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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图书信息教育改革与发展述评

摘　要　讨论了中美图书信息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分别论述了两国图书信息教育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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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的图书信息教育

1. 1　概况
美国的图书信息教育始于 19 世纪, 著名的图书

馆学家杜威于 1887 年创立了美国第 1 所图书馆学

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营学院 (Schoo l of L i2

brary Econom y)。1926 年芝加哥大学图书信息学院

设立了研究生学位教育。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

初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岁月, 大学学生人数

剧增, 经费投入空前庞大。美国大学图书馆随之膨

胀, 专业馆员奇缺, 从而大大激发了图书信息教育的

起飞, 高峰时图书信息学院竟多达 137 所, 在校学生

超过 2 万。80 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向低迷, 高

等教育随之失去迅猛发展的势头。图书馆对于专业

人员的需求也逐步饱和, 对新进馆员要求日趋严格,

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硕士学位 (L IS) 成为新进馆员

的一项必备条件, 在美国图书馆就业的新一代专业

馆员拥有L IS 学位者几乎达到 90% 以上。美国图书

信息教育在到达顶点之后, 开始滑坡。影响美国图书

信息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面对信息技术

的突飞猛进、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 缺乏足够的思想

准备和必要的应变措施, 在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方

面仍然把“信息”束缚于“书籍世界”的传统领域, 没

有及时走向“信息世界”, 图书信息学院在人才市场

的角逐中处于劣势。1978 年OR EGAN (俄勒冈) 大

学图书信息学院第 1 个关门, 至 1997 年已有 16 所

颇有名气的图书信息学院关闭, 其中包括哥伦比亚

大学、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著名院校的图书

信息学院。

然而, 机遇与危机同在。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复

苏, 为图书信息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与社

会环境。美国图书信息教育在经历了跌入低谷的困

难时期之后正在逐步攀升, 重现生机。

(1) 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由于美国经济的复苏,

图书馆的数目在不断增加, 1996 年全美图书馆总数

达到 52772 个, 提供的职位也在逐步增多, 各类图书

馆的专业馆员有增无减, 1996 年美国图书信息学院

毕业生仍有 88. 4% 在各类图书馆找到了工作。这一

状况重新唤起了学生报考图书信息学院的热情。在

图书信息学院的注册学生有较大幅度增加: 1986 年

8557 人, 1996 年 12586 人, 增长 47% ; 获得学位的人

数 1985～ 1986 年为 3626 人, 而 1995～ 1996 年达到

4848 人。

(2)教学改革初见成效。面对信息技术与信息产

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美国图书信息学院增加了自

我调整与改革的力度, 引进了大批图书馆自动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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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及网络化方面的师资, 改革传统的图书信息教

育课程, 增设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现代化课程, 注意

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 重视与人才市场接轨。

据报道, 经ALA 认可的图书信息学院已有半数以

上正在进行或已完成课程改革, 它们或将课程与技

术结合, 或修改完善课程; 或与其他院系如电子计算

机、通讯工程、企业管理专业等联合开课、设立学位

计划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增加学生的技术能力,

从而大大提高了毕业生在信息人才市场的竞争力。

1. 2　学位设置
由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 认可的美国和加拿

大的图书信息学院一共有 56 所, 其中美国 49 所, 加

拿大 7 所 (这些学院一般都是研究生院, 主要招收硕

士研究生, 其中 24 所图书信息学院还提供博士学位

教育。本文论述硕士学位及其开设课程为主)。图书

信息学院的名称使用L IS (L ib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或L ib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Studies;

L ib 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Services) 的有 40

所, 占 71. 4% ; IS (包括 ISP, IST , 如 Info rm ation

Studies 或 Info rm ation Sciences; Info rm ation Sci2
ence and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等) 的有 7 所, 占

12. 5% ; 二者合计约占总数的 84%。其余的分别称

为L IM (L ibrary and In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 C IS

(Comm unication and Info rm ation Studies ) , C IL S

( Comm unication, Info rm ation and L ibrary

Studies ) , ISL T ( Info rm ation Science and L earn ing

T echno logies)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图

书信息学院的名称已不再是 L ibrary and Info rm a2
t ion 的一统天下, 开始出现M anagenen t、T echno lo2
gy、Comm unication 等富有现代信息的新词语。

