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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与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摘　要　面对网络环境和网上教育 ,图书馆正在建构网络化远程化的技术平台、工作平台和服

务平台 ,营建网上教育支持服务系统和信息保障体系。由于学习革命的本质是学习者对 (网

上)情景化信息的获取和加工 ,现代化图书馆为网络教学提供了资源保障体系 ,因此图书馆的

网络或远程狭义教育功能正在形成 ,并成为现代教学的内部规律。立足网络平台开发的技术

方案 ,最切合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参考文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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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 libraries are constructing networked distance technolog2
ical , working and service platforms , and establishing online education support service systems and in2
formation support systems. The essence of learning revolution is the learner’s acquisition and pro2
cessing of situation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 and modernized libraries have provided resources

support systems for network teaching. Thus ,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libraries is taking shape. 21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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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网络教育时代 ,构建图书馆服务平台

　　原国家教委制定的《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发

展现代远程教育 (主体是网络教育) 作为国家工程 ,迄今已

有清华、北大等 30 所重点大学被确定为试点 ,25 所院校下

设网络教育学院[1 ] ,实际数量还在增长 ,教育远程化驶上了

快车道。学校图书馆工作发生巨大变化 ,公共图书馆的广

义教育功能面临挑战。网络教育理念强调 :没有现代化图

书馆的信息支持 ,以网络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系统是无法支

撑起来的。北大成立网络教育指导委员会 ,成员包括图书

馆等技术部门[2 ]。清华大学已把网络教学站点移交学校图

书馆。中央电大在一项国家“九五”课题中把图书馆确定为

远程教育的支持服务系统 ,以及学习中心、资源中心和服务

中心 [3 ]。在网络环境和网络教育的需求压力下 ,图书馆正

在形成全新系统 ,其技术平台 (网络平台) 、服务平台 (远程

平台、狭义教育平台)为教育提供了深层内在的支持服务。

面向远程教育 ,图书馆要建成网络群体 ,就必须加强整

体设计和馆际合作 (远程合作采购、在线联机编目、数据库

通信协议统一等) [4 ]。

网络优势是克服远程教育资源不足的最佳方案 ,通过

资源共享保证远程学习者在任何地址 ,成功访问任何支持

远程教育的图书馆资源。英国政府在 1997 年制定了连通

全国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全国学习网”计划。

要强调图书馆只有在网络技术平台上才能提供远程服

务。在“网络教育———图书馆支持服务技术系统”的建设

中 ,如果停留在第一二代技术系统 (单机、以局域网为基础

的内部管理系统)及其服务模式上 ,那么网上远程服务将在

馆内服务模式和近距离技术平台上被拦截。例如浙江大学

图书馆基于连接四大校区的光缆 ,把原来分离的 4 个分馆

连接起来 ,实现跨校区的资源共建共享。全国电大的现代

远程教育和远程图书馆技术工程 ,加强统筹安排 ,正在建成

连接各地电大图书馆的网络[5 ]。

各种技术和服务现代化出现共同趋势 :网络化和远程

化。现代远程通讯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构成现代图

书馆工作的“网络”技术平台。

2 　发挥图书馆的网上教育服务功能

211 　图书馆的远程工作

21111 　“网络本体”和“远程工作”模式的形成

网络学习者无法获得图书馆的近程服务 ,可见在网络

环境中 ,传统图书馆对教学的支柱功能和其他服务已经丧

失。有学者于 1996 年提出“图书馆网络本体”模式和“远程

图书馆工作”概念 ,意在突破馆内工作、近距离和“馆本体”

模式 ,实现模式和机制创新[6 ]。所谓远程图书馆工作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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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图书馆格局、技术平台和网上操作 (如远程联合采编等) 、

