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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

程焕文　 潘燕桃　 张　 靖　 肖　 鹏　 陈润好

摘　 要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尤其是图书馆事业持续高速发展，然而，图书馆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滞后

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课程体系未能适应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需求，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专业认同感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教学团队秉持“文化遗产是根源、文化设施是根基、文化人才是根本”的“三根”

人才培养理念，采用“多层次的课程体系结构、多类型的课程资源建设、多维度的教学支撑机制”的“三多”人才培

养模式，实行“早科研、早实践、早服务”的“三早”人才培养方式，创建面向国家文化需求，融合“教学、实践、科研、

服务”的“四位一体”图书馆学教育模式，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向。 表 ２。 参考文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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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
络化、数字化和移动通讯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

变全球图书馆的生态与发展。 与此同时，席卷

欧美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振导致欧美图书馆事

业出现衰退迹象，图书馆学人才的需求降低，图
书馆学教育何去何从成为全球图书馆学教育面

临的共同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以大

数据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去图书馆化”趋向，欧
美的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性正在不断降低。 与

此相反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

公共文化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公
共图书馆迈入了百年以来的黄金时代，图书馆

学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 但是，由于国际图书

馆学教育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出现了

与国家重大文化发展战略需求脱离的倾向。 如

何建立既符合世界图书馆学教育潮流又具有中

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是当今我国图书

馆学教育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为此，中山大

学经过十余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功创立了

面向国家文化发展需求，集教学、实践、科研和

服务四位一体的图书馆学人才培养体系，引领

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１　 全球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的两种趋向

网络化数字化是新世纪全球图书馆和图书

馆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然而，受经济的影响，
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此消彼长，图书馆学教

育正在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向。
（１）以英美为中心的“去图书馆化”图书馆

学教育趋向

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１ 世纪以来曾经引

领世界公共图书馆发展潮流的英美公共图书馆

开始萎靡不振，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 据统

计，在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３ 财年，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数

量、从业人员、经费、文献馆藏量、文献外借量等

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６ 年间，公共图书馆

减少了 ３７２ 个，图书馆员减少了 ６ ３４０ 名，公共

图书馆的政府预算缩减了 １ ５ 亿英镑［１］ 。 据美

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的调查，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６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数量减少 ６０ 个；公共

图书馆印刷文献馆藏量、流通量、流通人次均在

下滑，降幅分别约为 ７％、９％、１０％，电子文献馆

藏量则增长了近 ２０ 倍；图书馆注册用户数仅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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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一定水平，未见明显提升；美国政府对公共

图书馆的预算减少了 ２ ６９０ 万美元［２－５］ 。 美国公

共图书馆协会发布的《２０１７ 年公共图书馆数据

服务报告：特点和趋势》也显示，近 ５ 年来美国

公共图书馆的注册读者数量、书刊流通册数、到
馆人次、馆内浏览人次、参考咨询人次等指标几

乎都在持续下降［６］ ，平均降幅超过 １０％。 除英

美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外，澳大利亚政府也缩减

了图书馆预算，澳大利亚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数

量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减少了 ５００ 个［７－８］ 。 日本的

公共图书馆发展速度也有所放缓，１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日本的自动车图书馆、图书馆员、年入藏图

书、图书购置年度预算等指标总体均呈下降

态势［９］ 。
图书馆事业的不景气直接导致图书馆学人

才需求的降低和图书馆学教育的低迷。 在这种

情形下，在美国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界兴起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加盟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院系不再是纯粹的图书馆学信息学院

系，还包括与计算机、网络、通信、媒体、传播等

相关学科的院系。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试图构建以大数

据为中心的新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去图书

馆化”自然成为不可避免的共同趋向。 ２０１６ 年，
美国首屈一指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

学情报学研究生院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ＩＵＣ）更名为信息学学

院（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 。 时至今

日，在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成员的院系名称、学位名称、
课程名称和教学内容中已经难觅“图书馆”字