为适应蓬勃兴起的信息产业和信息人才市场的

需要, 美国和加拿大图书信息学院在专业方向与课

程设置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56 所图书信息学院

设立的硕士学位已由单一的M aster of L ibrary and

Info rm ation Science (或M aster of L ibrary and Info r2
m ation Science Studies)发展成为 60 余个新学位。例

如M aster of Info rm ation (信息学硕士) ; M aster of

Info rm ationöA rch ives and R eco rd M anagem net (信

息学硕士—档案与文件管理) ; M aster of Info rm a2
t ion H um an2computer In teraction (信息学硕士—人

机交互) ; M aster of Science in T elecomm unications

and N etw o rk M anagem ent (远程通讯与网络管理理

学硕士) ; M aster of Info rm ation, Econom ics, m an2

agem ent (信息学硕士, 经济管理) ;M aster of Science

in Info rm ation R esources m anagem ent (信息资源管

理理学硕士) ; M ST 2T elecomm unications (远程通讯

理学硕士) ; M SöM anagem ent Info rm ation System s

(理学硕士—管理信息系统) ; M L ISöSystem s Sci2
ence (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系统科学) ; M SöEdu2
cation (理学硕士—教育) ;M L SöM S2H isto ry (图书馆

学硕士、理学硕士——历史) ; M L SöM S—Fo reign

L anguage (图书馆学硕士、理学硕士——外国语) ;

M SL SöM S—B io logy (图书馆学理学硕士、理学硕士

—生物学) ; M IS2Chem ical Info rm ation Specializa2
t ion (信息学硕士—化学信息专业) ; M L SöM S2
Chem istry (图书馆学、理学硕士—化学) ;M L SöM A 2
Journalism (图书馆学、文学硕士—新闻学) ; M L Sö

M S2English (图书馆学、理学硕士—英语) ; M L ISö

M aster of M usic (图书馆学信息学硕士、音乐硕士) ;

等等。

1. 3　课程改革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

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与信息密切相关的, 1962

年 F ritz M ach lup 就认为美国经济卷入与信息相关

的活动是必然的趋势。1977 年, 经济学家M arc U ri

Po rat 在美国商务部命名的《信息经济》第 9 卷分析

中加强和扩展了这一理论。1976 年 Edw in Parker 曾

建议用信息时代来描绘我们所面临的新时期。1991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副总统戈尔还在任议员时提

出的“大挑战高性能计算与通讯”法案, 强调了信息

对美国国家繁荣昌盛、经济发展和保持科技领先地

位的重要性。1993 年 9 月克林顿政府正式宣布实施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 (CN II) 行动计划”, 信息高速公

路热由此席卷全球。面临强大的信息革命浪潮, 图书

信息教育显得有些猝不及防,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热门专业到 90 年代竟成冷门专业, 久享盛名的 16

所图书信息学院相继关闭。严峻的事实引起美国图

书信息教育界以及有关组织的严重关注。人们开始

以信息时代的新视角、新高度重新审视图书信息教

育的目标与课程体系, 冀望图书信息教育在 21 世纪

重新成为热门专业。这一情况首先引起了 Kellogg

基金会的注意。该基金会创立于 1930 年, 是非营利

组织。它所资助项目的兴趣在于人类健康、食品系统

与农业发展、青年与教育、高等教育、慈善与福利事

业等领域。它的宗旨是:“帮助人们自己通过将知识

和智力应用于实践来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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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该基金会声称自运行之初就不断注意提高个

人、机构、团体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能力。针对美国

图书信息教育的状况, Kellogg 基金会于 1994 年提

出了“人类信息系统资源管理”(H um an R esources

fo r Info rm ation System s M anagem ent, HR ISM ) 计

划。这项计划总体目标的实现, 将给图书馆与信息科

学领域职业与教育带来确定的明显变化, 这些变化

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的能力——这些需

要表现在增加信息、扩展知识基础和新的通信系统

方面。Kellogg 基金会直接资助 4 所图书信息学院进

行教学改革, 它们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密歇根大学的信息学院、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的信息学学院、伊利诺依大学的图书馆学与信息

科学研究生院。

1. 3. 1　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改革
4 所学校中尤以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改革力度

最为显著。该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IST ) 自 1994

年获得 Kellogg 基金会“人类信息系统资源管理”计划

资助之后, 开始着手研究“重新定义 21 世纪信息专业

人员的含义”, 并为他们制订了新的教育计划。

新的教育计划设立了 3 种硕士授予学位: M as2
ter of Science, L ib rary & Info rm ation Science (图书

馆与信息科学理学硕士) ; M aster of Science in In2
fo rm ation System s (信息系统理学硕士) ; M aster of

