 其 他 ＡＩ
工具的课堂政策等等，一站式导航系统为师生学习、
查询和应用ＡＩ资源提供了非常便捷的入口。

表１　教师指南与学生指南包含的内容对比

内容 教师指南 学生指南

新手指南 √

ＣｈａｔＧＰＴ与教育 √

ＡＩ检测工具 √

如何引用生成式ＡＩ √ √

有效使用ＣｈａｔＧＰＴ √ √

事实确认 √ √

其他有用的大语言模型及工具 √ √

版权问题 √

大学图书馆员如何提供帮助 √

研讨会和培训 √

更多可参考资源 √

使用ＣｈａｔＧＰＴ涉嫌剽窃吗 √

２．４　与校内部门协作，广泛创建ＡＩ素养资源

图书馆通过跨部门合作将ＡＩ素养纳入更加广

泛的信息素养 范 畴，帮 助 用 户 理 解 和 评 价 ＡＩＧＣ信

息，亚利桑 那 大 学 图 书 馆 在 这 方 面 表 现 非 常 突 出。
以该校“ＡＩ访问和诚信工作组”为例，该工作组致力

于探究ＡＩ在教育、工业、研究以及社会四大核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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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最新进展，并特别关注在校园内推动ＡＩ的公平

访问与学术诚信。为此，工作组在２０２３年８月创建

了“亚利桑那大学ＡＩ网站”，汇集大学在ＡＩ领域的

重要信息。该工作组由教 职 员 工 和 学 生 组 成，分 别

来自院系、图书馆以及大学评估、教学和技术中心等

多个部门，３名图书馆员通过参与“利益”“道德”“基

础设施和培训”三方面的工作，为在校园内推动 ＡＩ
的广泛访问、确保公平性、维护学术诚信以及扩大其

影响力发 挥 着 积 极 的 作 用［３１］。同 时 图 书 馆 将 该 网

站嵌入ＡＩ素养指南，为师生提供更加专业的ＡＩ素

养教育资源。不仅如此，图 书 馆 还 重 视 关 注 度 高 的

ＡＩ内容和资源的创建，例如，针对ＣｈａｔＧＰＴ对写作

的影响这一普遍关注的问题，亚利 桑 那 大 学 跨 学 科

写作联盟联合亚利桑那大学评估、教学和技术中心、
通识教育办公室、图书馆、写 作 技 能 提 升 项 目 中 心、
大学研究生中心等多家单位，创建“ＡＩ写作声明”，
支持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写 作。声 明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ＣｈａｔＧＰＴ是否会 代 替 写 作、是 否 会 改 变 写 作 策 略、
有哪些潜在问题、可否作为课堂工 具 以 及 大 学 是 否

需要新的学术诚信政策等内容。图书馆作为ＡＩＧＣ
的关键合作伙伴和参与者，通过将 自 身 定 位 为 资 源

的贡献者和组织者，在制定校园ＡＩ政策和实践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２．５　鼓励图书馆馆员积极实践探索

新兴技术的推 广 离 不 开 资 深、专 业 的 图 书 馆 员

的积极实践探索，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ＡＩ素养教程

的主要负责人积极带领团队开展相关工作。该负责

人在２０２３年发布了８篇ＡＩ相关的文章［３２］，主题涉

及 ＡＩ的 使 用、评 价、发 展、素 养 等 主 题，例 如

“ＣｈａｔＧＰＴ的 下 一 代 是 什 么”“促 进 ＡＩ素 养：我 的

２０２３年ＡＩ教育活动综合日志”“在图书馆项目中理

解和使用ＡＩＧＣ：网 络 研 讨 会 系 列”“我 如 何 在 工 作

中使用生成式 ＡＩ”等，积极为图书馆员创设网络研

讨会，主题包括：“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 和 混 合 现 实”
“跟上新兴技术”“区块链技术：对图书馆的启示”等，
其中“ＡＩ素养：在教学中使用ＣｈａｔＧＰＴ和ＡＩ工具”
被参与者认为最有用、主题最好、非常有信息量。她