样，不少 ｉＳｃｈｏｏｌ 联盟成员甚至对图书馆和图书

馆学教育充满了不屑，与杜威当年创办图书馆

学校的初衷渐行渐远，与图书馆的关联越来越

松散疏远。 据美国教育中心的相关数据统计，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４ 财年，美国每年获得图书馆学硕士

学位人数由 ７ ４４８ 人降为 ５ ２５９ 人，每年获得图

书馆学博士学位的人数由 ６４ 人降为 ４４ 人［１１］ ，
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数量正在逐年下降。 这

种趋向是对是错，现在尚难以判断，但是可以肯

定的是，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正在使图书馆学人才的培

养失去专业性。
有鉴于此，由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Ａ）和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

会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ＡＡＳＬ） 成立的教育工作者培养认证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ＣＡＥＰ） ［１２］ ，为了加强未成年人图书馆员的

教育， 不得不依照 ＡＡＳＬ⁃ＣＡＥＰ 联合认证 计

划———《ＡＬＡ ／ ＡＡＳＬ 学校图书馆员职业启动标

准（２０１０）》（ＡＬＡ ／ ＡＡＳ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ｒ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 ２０１０）， 简 称 ＡＬＡ ／
ＡＡＳＬ 标准） ［１３］ ，将未成年人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的认证从传统的图书馆学院系拓展到各高校的

教育院系。 目前，经过 ＡＡＳＬ⁃ＣＡＥＰ 认证的美国

高校学校图书馆教育项目已超 ６０ 个［１４］ ，其中有

近 ９０％的认证院系为教育院系。 未成年人图书

馆人才培养的“外化”可以说是美国图书馆协会

和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对 ｉＳｃｈｏｏｌ 院系“去图

书馆化”的一种自我救赎。
（２）以国家文化发展需求为中心的“专业主

义”图书馆学教育趋向。
与英美图书馆发展萎靡不振截然不同的

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持续高速

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事

业，特别是公共文化事业迈入了前所未有的大

发展、大繁荣时期，公共图书馆在新世纪进入了

百年以来的黄金时代。 据文化和旅游部历年发

布的文化发展统计公报（见表 １）统计，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７ 年，我国图书馆各项发展数据稳步上升，公
共图书馆数量、从业人员、建筑面积等指标持续

增长，公共图书馆借书证数量和参与读者活动

人次的涨幅分别达到 １７１％和 １１６％，公共图书

馆事业欣欣向荣。
２０１７ 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和实施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使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有

了法律保障。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和国家文化发展的双重影响使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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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情况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１５－２０］

　 　 　 　 　 　 　 　 年份

项目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公共图书馆（个） ３ ０７６ ３ １１２ ３ １１７ ３ １３９ ３ １５３ ３ １６６

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人） ５４ ９９７ ５６ ３２０ ５６ ０７１ ５６ ４２２ ５７ ２０８ ５７ ５６７

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１ ０５８ ４ １ １５８ ４５ １ ２３１ ６ １ ３１６ ７６ １ ４２４ ２６ １ ５１５ ２７

图书总藏量（万册） ７８ ８５２ ７４ ８９６ ７９ ０９２ ８３ ８４４ ９０ １６３ ９６ ９５３

阅览室座席（万个） ７３ ４６ ８０ ９８ ８５ ５５ ９１ ０７ ９８ ６ １０６ ４２

公共图书馆借书证（万个） ２ ４８５ ２ ８７７ ３ ９４４ ５ ７２１ ５ ５９３ ６ ７３６

流通人次（万） ４３ ４３７ ４９ ２３２ ５３ ０３６ ５８ ８９２ ６６ ０３７ ７４ ４５０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万） ３３ １９１ ４０ ８６８ ４６ ７３４ ５０ ８９６ ５４ ７２５ ５５ ０９１