Science in Softw are Engineering (软件工程理学硕

士)。这 3 种学位是紧密相关的, 它们在课程设置、能

力培养和专业技能方面都有部分重叠的内容, 但是

每种学位同时也被它们各自的主要目标、学生知识

背景和毕业生从事的职业选择所区别。

1. 3. 1. 1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图书馆

学与信息科学理学硕士学位教育在美国教育界颇有

名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6 年发表的全美最

佳研究生院排行榜中该研究生院名列前 10 名。该院

也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可的全美第 2 位老资格的图

书情报学院。该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包括在服务与信

息系统、信息中心和信息公司等机构和组织中工作

的图书馆员。攻读这一学位的学生一般应当具有一

定的学术与专业背景, 并且要求具有个人在信息服

务方面的技能; 尽管技术背景不是必需的, 但是学生

应当在计算机为基础的电子信息资源开发中发挥关

键性作用。为达到这一目标, 该学位创立和增加许多

有关计算机技能的课程, 这些课程使图书馆课程与

信息系统课程相结合。学生完成这一学位要求取得

60 学分, 如已具备相关学科知识或在课程相关领域

有充足的专业经验, 则允许修完 48 学分。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理学硕士学位计划有 7 门必

修课程 (共 28 学分)。这 7 门必修课程是: 信息资源

与服务É , 信息资源与服务Ê , 信息服务的职业与社

会方面, 行为研究, 信息分析系统概论, 管理信息组

织, 信息服务设计与评价。

通过该学位计划, 任何学生可以获得学校图书

馆媒体专家犹太图书馆员资格证书, 医学图书馆协

会还为之提供医学信息专家证书, 学院为准备申请

上述证书的学生提供了必要的课程。

1. 3. 1. 2　信息系统理学硕士学位

该学位大致可以被描述为应用计算机科学和软

件工程相结合的学位计划。开设的课程强调在开发

系统终端用户的重要性, 它的目标是把技术应用到

真正的数据处理问题。攻读这一学位的学生被要求

修满 60 学分 (大约 15 门课程) , 如在相关领域有过

一定专业经验的学生则最低限度要求达到 48 学分。

15 门课程中有 8 门课 (32 个学分) 是必修课, 它们

是: 信息系统分析概论, 数据库管理, 人与计算机的

交互作用, 分布式计算与网络, 信息系统分析, 信息

系统评价, 软件规划管理, 信息系统管理。

此外学生还须从下列课程中选择 16 个学分学

习: 计算机文本处理, 信息系统中的应用程序, 数据

库管理Ê , 应用信息与数据库技术, 知识基础系统,

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工作, 系统动力学概论, 文摘与索

引, 知识与信息检索, 语言处理, 需求工程与管理, 信

息系统实现, 软件工程进程É , 软件工程进程Ê , 机

构的信息服务, 调查研究, 人工智能信息系统, 知识

工程, C + + 语言介绍, 发展中的多媒体, 信息系统

研究讨论, 数据仓库等。

其他 12 个学分可从学院认可的其他课程中自

选。

1. 3. 1. 3　软件工程理学硕士学位

它创立于 1996 年。这一学位的宗旨是建立以用

户为中心的信息和软件系统。 IST 认为专业人员关

心发展必须保持观念和技术的现代化, 必须经常更

新信息媒体专家的技能与知识, 因此它十分注意向

图书馆和信息媒体专家提供短期的继续教育计划。

该学位是由艺术与科学学院、工程学院和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院共同主持的多学科融合的大学学

位。这项学位计划是充分利用德雷克塞尔大学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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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学科资

源创立的新学位, 学位计划在全日制 2 年或 3 年内

完成。学生必须攻读 6 门核心课程 (20 个学分) , 这 6

门课程由上述 3 所学院各提供 2 门, 其余的课程学

生可跨越学科范围, 选择与自己职业兴趣有关的课

程。这 6 门课程是: 软件设计 (由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系提供) , 可靠的软件系统 (由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提供) , 计算机硬件基本原理 (由电子和计算机工程

系提供) , 计算机网络设计 (由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

提供) , 工程与管理需求 (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提

供) , 软件工程管理 (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提供)。

1. 3. 2　其他 3 所大学的改革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信息学院、密歇根大学信息

学院、依利诺依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分

别设立了“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理学硕士”、“信息学硕

士”、“理学硕士”3 种硕士学位以及有关的博士学

位。它们所设立的硕士学位课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

4 个组成部分:

