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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图书馆在学校人才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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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主要目的

的教育。当前, 市场经济为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开

放性、应变性以及竞争观、效益观、信息观、法律观等

项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文明、进步、发展,

不仅需要物质保证, 同时也需要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素质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图书馆由于它具备

的教育属性, 在学校素质教育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21 世纪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不仅仅是生存能

力、适应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在

素质教育的过程中, 实行理性与非理性, 智力与非智

力, 逻辑与直觉, 认识与意志、情感, 科学与艺术的紧

密结合; 实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使学生将来成为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四有”新

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的素质的高要求, 是衡量

人素质“软件”的“硬件”尺度。作为学校工作三大支

柱之一的图书馆, 对学生的人生观塑造, 品德的熔

炼, 情操的熏陶, 文化的积累, 学问的拓展有重大的

作用。它可以使人达到从未知到已知, 从感性到理

性, 从模仿到创造三个阶段的转变。从未知到已知的

转变, 既是学生学习的过程, 也是人的认识规律, 这

是一个量的变化。从感性到理性, 这是一个质的飞

跃。感性知识是具体的、个别的, 只有从感性上升到

理性, 这种知识才有普遍性、深刻性和指导性。从模

仿到创造, 这是一个最高层次的质变。各类知识的学

习, 最根本的要为发展服务, 最终应落实到创造上,

只有达到这种境界, 学生创造能力的提高才能真正

体现。素质教育离不开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这是一

个起点, 就是要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独立思考。培养

学生的创造能力, 不是将前人积累的知识抛在一边,

而是要只有在接受前人智慧的基础上才会有所发

现, 有所创造。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迅

速发展, 知识剧增, 就更不能满足于死记硬背, 要培

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让人的智慧得到健全的发展, 使

他们在创造新生活中发展个性, 并留给后人一些有

价值的东西。

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在素质教育中有很重要的作

用。在全社会都在关注素质教育的今天, 图书馆如何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是每个图

书馆员都应思考的问题。学校是培养人的场所, 学校

图书馆一直担负着为师生教学、科研、学习提供信息

资料的任务, 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

“传道、授业、解惑”中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素质, 图书

馆在信息服务中同样也肩负着这样的重任。

(1) 环境布置。在图书馆育人服务工作中。增强

“素质教育”的强烈意识。要着意营造“知书达礼”的

育人氛围, 使图书馆的环境美与文化氛围和谐统一。

可以在图书馆各个层面, 张贴名人的人生座右铭, 告

知进入图书馆的所有读者, 勤奋、高尚、创造是人生

的最高价值, 从人生信念上启迪学生。这是其他教育

形式不可替代的。

(2) 新书采购和介绍等。着意选购优秀的书籍,

把健康的精神文化食粮提供给学生。在选购新书时,

应特别注意选择新科技、新方法、新思维的专业书

籍, 让可塑性极大的学生在知识海洋里吸收文化营

养。着意进行新书介绍、文化信息讲座, 把学生引进

图书馆, 引导学生学习新知识、活知识, 培养学生积

累、思考、分析、综合和判断能力。

(3) 阅读辅导。着意主动积极为学生服务, 把新

书、好书送到学生中去, 为各种兴趣小组提供有针对

性的书籍, 培养兴趣, 提高鉴赏能力, 达到培养学生

多方面的能力。让学生通过阅读各类的书籍, 了解人

类文明、社会发展所包含的智慧, 来培养学生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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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法和科学地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的基本方法;

从看懂到看通, 从学会到会学, 从模仿到创新。同时,

也要向学生宣传鉴赏性阅读, 借鉴性阅读。如学生中

喜欢看武侠小说的, 要给他们宣传金庸小说中所包

含的文化底蕴, 最好的武功是“正邪归一”, 不刻求功

名的人才能学到上乘的武林绝招, 还有各家各派的

兵器文化、酒文化。喜欢看言情小说的给他们宣传人

际关系学中的学问、亲情、友情、同学情等。因为博学

并不能使人充满智慧, 人只有在广博的阅读中探究

前人成败的原因, 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并把它有

效地结合到现代生活中去, 才能开发智力, 培养才

干。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阅读, 在创造性阅读的过

程中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造就人的个性, 达到

阅读的理想境界。做到“润物细无声”, 达到夯实学生

素质的基础。

(4) 提高馆员自身素质。着意增强图书馆人员

职能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人师表, 管理育人, 和学生

交朋友, 以爱心焕发学生成才的热情, 在工作中热心

周到, 为学生提供一切方便。把图书馆办成学生求知

的乐园, 办成温馨的学习场所, 办成提高学生素质的

课堂。要培养高素质学生,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必须有

高的素质; 同时, 还要增强责任感, 有意识、有计划、

有措施地加大提高学生素质工作的力度, 把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作为己任, 一丝不苟, 认认真真地围绕

素质养成和素质培养这个目标扎实工作, 积极探索,

不断总结。

实施素质教育, 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只有造成一

代科技英才, 才能面对国际经济竞争的挑战, 这种竞

争不仅是资源、资金和科技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人才

的竞争。民族素质不高, 就难以面对竞争。我国是一

个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既是生产因素, 也

是消费因素。只有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

才能把人口消费因素转化为生产因素, 变压力为动

力, 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成人才资源优势, 惟一的

办法是进行全民素质教育, 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尤其

是对青年学生的素质教育就格外重要, 每一位图书

馆工作者都应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就要肩负起

素质教育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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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7 页) 　难, 既要有百问不厌、百拿不烦

的姿态, 又要有创造性的劳动成果提供给读者。图书

馆不仅要注重个人的行为美, 还要重视群体的行为

美, 即馆风的美育作用。一派严谨、务实、科学、创新

的工作作风一定会增强图书馆的美育功能, 给读者

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仪表美, 主要是指馆员的气

质、表情和装着的美, 它是馆员文化修养、道德教育

和心灵美的综合外现。心灵美的馆员开展微笑服务

是自然的, 给人以文雅庄重、落落大方的美; 气质高

雅, 文质彬彬, 不忸怩做作, 给人以朴实无华的美。馆

员的装着也很重要, 整齐一致固然是一种美, 但都穿

着蓝大褂的劳动服确实难以让人感觉到美。在符合

职业规范的基础上, 每个馆员应根据自己的特点, 遵

循形式美的规律, 在服装服饰、颜色、款式上扬长避

短, 给人以美感。在装着美的讲究上, 切不要忘记俭

朴乃中华美德。

无论是心灵美还是外在美, 都表现出馆员个人

特质和风格, 它不是一时形成的, 而是长期的文化教

养、审美熏陶和社会实践的内化和积淀。因此, 馆员

要塑造自身的美, 就要注重在实践中认识和把握客

观规律, 并把实践中的认识和感悟内化为美的心灵,

通过语言、行为和仪表外现在读者面前。此外, 图书

馆应重视群体美的塑造, 我这里借用“企业文化”一

词略作点拨,“企业文化”建设应成为图书馆开发美

育功能的一种有效途径。

图书馆面对跨世纪的挑战, 重视和开发其美育

功能, 就成为图书馆迎接新世纪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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