外借人次（万） １７ ４０２ ２０ ５５２ ２２ ７３７ ２３ ０８５ ２４ ８９２ ２５ ５０３

读者活动（次） ８１ ８９０ ９１ ５２０ １０３ ５８６ １１４ ５４４ １４０ ０３３ １５５ ５９０

参与读者活动人次（万） ４ １０８ ４ ４１１ ５ ０１５ ５ ９０８ ７ １３８ ８ ８５７

向。 一种是因袭模仿英美图书馆学教育的百年

套路，追逐英美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潮流。 另一种是扎根

中国大地，去“西方中心化”，面向国家文化发展

需求，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图书馆学人

才培养体系。 与英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趋向截然不同的

是，后一种趋向在不断丰富图书馆学教育的信

息技术内容的同时，以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为

立足点，以文化自信为指引，对中国图书馆发展

充满了信心和敬畏，特别强调图书馆学教育的

专业性，始终与国家文化发展和图书馆发展密

切结合，从而开创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新局

面，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向。

２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主

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滞后于国家文

化事业发展

中国图书馆事业正处在大发展大繁荣时

期，可是，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整体规模偏小，
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求。

２０１７ 年，我国共有 ２５ 所高校开设图书馆学

本科专业，比 １９９８ 年时新增了 ５ 个图书馆学本

科专业点［２１］ ；各院校图书馆学专业的招生规模

偏小，全国每年的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人

数约为 ６００ 至 ７００ 人［２２］ 。
目前我国已开设 ４０ 个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点［２３］ 。 从各院校招生简章可知，各院系每年招

收科学学位图书馆学硕士生大约 １０ 人左右，粗
略估计，我国每年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人

数约为 ４００ 人。
全国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最新发布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发

展报告》显示：２０１７ 年招收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人

数为 １ １０９ 人［２４］ ，其中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在职研究生。
根据上述粗略统计，我国每年培养的图书

馆学本科生和硕士生人数大约为 ２ ２００ 人左右。
考虑到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并非全部是

各类型图书馆，不少毕业生热衷于政府部门、事
业单位、学术机构和公司企业，也有自主创业

者，最后服务于图书馆的毕业生大体不足总数

的 ５０％。 相对我国现有的 ３ １６６ 个县级以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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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馆和 ２ ６００ 多个高校图书馆而言，这种图

书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需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已严重

滞后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
（２）图书馆学课程体系未能适应国家重大

文化发展战略需求

受英美 ｉＳｃｈｏｏｌ 运动的影响，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的一些图书馆学教育院系亦转向人才培养

定位模糊的信息管理和数据科学。 在经历了用

信息、知识和数据取代图书馆和图书的几次变

更之后，现有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同样难觅

“图书馆”和“图书”的踪影，传统的图书馆学教

育核心课程，如图书馆管理、藏书建设、图书分

类、图书编目、文献检索、读者服务等，已相继被

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组织、信息挖掘、
数据管理等取代，目录学、图书和图书馆史、古
籍编目等课程在不少院系的课程体系中消失。
一言以蔽之，以网络化数字化为导向的泛信息

技术课程正在全面取代图书馆学专业课程。 这

种转变因应了数字化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和时代

要求，但是并不能满足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具体需求。 ２１ 世纪以来，公共文化发展、文化遗

产保护和全民阅读推广早已成为国家文化发

展、文化传承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大战略，可
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遗产保护、阅读推广、公共

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等在现有的图书馆学课程

体系中十分鲜见。 于是，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

犹如浮萍，虽能随着英美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潮流起伏飘

荡，却无法扎根中国大地，满足国家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需求。
（３）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与专业

认同感不足

图书馆学教育的泛信息技术导向和“去图

书馆化”趋向，使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图书馆认

知不断淡化。
一方面，传统的“馆系合一”图书馆学教育

模式在今天已经难觅踪影，现阶段的图书馆学

人才培养，多囿于课堂教学，图书馆专业实习日

渐式微，学生的图书馆实践能力已不能满足图

书馆工作的需要，毕业后到图书馆工作基本上

得从头学起。 这使得图书馆对图书馆学专业的

毕业生失去兴趣，以致不少图书馆在招聘毕业

生时并不把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作为首选，有
的甚至不招收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 如此恶性