还制作电子新闻简报，为繁忙的图 书 馆 员 提 供 最 新

的技术应用信息。同时她还作为大学 ＡＩ访问和诚

信工作组成员，通过与大学 ＡＩ部门合作，带动其他

馆员在图书馆推广新兴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

３　启示与建议

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
以及图书 馆 在 促 进 合 理 使 用 ＡＩＧＣ发 挥 的 独 特 作

用，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ＡＩ素养教育带来以下五

点启示。

３．１　积极发挥图书馆在高校ＡＩ素养教育中的组织

作用

　　ＡＩＧＣ技术的发展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科研

诚信、作者身份、学术出版等产生巨大影响，高校ＡＩ
使用决策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教职员工、学生、

ＩＴ部门和院系、教 学 与 专 业 发 展 中 心、大 学 学 术 委

员会甚至地方政府等多个机构共同努力。目前我国

部分高校与教育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机相关的院系

已经开始在本单位开展ＡＩ相关教育，部分高校的教

师培养和管理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党 委 教 师 工 作

部）亦开始面向教师开展ＡＩ在教学中的应用系列培

训，甚 至 众 多 高 校 面 向 本 科 生 开 设 了 ＡＩ通 识 课

程［３３］。图书馆作为 大 学 重 要 的 教 育 场 所 和“中 介”
空间，不仅在促进跨机构交流合 作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优

势，而且凭借对信息权威性和批 判 性 评 价 的 专 业 素

养，图书馆员特别擅长解决ＡＩ素养教育中的各种问

题［３４］，图书馆在 高 校 ＡＩ素 养 教 育 中 应 积 极 发 挥 组

织和引导作用。通过组 织 策 划 活 动、选 择 并 确 定 具

有共同目标的合作伙伴，并作为 具 备 专 业 能 力 的 参

与者贡献自身的力量，图书馆还 可 提 升 在 这 场 大 规

模、可持续的技术变革中的参与 机 会 进 而 发 出 自 己

的声音。尽管图书馆可能并不能占据“主导者”的位

置，但积极参与仍可以显著提升图书馆在ＡＩ素养教

育领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３．２　重视图书馆员作用，培养ＡＩ服务人才

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提供信息访问的入

口，并指 导 用 户 如 何 有 效 评 估 和 使 用 信 息。ＡＩＧＣ
工具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信 息 获 取 途 径，图 书

馆员应主动承担起培养用户 ＡＩ素养的责任。尤其

在当前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员对于探讨和评估ＡＩ技

术在教育环境中应用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可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３５］：图书馆员深刻理解用户需求和使用

环境，可为满足特定需求的ＡＩ工具的设计和实现提

供信息；图书馆员可帮助ＡＩ工具的设计符合尊重隐

私、公平、透明等伦理标准；图书馆员在ＡＩ工具的使

用中发挥重要的测试和评估作 用；图 书 馆 员 可 确 保

ＡＩ工具无缝集成到现有服务系统，提升用户使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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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等。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 ＡＩ素养教育成果与其

主要负责人的出色工作密不可分。美国西北大学图

书馆教学和课程支持负责人也在大学尚未开展相关

工作时，快速创建了“在您的研究中使用ＡＩ工具”页
面，帮助用 户 了 解 ＡＩ在 学 习 和 研 究 中 的 应 用［３６］。
另外，我国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的实施应重视加

强对图书馆员使用国产ＡＩ工具方面的技能培训，通
过政策引领或制度建设，落实党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神中有关“建立ＡＩ安全监管制度”的相关要求，谨
防使用国外ＡＩ工具引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冲击，
同时鼓励图书馆员在该领域进行 创 新 性 探 索，通 过