远程服务、读者的远程访问、资料的远程读取和“第三代服

务模式”等。这些意味着图书馆员同读者建立了远程的主

体间关系。

21112 　网络环境中 ,图书馆人际关系的变化

教育远程化的最大特点是教学关系从课堂面授发展为

“师生的准分离”。在面授系统 ,师生间教学关系得以维系 ,

一旦上网而远程分离 ,全靠远程教育提供一系列平台 ,架起

桥梁 ,因此重建了远程化的教学关系和远程师生主体间关

系 [7 ]。

图书馆方面与此相似。传统工作以图书馆为场所 ,馆

员读者关系也是面对面的。上网后关系就“准分离”了 ,新

的网上关系的建立 ,其技术桥梁或平台是网络、电子图书

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化图书馆等。在新的环境中 ,应当打

破馆内服务模式 ,确立大空间服务 (包括图书馆员和远程教

室和家中的教师学生之间) 、远程工作 (图书馆员之间) 、网

络学习 (读者和读者间)的“准分离”的图书馆远程主体间的

关系、交往模式。

21113 　“大图书馆”概念、现代化、资源保障体系 ,成为网络

学校的重要构成要素

传统高校学生也要享受网上文献资源服务。北大要求

“校内学生也能享受到网上以学生个性化学习为主的优越

性”和“自主学习服务”[8 ]。这包括利用网上资源自主学习。

作为“网络学习策略”,获得图书馆的支持服务有利于提高

学习成绩和素质培养。

图书馆的支持服务是网络学习“降低学习成本”的途

径 ,具有教育经济学价值。

在国家远程教育工程中 ,图书馆被设计为“远程学习的

支持服务系统”,与远程教育技术平台捆绑在一起。教育自

觉地扩大学校图书馆功能 ,扩大了图书馆概念 ,提出了一种

大图书馆概念———资料馆[9 ]。资料馆是作为网络学校的主

要模块设计的 ,除了图书资料 ,这个模块要求提供网络教学

资源 ,也就是网络教育的资源保障体系。

在网络教育系统建设中 ,图书馆被设计为资源中心、服

务中心和学习中心 ,因而具有狭义教育功能[10 ]。

图书馆具备网络教育能力 ,不光是技术改造问题 ,还有

一个改变服务方式和工作模式的问题。比如要改变校内借

阅的模式[11 ]。网络图书馆提供基于 WWW 的服务 ,超媒体

组织呈现方式、网页组织方式、信息导航 ,营造了全新的教

学信息组织环境 ;有的“网络学校技术方案”设计图书馆

BBS 环境 ,这种阅读讨论同远程教学提供的协同学习 (读者

和读者间的学习交往) 极其相似。这种工作模式不但远程

化 ,而且同网络学习形式高度统一。

212 　建设远程教育信息保障体系

图书馆不要局限传统的文献服务 ,面向网上教育 ,还可

提供教学资源服务 ,实现向资料馆的转型。这种服务不仅

是全方位、多功能的 ,而且分散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网络

时代的图书馆支持服务 ,教学辅助色彩非常浓厚。

21211 　图书馆网络教育功能的理论基础

信息组织同当代教育在理论实践上的高度融合 ,是图

书馆面向网络教育的基础。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最新发

展 ,则为图书馆服务网络教育和教育革新提供了全新的理

论基础。

(1)图书馆网络教育功能的哲学基础。现代认识论认

为 ,认识是自组织的“观念客体”(知识体系) ,包括信息的自

组织 [12 ]。过去的图书馆哲学把认识定义为对存在的机械

反映。因此在人们的理解中 ,图书馆对信息的组织 ,不过是

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被动反映。但实际上 ,图书馆的信息

组织也是人们构造的“观念客体”,作为社会化的信息体系 ,

它对个人的知识建构将产生关键影响。因此 ,图书馆的信

息组织 ,关系到认识、学习、建构的结构性问题。

(2)图书馆网络教育功能的教育学基础。美国教育学

家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活用并组织信

息”,以便掌握知识[13 ]。网上“情景性的信息是有力的建构

工具”[14 ]。网络学习为学生提供一种情景 ,教育不再把固

定的信息组合塞给学生 ,而是要学生自己上网找资料 ,组织

信息 ,解决问题 ,形成知识和能力。可见图书馆信息管理的

