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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的思考

ABSTRACT　 T he au tho r p ropo ses the fo llow ing fou r p rincip les fo r

the estab lishm en t of co re cou rses in lib rary and info rm at ion science: u2
n iqueness, rep resen ta t iveness, fundam en ta lness and p ro spect iveness. Be2
sides, the au tho r th ink s that the num ber of co re cou rses shou ld be abou t

10 and cou rses in o ther d iscip lines shou ld no t be among the co re cou rses in

lib rary and info rm at ion science. 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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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3 月底在武汉大学举行了海峡

两岸第三届图书情报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

讨会上, 不少学者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

核心课程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的确, 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建

设是一个关系着本专业整体发展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对当前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专业寻

求自身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就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建设问题再提出一些看法。

1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确定
的原则

1. 1　 本学科的独特性

多年来, 图书馆学情报学在经历了严格

的论证、评估、筛选和界定之后, 终于能在整

个学科之林得到了公认的席位, 其根本原因

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有其独特的学科性质。图

书馆学情报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

和研究领域, 其学术领域中所形成的学科特

色, 是别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替代或包含

的。如果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不具备自身这

种特殊性, 它则有可能会被别的学科专业取

代,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在整个科学之林则

可能消失。

因此, 在确定学科专业核心课程时, 一定

要体现本学科的特殊性, 这是非常原则性的

问题。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

应该体现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作为一个独立

的学科在整个科学界所具备的与别的学科专

业不同的独特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 所具备

的这些内容是别的学科专业所不能替代的。

相反, 如果一些课程所具备的内容是别学科

专业可以替代的话, 则这些课程就不便成为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了。

1. 2　本学科的代表性

核心课程的设置要具备该学科专业的代

表性,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图书馆学情报学

学科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时, 应该能看到该

学科专业的一个独特的、清晰的轮廓。

独特者, 与别的学科不同也; 清晰者, 专

业边界明确也; 轮廓者,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

基本面貌也。也就是说, 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

课程的代表性应能展现出一个与别的学科专

业不同的、边界明确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

专业的基本面貌。

所谓清晰的轮廓, 一般来说, 它只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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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则可。如果我们学习图书馆学情报

学的核心课程时, 看不到图书馆学情报学学

科专业的一个清楚的轮廓, 或者看到的只是

一个模棱两可的、似像这个学科又像那个学

科的三不像学科的话, 那么则意味着这些核

心课程的设置是不科学的, 不具备图书馆学

情报学学科专业的代表性。

当然, 学科专业的代表性与学科专业的

浓缩性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 在确定图书馆

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时, 我们应该做到:

当我们仅仅学习专业的这几门核心课程 (哪

怕不看这一专业的其它别的非核心课程)时,

也能看到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专业的一个基

本面貌。

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课程的设置, 应该

能够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掌握

这个学科内容, 至少要学习哪几门课?

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来说, 根据实际

情况, 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以 10 门左右为宜。

1. 3　本学科的基础性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必需符合基础性的原则。学科的基础性就好

比一棵树的根部, 有了树的根部, 则有了发展

壮大的基础。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专业核心

课程的基础性应该体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是本专业理论的基础性; 二是本专业方法

论的基础性。

1. 4　学科的展望性

学科专业的展望性体现了一个学科专业

外围及其与别的学科专业交叉的边缘的动态

趋势。它是一个学科专业开放性与成熟性的

表现, 是一个学科专业新陈代谢、协调自我并

与外界科学环境保持良性循环的必不可少的

特性。

学科专业的展望性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

(1) 传统课程内容的拓宽与展望。图书

馆学情报学专业课程, 特别是传统核心课程,

例如“图书馆学基础”、“情报学概论”、“目录

学”、“文献收集与利用”、“分类法与主题法”、

“文献编目”、“文献检索 (科技文献检索和社

科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学”等, 其内容应

该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而加以拓展和

充实, 以适应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

(2) 开拓并扶植一些以图书馆学情报学

为基本研究对象并业已成熟的交叉分支学

科。例如“计算机情报检索”、“图书馆自动

化”、“情报分析与研究”等。

应该说, 上面提到的这些课程是符合包括

展望性在内的四大特性的, 因此它们是可以考

虑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的。

2　外专业的课程不宜作为图书馆学情
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来说, 引

进某些外专业的课程是必须的, 但应该注意

的是, 这些必须的课程不一定可以作为核心

课程。

2. 1　核心课程与必修课程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必修课与核心课

程是有一定区别的, 前者是图书馆学情报学

专业教育必须要修的课程; 而后者则必须是

要符合核心课程原则 (本学科独特性、本学科

代表性、本学科基础性、本学科展望性等) 的

必修课程, 也就是说, 核心课程是必修课中的

必修课。高等数学、英语、大学语文等课程虽

然非常重要, 但它们不宜作为图书馆学情报

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只能列为图书馆学情报

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这是基本被公认了的。

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之间的关系千万不

要混淆, 否则会破坏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

心课程建设的目标和“纯洁性”。

2. 2　计算机专业等外专业的某些课程不宜

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目前, 不少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学院

系为了促进本学科发展, 把跨学科专业的某

些现代化技术的课程、计算机的课程引入图

—33—

罗式胜: 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的思考
L uo Sh isheng: Som e V iew s on the E stab lishm ent of Co re Courses in L ib rary ⋯



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学范围, 应该说是及时

的。这些课程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前期教

育必须奠定的基础, 把这些课程作为图书馆

学情报学的必修课或选修课是非常必要的。

但如果把这些纯相关学科的专业课程, 例如

(参考文献 1 中提到台湾和国内有些学者提

出的)“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计算机概

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语言”等这些纯

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列入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

的核心课程体系中, 则似有不妥之处, 其理由

有三:

第一, 上述“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

“计算机概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语言”

等这些课程是计算机专业的课程, 它不具备

图书情报学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把外专业的

课程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会使专业界限模糊。这种情况正暴露了图书

馆学情报学专业学科建设上存在的严重问

题, 即学科基础薄弱; 专业核心并未真正形

成。

第二, 上述这些纯计算机专业课程, 事实

上在大专院校已成为许多专业的公共课, 它

就象前面提到的“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大学语文”等公共课程一样, 各个专业都开

设, 这是一种共性。把这些共性课程列入图书

馆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中, 会冲淡图书

馆学情报学学科专业本身的特性, 使得其专

业核心课程的特色不“特”。

第三, 上述这些纯外专业课程还未形成

有图书情报学特色的成熟的交叉学科课程。

事实上, 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的核心

课程体系中引入一些带展望性的交叉分支课

程并不是不可以的, 问题是引入的这些学科

课程必须是经过消化的、成熟的交叉学科课

程, 也就是说, 那些照搬的未经过消化的外专

业课程一般不宜作为图书情报学专业的核心

课程 (但可以作为必修课程)。事实上, 在图书

馆学情报学领域, 已有不少成功引入并加以

消化的成熟交叉学科课程, 例如, 除前面提到

过的“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情报检索”外,

还有“信息经济学”、“文献计量学 (含图书馆

统计学)”以及“数据库建设”、“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等, 这些课程是具有浓厚图书馆学情

报学学科“气味”的展望性课程, 是可以考虑

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核心课程的。

的确, 确定一个学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既要符合科学的客观

规律, 又要被广大图书馆学情报学学者认可。

完全可以相信, 随着高等教育实践的不断深

入和发展, 一个符合学科教育规律的、科学

的、规范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专业核心课

程体系一定会逐步臻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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