对ＡＩ服务人 才 的 培 养 带 动 团 队 实 现 图 书 馆 ＡＩ素

养教育的突破。

３．３　因地制宜探索ＡＩ素养服务内容和途径

图书馆开启ＡＩ素养教育的途径很多，其中制作

ＡＩ素养指南是一个可以快速启动的方式，通过制定

面向不同层次用户的指南，可快速 帮 助 用 户 理 解 和

评估ＡＩ生成信息。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的指南提

供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指南样例，我国图书馆需

要在准确了解政府和大学管理部门对 ＡＩ使用的相

关政策、广泛调研本校师生对 ＡＩ使用的具体需求、
及时跟进ＡＩ技术在教育领域实施的最新热点基础

上，因地制宜的制作指南内容。结合指南，以简报形

式跟进并分享最新 ＡＩ技术进展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途径，例如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妮可 ·亨尼格（Ｎｉｃｏｌｅ
Ｈｅｎｎｉｇ）制作的《ＡＩＧＣ新闻》被用户评价为“我最近

非常忙，没有时间看新闻，但这份新闻简报恰恰给了

我想要的内容，期待你的下一期！”［３７］。在指南和简

报制作基础上，负责此项工作的图 书 馆 员 可 逐 步 开

展有针对性的咨询培训、组建兴趣 小 组 或 召 开 研 讨

会发起相关主题的讨论，主题内容 可 参 考 国 内 学 者

提出的基于ＫＳＡ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ｋｉｌ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Ｖａｌｕｅｓ，Ｅｔｈｉｃｓ）模 型 开 展 ＡＩ素 养 教 育 的 观 点［１２］。
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图书馆员可 与 学 校 相 关 决 策

部门、教学和研究领域的教师、科技公司等合作制定

培养方案，如阿尔德教育学院的学 术 和 研 究 馆 员 创

建了该院的ＡＩ使用强制性声明，并应用于每门课程

的教学大纲中［３８］；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图书馆与中创

思潮科技公司联合研发“创新树———大学生ＡＩ素养

平台”［３９］，通过“ＡＩ应用领域”“ＡＩ数据、ＡＩ算法、ＡＩ
算力”“ＡＩ＋Ｘ学 科 交 叉”等 内 容 与 学 生 进 行 ＡＩ实

践互动，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３．４　发挥图书馆在跨部门合作中的优势，积极探索

合作途径

　　与 大 学 利 益 相 关 者 加 强 合 作 可 确 保 图 书 馆 对

ＡＩ使用的举 措 与 大 学 的 倡 议 和 目 标 保 持 一 致。图

书馆应主动挖掘合作 目 标 并 探 索 合 作 途 径。例 如，
图书馆可与科研人员合作，通过ＡＩ支持的文献综述

类工具帮助其快速检索或筛选 学 术 文 献，或 帮 助 研

究人员了解ＡＩ工具以支持其研究工作，助力研究目

标的达成；可与大学 ＡＩ政策制定部门合作，基于图

书馆员在信息伦理和出版方面 的 专 业 知 识，支 持 其

制定更全面和更合乎道德的政策，确保ＡＩ技术的开

发和使用中优先将社会责任、人 权 和 共 同 利 益 放 在

首位；可与ＩＴ部门合作，如合作建设大学ＡＩ学生支

持系统等，图书馆通过提供用户 相 关 信 息 并 参 与 平

台设计，确保系统满足师生的实际需求；可与教师合

作，致力于ＡＩ影响下教学方法的调整，或通过在课

堂上嵌入 ＡＩ素 养 相 关 培 训，提 高 师 生 ＡＩ素 养；可

与学生合作，协助其高效且合规地运用 ＡＩ工具，提

升写作和学习效果；可与校外技术公司或机构合作，
以获取低成本甚至免费的ＡＩ工具的访问权限；可与

其他图书馆合作，通过共同购买 和 维 护 的 方 式 分 担

ＡＩ工具使用成本。

３．５　图书馆应在助力ＡＩ伦理道德方面积极作为

对于高校等学术机构来说，ＡＩ技术通过自动执

行并分析大量数据产生超出人 类 能 力 的 洞 察 力，有

可能彻底改变研究、教 学、信 息 评 估 等 各 个 方 面，并

带来 隐 私 泄 露、缺 乏 问 责 等 潜 在 风 险［４０］。自 从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通用大模型发布以来，围绕ＡＩ伦理、偏