(1) 信息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包括信息学基础、

信息科学、信息伦理和政策、信息政策讨论、版权、信

息经济学、信息学研究方法、信息科学统计学等课程。

(2) 信息资源收集、组织、检索与管理: 包括人

类资源管理、信息收集管理、社会系统和信息收集、

馆藏发展与管理、信息需求评估、信息组织、信息组

织管理、主题分析、高级编目与分类、信息资料保管、

信息资源保护、信息资源和服务、电子信息来源与服

务、高级电子信息服务、媒体资源的设计与生产、多

媒体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再现、信息检索原理、查找与

检索、联机检索和数据库、信息利用、信息选择与学

习、主题检索系统的分析设计、档案资料的检索系

统、档案和病案管理概况、档案管理实践等课程。

(3) 信息服务及其专门领域: 包括信息服务概

况、图书馆信息服务、人文科学信息需求与服务、社

会科学信息需求与服务、科学技术信息需求与服务、

政府信息资源与服务、商业信息源、医学信息学、卫

生科学信息资源与服务、卫生科学信息源、政府信息

资源与服务、法律信息资源与服务、青年信息需求、

成年人信息需求、儿童信息需求等课程。

(4) 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网络、多媒体及数字

化图书馆。包括设计技术: 方法与手段、小型非营利

组织的信息技术、超文本链接语言 (H TM L ) 技术、计

算机系统的发展与设计、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程序

设计、数字世界的维护、数字化图书馆业、管理网络

与远程通讯、网络管理、网络多媒体管理与生产、数

据库管理系统、信息图像、信息与图像管理、数据库

应用设计、复杂的万维网节点设计等课程。

1. 4　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原则与特点
4 所学校乃至全美 49 所图书信息学院的改革

方式、幅度与课程, 虽然不尽相同, 但是所依据的原

则与特点却是惊人的一致:

( 1) 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设计根据社会的需

要, 即不仅考虑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的图书信息工

作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瞄准信息产业人才市场的需

要。因此改革总体目标是培养信息技术、信息内容、

社会与行为力量、商业谋略以及所有可以促进社会

与个人事业发展的知识的信息专业人才。

(2) 拓宽专业适应面, 力图改变图书信息学院

单一的封闭式的教学模式, 鼓励与其他院系共同设

立学位课程。重视开设专门领域信息服务课程。

(3) 促进图书信息专业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

融合, 注意吸收其他学科专业人员充实教师队伍, 改

善教师队伍专业结构。1986 年美国图书信息学院的

专职教师为 561 人, 兼职教师 609 人, 1996 年专职教

师 561 人, 兼职教师 752 人, 兼职教师的人数甚至超

过专职教师。

(4) 面向现代化, 设立高起点的课程体系, 改革与

充实教学内容, 努力吸收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成果, 以有

利于课程体系的持续发展。

(5)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将信

息与计算机专业相结合形成一个创新领域, 建立新的

学习结构与教学模式, 即从 1 位教师讲授 1 门课程以

及面对面的传统教学模式中解脱出来, 实现人机交互

式的学习环境。

(6) 重视开展远程教育。由于科技的飞跃发展,

美国家庭电脑的普及率已达到 4115%。通过交互式

电视、多媒体网络等多种形式, 教师和学生间可以实

现异地授课。美国几乎所有的图书信息学院都已开

展远程教育。现在无论是在大都市纽约, 还是在偏僻

的落基山脉地区, 像蒙大拿、怀俄明和内华达等地,

学生都不会因为地理上的因素失去学习的机会, 学

生都可以利用网络完成连续的课程计划, 并最后获

得学位。

尽管如此, 美国图书信息教育毕竟关闭了 16 所

学校, 如今改革使美国图书信息教育增加了新的活

力, 正在走向复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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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的图书信息教育

2. 1　概况
中国图书信息学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可分为 4 个

阶段。

第 1 阶段 (1920～ 1976 年) 是传统的图书馆学

教育。1920 年诞生了中国第 1 所图书馆学校——武

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前

身)。1947 年北京大学设置图书馆专修科。1956 年武

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均由 3 年专科改为 4

年制本科。1949～ 1976 年只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长年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教育。这一阶段图书馆