循环，既不利于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图书馆在我国的社会认识上地

位本来就不高，图书馆学教育的“去图书馆化”
又使得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难以建立起学科自

信、专业精神和职业情感，专业认同感普遍不

足。 这种不足直接导致许多图书馆学专业的毕

业生对图书馆就业失去兴趣，在择业上并不把

图书馆作为首选，而是备选，甚至根本就不选。
这种现象显然与图书馆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相悖，不利于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３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路向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进入文化大发展时期，与
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的国家文化发展战

略和国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构建覆盖城乡

的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２５］ ，二是中华古籍

保护计划［２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中华优秀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２７］ ，三是推广全民阅读，建设

学习型社会。 根据国家文化发展需求，针对图

书馆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山大学在图书馆学

教育上锐意改革，经过十年的全方位探索和实

践，构建了以国家文化发展需求为目标导向，扎
根中国大地，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
该体系堪称“中山大学模式”，可传播，可借鉴，
可复制。

３．１　 中山大学模式的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观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以“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度概括教育在新时

代的重要地位，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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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根本

问题是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 图书馆学教育理所当然应该把培养国家

文化发展和繁荣急需的专业人才作为根本的培

养目标和教育任务。
十余年来，中山大学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

系统的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观。
（１）以文化自信为引领的“三根”人才培养

理念

十余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秉持“文
化遗产是根源、文化设施是根基、文化人才是根

本”的“三根”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学人才为目标导向，强调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应当积极面向国家文化需求，
扎根中国大地，以文化自信为引领，以发展繁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使命，培养学生从事

图书馆工作，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和文献保护事

业的信心、热情和能力。
（２）以文化需求为导向的“三多”人才培养

模式

图书馆学专业必须坚持把满足国家重大文

化发展战略需求作为首要任务，不但要满足图

书馆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需求，而且要满足文

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需求。 为此，中山大学建

立了多层次的课程体系结构、多类型的课程资

源、多维度的教学支撑机制的“三多”人才培养

模式。 通过设计多层次的课程体系，将专业课

程、精品课程、通识课程和新兴课程合理纳入教

学方案；建设包括在线资源、国家级教材、双语

教材等在内的多类型教学资源；在此基础之上，
形成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教学考核和奖励机

制，实现了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３）以文化发展为重心的“三早”人才培养

方式

为提高图书馆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和专业认

同感，中山大学实行“早科研、早实践、早服务”
的“三早”培养方式，积极探索图书馆学专业人

才培养的新路径。 在坚持以文化发展为重心的

前提下，实现课程教学、科学研究、专业实践和

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通过进阶式科研训练、实
践教学嵌入专业课程、公益服务研习等方式，为
学生从事实践工作和进一步深造奠定坚实

基础。

３．２　 中山大学模式的“四位一体”图书馆学人

才培养体系

　 　 在上述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观的指导下，中
山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在教

学上，创新“基础—核心—通识”多层次课程体

系，培养专业与文化素养；在科研上，让学生参与

图书馆立法研究等科研项目，培养研究与创新能

力；在实践上，开展公共图书馆服务、古籍修复等

专业实践，培养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在服务上，
持续开展汶川、北川图书馆服务研习等项目，培
养社会责任与服务精神，构建了集教学、科研、实
践和服务“四位一体”的图书馆学人才培养体系。

（１）教学

以公共文化与文化传承为核心课程体系的

创新点，同时开展博雅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文

化素养与综合素质。
着力建设核心课程体系。 在课程设计方

面，强调课程的精品化、现代化、国际化、创新性

和多样性。 以“信息资源共享”课程作为教学改

革示范，致力于打造精品化课程，该课程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 同时推动“图书与图书馆史”
等为代表的传统课程的现代化，创建“文献保护