见和隐私的讨论便一直在扩大，我国早在２０２１年便

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将 伦 理 道 德 融

入ＡＩ全生命周期。图书馆员在信息伦理、隐私和知

识自由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为 ＡＩ伦理相关的讨论提

供独特而有价值的见解，尤其在高等教育ＡＩ伦理政

策的制定中，图书馆的参与可确保ＡＩ技术的开发和

使用考虑 到 更 广 泛 的 社 会 责 任、批 判 性 思 维、公 平

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为制定更加合乎道德要求和规

范的ＡＩ政策做出贡献。此外，图书馆员基于其在数

据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经验，可帮 助 研 究 人 员 识 别 和

解决ＡＩ训练数据的偏差来源，帮助其研究适当的方

法消除偏见。图书馆员还在开发教育资源和制定培

训计划方面有丰富的经验，通过 各 类 培 训 和 研 讨 会

等实践过程增强用户对 ＡＩ伦理、算法偏见、数据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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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知识产权等的认识和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有效

的跨学科合作对于制定全面且符合伦理的 ＡＩ政策

至关重要，而图书馆在构建合作关 系 时 所 展 现 的 优

势确保了不同学科和部门之间能 够 实 现 高 效 协 调。
综上，通过独特的视角、伦 理 方 面 的 专 业 知 识、用 户

教育的实践经验以及跨学科合作 的 能 力，图 书 馆 员

在引领ＡＩ技术在学术界规范使用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有能力 且 应 该 为 ＡＩ伦 理 的 构 建 做 出 更 大 的

贡献。

４　结语

“２０２４世 界 数 字 教 育 大 会”的 主 题 为“链 接 山

海，共赴数字化未来之约”，会议期间，“ＡＩ素养”作

为一个高频 词 被 各 领 域 专 家 反 复 提 起，加 强 ＡＩ教

育，培养学生具备ＡＩ素养，亦是必然的重点发展方

向［４１］。对于图书馆来说，开展信息素养或数字素养

教育既是一项传统的服务，又是图书馆擅长的领域。
图书馆开展ＡＩ素养教育具有良好的基础，将ＡＩ素

养与传统的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或 数 字 素 养 等 结 合

起来则会极大提高素质 教 育 的 效 率 和 效 果。同 时，
图书馆员更应该深刻认识到 ＡＩ对传统信息或数字

素养能力的重大挑战，如ＡＩ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搜

索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其自动生成 内 容 的 能 力 加 剧

了ＡＩ生成内容的不可解释性。相比传统的信息获

取途径，ＡＩ无法解释或确定它的信息来源以及为什

么选择产 生 这 样 的 输 出 内 容［４２］。图 书 馆 员 应 深 刻

理解ＡＩ对个人搜索、获取、选择、评估和批判性使用

信息带来的潜在影响，及时跟进最新技术发展、多途

径参考 最 新 研 究 成 果、积 极 使 用 ＡＩ工 具 进 行 实

践［４３］，在国家 数 字 化 转 型 战 略 发 展 目 标 的 指 导 下，

将数据素养、机器学习素养和ＡＩ素养融入图书馆新

一轮素质教育的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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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ｕｉｄｅ［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ｌａｗ－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ｃｏｍ／ｌａ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ｈａｔＧＰＴ＿ａｎｄ＿ｂｉｎｇｃｈａｔ＿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

２９　Ｏｎ　Ｍａｎｏｒａｍａ．Ｃｏｍｉｃ　ｂｏｏｋ　ｌｏｓｅｓ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Ｉ－ｃｒｅａ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Ｕ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ｎｍａｎｏｒａｍａ．ｃｏｍ／

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３／０２／２３／ｃｏｍｉｃ－ｂｏｏｋ－ｇｒａｐｈｉｃ－ｎｏｖｅｌ－ｚａｒｙａ－ａｉ－ｉｍａｇｅｓ０ｃｏ