学教育多以图书馆工作程序为对象, 内容则以经验

描述为主体, 图书馆学教育基本上是内向型的封闭

体系。

第 2 阶段 (1976～ 1986 年) 是图书馆学与情报

学一体化教育阶段。由于科技情报事业的兴起, 情报

学脱颖而出, 武汉大学于 1978 年率先创办科技情报

专业, 1984 年成立我国第 1 所图书情报学院。之后

一批院校纷纷开办情报学专业或者将系名改为图书

馆学与情报学系 (或图书情报系)。课程设置与教学

内容突破了图书馆学的传统范畴, 呈现明显的情报

化倾向, 同时, 计算机应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向。

第 3 阶段 (1986～ 1998 年) , 图书馆学、情报学

教育进入了学科化、技术化、专业化教育时期。图书

情报教育十分注意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学说、新

方法, 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以计算机为中心

的信息技术成为图书情报教育的主干课程, 标志着

图书情报教育开始迈入崭新的信息时代。这一阶段

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专业相结

合, 产生了明显的学科优势, 医学图书情报、农业图

书情报等专业化教育应运而生。据统计, 到 1998 年

全国共有图书信息系 55 所, 估计在校学生达 10000

人, 每年毕业生达 2000 人左右。

第 4 阶段 (1998～ 　) 是图书信息教育重组阶

段。这一阶段的酝酿时期, 实际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已开始。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浪潮汹涌而至, 情

报的含义逐渐被“信息”所代替, 1992 年 9 月全国科

技信息工作会议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

息”。由于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 图书情

报人才就业市场受到强烈冲击, 1986～ 1988 年北京

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的毕业生 90% 依然选择到

各类图书馆工作, 而到 1990～ 1992 年选择到图书馆

工作的毕业生却急剧下降到只有 22% ; 到 1994 年

仅有 16% 的毕业生选择到图书馆、情报所工作, 大

部分毕业生则选择电脑信息公司或外资、合资企业

等高工资部门。为了顺应信息人才市场的需要, 1992

年 10 月 31 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改名

为信息管理系。原国家教委于 1997 年颁发的研究生

专业目录将“图书馆、情报、档案管理”改为一级学

科, 下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 个二级

学科。而 1998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则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之下分

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图书馆学”、“档案学”

专业。

2. 2　专业设置
新的《专业目录》将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

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等专业合并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隶属于管理学学科门

类之下, 图书信息教育出现了重组局面。中国图书馆

学、情报学教育演变成了图书馆学、信息管理教育,

即图书信息教育。毋庸讳言, 这里的“情报学”演变成

了“信息管理”, 数个有关“信息”专业合并为“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1 个专业。据统计, 到 1995 年底, 全

国 1080 所全日制普通高校共设置了 31 个管理信息

系统 (M IS) 专业, 31 个信息工程专业, 26 个电子学

与信息系统专业, 89 个经济信息管理类专业, 此外

还有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等, 加

上 55 个图书信息专业, 总数达到 200 余个信息专业

(据教育部 1999 年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设置一览》, 已将这些专业中的大部分归并成为 151

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归并之后, 原有各

专业对这个新专业的内涵范围、特点等的认识和理

解不尽相同, 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经有

关部门同意, 1998 年 10 月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联合主持召开了“全国高

校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研讨会”,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

统一了关于核心课程的认识, 确立了 8 门核心课程,

为合并后的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共同

基础。

2. 3　培养目标与课程改革

2. 3. 1　培养目标
专业重组意味着传统的图书情报教育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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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重大变化。

2. 3. 1. 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该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

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 掌握系

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 以及信息管理

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能在政府管理部门、经济部

门、科研单位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

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毕业生主

要应具备以下知识能力: ①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② 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方法、

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 ③ 具有信息组织、分析研究、

传播与开发利用的基本能力; ④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⑤ 获取信息的能

力,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收集的基本方法, 具有

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⑥ 了解本专业相

关领域的发展动态。

2. 3. 1. 2　图书馆学专业

该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系统的图书

馆学基础理论知识, 有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 能在图书情

报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

及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图书馆高级专门人才。

毕业生主要应具备以下知识: ①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和关于文化、教育、科学的基本理论; ② 熟

悉我国关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和图书馆事

业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③ 掌握图书馆学与信息管

理的基本知识,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向;

④ 掌握图书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从事科学研究

的初步能力; ⑤ 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文献信息的搜

集、处理、研究、开发与传递的实际能力; ⑥ 具有较

强的中外文检索、阅读能力以及人际交流能力。

2. 3. 2　课程改革
2. 3. 2. 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1998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信息管理专业

