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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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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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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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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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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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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promoting
 

the
 

responsible
 

us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tudy
 

offers
 

the
 

following
 

insights
 

for
 

Chinese
 

academic
 

libraries
 

to
 

leverage
 

their
 

organizational
 

role
 

in
 

AI
 

literacy
 

education 
 

 1 
 

actively
 

leveraging
 

the
 

organizational
 

role
 

of
 

libraries
 

in
 

AI
 

literacy
 

education
 

within
 

universities 
 

 2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librarians
 

and
 

cultivating
 

AI
 

service
 

talents 
 

 3 
 

exploring
 

AI
 

literacy
 

service
 

content
 

and
 

pathway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4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libraries
 

in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actively
 

exploring
 

cooperation
 

pathways 
 

and
 

 5 
 

actively
 

contributing
 

to
 

addressing
 

AI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era
 

of
 

AI 
 

librarians
 

shoul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I
 

on
 

individuals
 

searching
 

for 
 

accessing 
 

selecting 
 

evaluating 
 

and
 

critically
 

using
 

information 
 

They
 

should
 

keep
 

abreast
 

of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consult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actively
 

use
 

AI
 

tools
 

for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s 
 

librarians
 

should
 

integrate
 

data
 

literacy 
 

machine
 

learning
 

literacy 
 

and
 

AI
 

literacy
 

into
 

the
 

new
 

wave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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