与修复”等一系列全英（双语）课程，实现传统图

书馆学课程体系的更新迭代。 与此同时，引入

“图书馆、信息与社会”等国际专业课程。 在此

基础上，专门配套建设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形成

在线课程、教学视频、教学案例、国际引智资源、
实验室、实践基地等多层次的创新课程资源

体系。
构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开展通识教育和

博雅教育，建立了阶梯式的通识教育体系。 具

体包括：①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启动“中山大学博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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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计划”，每年将 ３０％的图书馆学本科生纳入学

校的博雅精英培养计划，接受跨学科的、扎实的

人文社科通识教育。 ②通过开设“中国图书文

化”等全校公共选修课程，实现图书馆学专业核

心课程的通识教育改革。 ③创建和推广信息素

养通识课程，先后创建了在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平

台上线的“信息素养通识教程”慕课和中山大学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信息获取与利用”等。
协同创建全新教学模式。 为改变传统填鸭

式的教学模式，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并改革

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实践教学、情境教学、互动

教学、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创设了以“理

想图书馆”乐高模型展示会、图书馆员角色扮演

等为代表的新型教学互动模式。 同时，还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开发在线开放课程，打造以

“信息资源共享”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图书文

化”网络课程以及“信息素养通识教程”慕课为

主体的在线课程体系。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中国爱课

程网的“信息资源共享”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的访问量达 ３ ２ 万余人次，１ ３ 万余名学生自主

参加“中国图书文化”在线课程的学习，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平台上的“信息素养通识教程”慕课吸引

来自全国 ６００ 多所高校 ２ ２ 万余名学生学习。 中

山大学图书馆学特色教学资源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特色教学资源

序号 类型 名称 项目类别 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课程

信息资源共享 国家级精品课程 ２００７

信息资源共享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爱课程） ２０１６

信息资源共享 网络课程 ２００５

信息素养通识教程：数字化生存的必修课 慕课（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 ２０１７

信息获取与利用 网络课程 ２００８

图书与图书馆史 广东省省级精品课程

中国图书文化 在线课程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教材

《信息资源共享（第二版）》 面向 ２１ 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

《信息资源共享》 面向 ２１ 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信息检索通用教程》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文献保护与修复》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信息素养通识教程》 慕课配套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

《图书馆家园：博雅服务研习项目》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中国图书文化导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１５

１６

１７

专业

资源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网站 ２０１３

世界图书馆学专业资源网站 ２００５

科研训练教学资源 ２０１２

（２）科研

强调“早科研”，将普遍在大学三、四年级才

开展的毕业论文相关科研训练贯穿于本科教育

的整个周期，通过进阶式科研训练，有规划、阶
梯式地培育学生的科研能力。

大一入门：开设研究方法课程。 通过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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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方法”等专门课程，并实现课程体系

与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方式，向一年级新生提供

社会科学研究、专门研究方法的课程或训练营，
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

大二实训：建立学生提早参与科研的督导

机制。 实施科研导师制，强调本科生对实际科

研项目的参与，依托中山大学图书馆与资讯科

学研究所，推动师生共同完成了图书馆立法研

究、《广州大典》、广州全民阅读指数调查研究等

多个较具影响力的科研项目。
大三强化：设立专门面向本科生的科研项

目。 每年为学生设立专门的自主科研项目，同
时鼓励并资助本科生积极参加包括 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等在内的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