教育研讨会”就核心课程达成了共识。这 8 门核心课

程是: 管理学原理、经济学、信息管理学、数据结构与

数据库、信息组织、信息存贮与检索、计算机网络、管

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核心课程的确定既奠定了

共同的基础, 又为原有的各专业拓宽了发展空间。原

有专业可根据自己的背景、条件及地区或行业的需

要, 设置背景基础课、通识课, 以适应培养 21 世纪信

息人才的需要。

2. 3. 2. 2　图书馆学专业

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改革既继承了传统的精

华, 又吸收了信息管理、信息技术方面的新内容。它

的主干课程是: 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管理、信息管

理概论、信息用户研究、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与

主题法、文献编目、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科技文

献检索、咨询与决策、信息市场学、文献计量学、信息

经济学、计算机运用、系统设计与分析、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管理、文献学概论、目录学概论等。

2. 4　改革与发展所依据的原则与特点
中国图书信息教育自 1949 年 10 月建国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体现了如

下原则与特点:

(1) 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们

对于图书信息教育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书籍世

界”, 而是迅速进入了“信息世界”。认识的飞跃, 促进

了我国图书信息教育 (包括专业设置与课程计划) 创

新体系的发生与发展。

(2) 主动适应信息人才市场的需要。当前中国

高等教育正面临外部环境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 这

些变化主要来自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经济体制的

根本转换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引发了人才需求

原有格局的重大变化, 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崛起。中国

的图书信息教育适当地调整了专业培养目标, 为中

国的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准备

了必要的人才。

(3)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虽

然受经费、设备等条件的限制, 但各教学单位都在逐

步实现人机交互式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目前国内比较知名与

实用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与著名的大型文

献数据库大都是由图书信息专业毕业的博士、硕士、

学士研制开发的, 就是有力的证明。

(4) 传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课程发生了重大

变化, 紧紧地瞄准信息技术发展前沿, 把以计算机为

中心的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带头学科和主干课程,

为中国图书信息教育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5) 强调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 淡化专业

界限, 拓宽专业口径, 坚持培养具有宽厚基础, 学有

专长的综合型人才和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的方针,

尤其是在培养专门领域信息管理人才和图书馆学人

才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6) 注重人才培养合理分流。新的专业目录将

专业设置分为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管理, 既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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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图书馆、档案馆所需的专业人才, 又可培养信息产

业、信息服务业所需要的信息管理专业人才, 有利于

人才的合理分流, 有利于图书馆、档案馆和信息服务

业的健康、协调发展。

(7) 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始终是热门专

业。据悉专业目录调整以后, 全国现有图书馆学专业

20 个, 信息管理专业 151 个, 数量居所有 249 个本

科专业中第 14 位。同时, 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博

士等高层次教育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从 1981 年教育

部批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具有

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到 1998 年, 全国已有图书馆学

硕士授予点 13 个, 博士授予点 3 个; 情报学硕士授

予点 18 个, 博士授予点 3 个。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

养不仅提高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而且也

为学科建设和图书信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高级专业

人才。

(8) 专业重组。将图书信息教育置于管理学科

门类之下, 同时将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管理等各

个专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专业, 拓宽了专

业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照顾信息管理各专业的统一,

另一主面却忽视了信息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

案学、文献学等学科专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即学科群

建设问题。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认识, 信息科学是一个

学科群, 它应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

等相近与相关学科专业。如今原隶属于各学科门类

的信息管理 (如经济信息管理、医学信息管理、林业

信息管理等) 统一为信息管理专业, 那么图书馆学、

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等组成的信息科学学科群在

专业目录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情报学是国家标准《学

科分类与代码》(GB öT 13745—92) 确认的学科, 而新

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却没有情报学这一学科学业。

为什么没有?信息管理与情报学又是什么关系?显然

由专业重组导致的学科重组将成为 21 世纪开局急

需探讨的问题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 中国

的图书信息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适应迅速崛

起的信息产业的人才需要方面, 甚至比美国图书信

息界反应更为迅速, 转轨更为及时。中国的图书信息

教育正在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信息与知识时代新的

机遇与挑战。

通过以上对于中美图书信息教育的比较, 我们

可以得出一个鲜明的结论: 中美图书信息教育各有

特色, 都正在加快改革进程, 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

果。在信息科学与技术等高新科技的带动下, 21 世

纪将是图书信息教育沿着改革与发展的道路走向辉

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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