ｐｙｒｉｇｈｔ－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ｈｔｍｌ．

３０　Ｏｎ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ｈｉｎｇ．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Ｉ：ｓｅｖｅｎ　ｗａｙｓ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ＡＩ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ｎｅｕｓｅｆｕｌｔｈｉｎｇ．ｏｒｇ／

ｐ／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ｉ－ｓｅｖｅｎ－ｗａｙｓ－ｏｆ－ｕｓｉｎｇ．

３１　ＡＩ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ｉｚｏｎａ．ｅｄｕ／ａｂｏｕｔ－ｕｓ．

３２　Ａｂｏｕｔ　Ｎｉｃｏｌｅ　Ｈｅｎｎｉｇ．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Ｂ／

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ｎｉｃｏｌｅｈｅｎｎｉｇ．ｃｏｍ／ｂｉｏ／．

３３　搜狐．人人都要学？官方明确：２０２４年起，这门必修课全覆盖［ＥＢ／

ＯＬ］．［２０２４－０９－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８０９０３４８４２＿１２１１１

８９４６．

３４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Ｌ　Ｍ，ＭｃＥｌｒｏｙ　Ｋ，Ｗｅｌｈｏｕｓｅ　Ｚ．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８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４（６４）：１６６－１７９．

３５　Ｌｅｏ　Ｓ　Ｌ．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Ｉ　ｒｅｐｏｒ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２０２３，４９（５）：１０２６６１－１０２６６４．

３６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Ｕｓｉｎｇ　ＡＩ　ｔｏｏｌｓ　ｉｎ　ｙ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Ｂ／

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ｄｕ／ａｉ－

ｔｏｏ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３７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Ｉ　ｎｅｗｓ［ＥＢ／ＯＬ］．

［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ｎｉｃｏｌｅｈｅｎｎｉｇ．ｃｏｍ／ｇｅｎ－ａｉ－ｎｅｗｓ／．

３８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Ｉ，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ｓｉｄｅｈｉｇｈ

ｅｒｅｄ．ｃｏｍ／ｎｅｗｓ／ｔｅ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２３／１１／０３／ａｉ－ｍａｒｋｓ－

ｎｅｘ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３９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 馆．创 新 树－全 球 ＡＩ知 识 平 台［ＥＢ／ＯＬ］．

［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ｈｉｔ．ｅｄｕ．ｃｎ／２０２２／０５３１／

ｃ１４７８３ａ２７５６９６／ｐａｇｅ．ｈｔｍ．

４０　Ｍｉｃｈａｌａｋ　Ｒ．Ｆｒｏｍ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ｏ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６３

（７）：９２８－９３８．

４１　教育部．链接山 海，共 赴 数 字 化 未 来 之 约———２０２４世 界 数 字 教

育大会观察［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

ｃｎ／ｊｙｂ＿ｘｗｆｂ／ｓ５１４７／２０２４０２／ｔ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１１１３７９５．ｈｔｍｌ．

４２　Ｔｉｅｒｎａｎ　Ｐ，Ｃｏｓｔｅｌｌｏ　Ｅ，Ｄｏｎｌｏｎ　Ｅ，ｅｔ　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３，１３（９）：９０６－９１７．

４３　Ｋｈｏｓｒａｖｉ　Ｈ，Ｄｅｎｎｙ　Ｐ，Ｍｏｏｒｅ　Ｓ，ｅｔ　ａｌ．Ｌｅａｒｎｅｒ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２３（５）：１００１５１－１００１８２．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４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１２１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实践案例分析与启示／杨波，李书宁，毛芸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ＹＡＮＧ　Ｂｏ，ＬＩ　Ｓｈｕｎｉｎｇ，ＭＡＯ　Ｙｕｎ　　　　　



２０２４

年
第６

期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ＹＡＮＧ　Ｂｏ　ＬＩ　Ｓｈｕｎｉｎｇ　ＭＡＯ　Ｙ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Ａ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２）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ｍｅｅｔ　ｕｓ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Ｉ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ｏｔｈ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５）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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