（３）实践

强调“早实践”，在课程体系中全面嵌入实

践教学内容，并创造一系列优越的实践教学

条件。
实践教学全面嵌入课程体系。 核心课程均

安排专门的实践教学课时，设计专门的实践教

学环节，充分运用课程参观与实践的教学方法。
如“信息资源共享”课程每年均组织学生前往深

圳图书馆、东莞图书馆、佛山图书馆等单位参观

学习；“文献保护与修复”课程将手工造纸参访、
无酸卡纸书套制作、文献保护用户教育设计等

实践环节穿插整个教学环节。
强化实践导师教学。 聘请世界级、国家级

资深专家作为实践传习导师：引入美国哈佛大

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整理专家沈津、德国索

林根图书与纸张修复中心修复专家莫妮卡·伽

斯特（Ｍｏｎｉｋａ Ｇａｓｔ）等知名图书馆专家作为实践

传习导师；引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刘洪

辉等为代表的著名图书馆专家作为实践辅助导

师，直接向学生传授行业经验。 同时，邀请广州

图书馆等图书馆的资深专家，定期面向本科生

开设专家讲座，开展课程实践教学活动。
创造国家级、省级科研实验室的研究条件。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等四家国家级、省级实验室合

作，将其作为实践基地向本科生开放。 ２０１７ 年，
建成国内首家专门用于本科教学的文献保护与

修复实验室，同时满足课堂教学和课后实践的

需求。
全方位拓展实践资源。 努力推进校外实习

基地建设，通过与广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等公

共文化机构合作，建立十余家实践点与实习基

地；同时以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与实验室资源为

基础，以历史系、化学系等院系为辅助，构建校

内实践教学资源链。
（４）服务

强调“早服务”，实行以老带新协作式公益

服务，跨年级学生组队参与服务研习与志愿

服务。
持续实行“服务研习”。 通过引入“服务研

习”的教学理念创新实践教学环节，建立“理论

指导—实践操作—反思学习—效果评估”的实

践教学模式。 自 ２０１１ 年起，连续多年开展“汶
川县、北川县图书馆灾后重建服务研习计划”，
每年暑假派遣学生到汶川县、北川县参与图书

馆重建工作，举办活动超过 ２００ 场；鼓励并带领

学生在当地展开田野调研，撰写研究报告，并已

集结相关报告出版文集《图书馆家园：博雅服务

研习项目》。
建立图书馆志愿服务的长效引导机制。 连

续十年与珠三角地区主要图书馆、非营利组织

合作开展具有专业特色的志愿者合作项目，建
立本科生参与图书馆志愿服务的引导机制。

除上述的教学、科研、实践、服务四个方面

之外，为了保障“四位一体”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的持续运行，图书馆学团队还精心设计了一套

覆盖评价考核、质量控制、激励保障的全方位保

障体系，涵盖教学评价考核机制、教学质量控制

机制、奖助学金激励机制等多个方面。 值得一

提的是，自 ２００５ 年建立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教

育奖学金制度迄今已经实施 １４ 年，相继设立了

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谭祥金赵燕群奖学

金、中山大学王肖珠纪念奖学金等 １０ 余项图书

馆学奖学金，每年奖励学生 ２００ 多人，将奖学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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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图书馆学人物的精神传承相结合，彰显了

专业精神与人文情怀。

４　 结语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教育获得国

际专业教育认证；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中山大学“面向

国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图书馆学四位一体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荣获第八届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

奖（高等教育）一等奖；并于 ２０１８ 年获得参评高

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资格，成为该年度我国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唯一入围的教学成果。
图书馆学不仅仅是关乎信息与数据的科

学，而且是关乎文献与文化的科学。 中山大学

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既顺应了数字时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又响应了国家文化发

展与文化传承的时代需求，其独具特色的“数字

＋文化”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改革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可以成为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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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５０５ ／ ｔ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４７４７６３．ｈｔｍ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２０１５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４－１５） ［２０１９－０４－１５］．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６０４ ／ ｔ２０１６０４２５＿４７４８６８． ｈｔｍ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５［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５） ［２０１９－０４－

１５］．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６０４ ／ ｔ２０１６０４２５＿４７４８６８．ｈｔｍ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１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２０１６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２０１９－０４－１５］．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８０２ ／ ｔ２０１８０２０９＿８３１１８８． ｈｔｍ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６［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２０１９－０４－

１５］．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８０２ ／ ｔ２０１８０２０９＿８３１１８８．ｈｔｍ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２０１７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０５－ ３１） ［２０１９－ ０４－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３１＿８３３０７８．ｈｔｍ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７［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３１）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３１ ＿ ８３３０７８． ｈｔｍ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２１］ 潘燕桃，程焕文．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Ｍ］．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 （ Ｐａｎ Ｙａｎｔａｏ，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１０．）

［２２］ 阳光高考．图书馆学［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ｏｋａｏ．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 ｚｙｋ ／ ｚｙｂｋ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ｃｔｉｏｎ．

（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ｏｋａｏ．ｃｈｓｉ．ｃｏｍ．

０２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一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１

ｃｎ ／ ｚｙｋ ／ ｚｙｂｋ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ｃｔｉｏｎ．）

［２３］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图书馆学［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ｙｚ．ｃｈｓｉ． ｃｏｍ．ｃｎ ／ ｚｙｋ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Ｄｅｔａｉｌ．

ｄｏ？ｚｙｍｃ ＝％ ｅ５％ ９ｂ％ ｂｅ％ ｅ４％ ｂ９％ ａ６％ ｅ９％ ａ６％ ８６％ ｅ５％ ａｄ％ ａ６＆ｚｙｄｍ ＝ １２０５０１＆ｓｓｄｍ ＝ ＆ｍｅｔｈｏｄ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ｃｄｍ＝＆ｃｃｋｅｙ＝ １０．（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 ｚｙｋ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Ｄｅｔａｉｌ．ｄｏ？ｚｙｍｃ ＝％ｅ５％９ｂ％ｂｅ％ｅ４％ｂ９％ａ６％ｅ９％ａ６％

８６％ｅ５％ａｄ％ａ６＆ｚｙｄｍ＝ １２０５０１＆ｓｓｄｍ＝＆ｍｅｔｈｏ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ｃｄｍ＝＆ｃｃｋｅｙ＝ １０．）

［２４］ 段宇锋， 赵楠．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ＭＬＩＳ）教育发展状况调查报告（２０１７） ［ Ｊ］ ． 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１９

（２）：６０－７３． （Ｄｕａｎ Ｙｕｆｅｎｇ， Ｚｈａｏ Ｎ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Ｌ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Ｊ］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９（２）：６０－７３．）

［２５］ 财政部：２０１６年安排２０８．６２亿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２６） ［２０１８－０９－２５］．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ｃｅ． ｃ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ｇｄ ／ ２０１６０８ ／ ２６ ／ ｔ２０１６０８２６ ＿ １５２７９７７２． ｓｈｔｍｌ．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

２０８６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６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８－２６） ［２０１８－

０９－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ｃ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ｇｄ ／ ２０１６０８ ／ ２６ ／ ｔ２０１６０８２６＿１５２７９７７２．ｓｈｔｍｌ．）

［２６］ 古籍修复大师云集山西共创修复技艺传习新篇章———全国古籍修复工作研讨会在山西举办［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５－２３） ［２０１８－０９－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ｃ．ｃｎ ／ ｐｃａｂ ／ ｚｘ ／ 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２３＿１６９４１２．ｈｔ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ｗａｓ ｈｅｌ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５－２３） ［２０１８－０９－２５］．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ｃ．ｃｎ ／ ｐｃａｂ ／ ｚｘ ／ 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５ ／ ｔ２０１８０５２３＿１６９４１２．ｈｔｍ．）

［２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０１ － ２５）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１６３４７２． ｈｔｍ． （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２５） ［２０１８－０９－

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７－０１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３４７２．ｈｔｍ．）

程焕文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ＩＦＬＡ 管理委员会委

员。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潘燕桃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张　 靖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肖　 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陈润好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７）

０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