规律不是外部规律 ,涉及网络教学的核心问题。比如“基于

Web 的教学”,特别是随机教学和情景化教学。美国中学历

史课让学生去网上图书馆和网站查资料 ,编写一段美国史。

答案五花八门 ,且图文并茂 ,不乏视频材料。在“基于网络

的学习”中 ,信息的组织呈现 ,将决定产生何种答案和知识

建构。依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知识、理论的飞跃本质上

是特定信息域项目的“增减、变化、扩大、重组、分化而进化”

的过程[15 ] ,知识创新的原理相似。图书馆的信息系统和信

息域的更新变化 ,为这样的网络教学和教育革命提供支持。

总之 ,在网络教育中 ,提供远程教育环境和专门化的网

络教育的信息保障体系 ,大幅度提升学生的信息自组织能

力 ,是教育革命 ,是网络教育时代的重大命题。这方面图书

馆长袖善舞。

21212 　国内外图书馆远程教育历程和主要模式

远程教育分为 3 个阶段 ,每个阶段图书馆提供不同程

度的服务。第 1 阶段学校提供函授资料。第 2 阶段提供教

学包 ,教学包里有学习指南、讲座的录音带 ,辅助阅读材料

和阅读清单。清单的材料则要求图书馆提供服务。可惜图

书馆服务没有跟上。有人批评 :“学生找不到阅读资料”。

因此“美国的图书馆员们是不合格的”,因为“远程教育的概

念包括了图书馆服务⋯⋯的允诺”[16 ]。但是在第 3 代远程

教育———网络教育时代 ,图书馆有了网络技术平台 ,提供的

服务就非常到位。例如 ,美国正建设第二代因特网和空中

因特网 ,与此相适应的是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放弃有线网

络和数据端口 ,使用无线数据广播 ,学生用便携电脑接入图

书馆网获得网络学习资料[17 ]。

目前 ,远程教育中教学信息资源管理维护的归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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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突出 ,这方面 ,各院、系、教研室、教师、电教机构和网络

中心都无力承担 ,由图书馆来承担则举重若轻。清华大学

经过长期实践把这项工作交由学校图书馆管理。

信息时代和教育信息化进程中 ,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狭

义化表现在 :图书馆工作和教育均突破校园范围 ,上网融

合 ,虚拟化、信息化 (教学过程分布在网页课件上 ,网页是信

息的动态分布、组织和自我表现) 、远程化 (虚拟学校和图书

馆就是与网站结构统一的信息环境) ,它们边界模糊 ;图书

馆进一步介入学校教育 ;图书馆员提供教学主体 (“教学馆

员”) 、课堂教学场所和系统 (“电子教学图书馆”———如美国

南加州大学的 teaching library) ,由图书馆、计算机中心、电

教中心合成的三位一体微观现代化教学体系 (上海医科大

学)和“网络学堂”(清华大学网校站点设在图书馆 ;在清华

大学等高校和网络公司的网络学校整体解决方案中 ,图书

馆是核心部分 ,参与教学控制组织 ,营建学习、资源环境

等) ;在终生学习时代 ,成人教育、素质教育同图书馆实现的

“完美教育”一致[18 ]。

213 　国内外图书馆远程教育的类型

21311 　提供资源支持 ,提供远程课程

欧共体成员国家的图书馆提供了基于 Web 网的教学 ,

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类学科、数学等课程 [19 ]。网络学校或

网络教育中 ,图书馆将管理教学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信息体系 ,包括课件、教材、素材 (按知识点分布) 、教案、试

卷、教学策略库等等。在远程教学中 ,媒体也是资源 ,比如

提供文本式的教材、视频教材、音频教材、计算机课件和网

络化的课件等。由于网页对信息的超媒体链接 ,使它格外

适合网上多媒体教学的资源维护和管理。实际上 ,对日益

庞大的网络教学信息资源 ,能够提供科学的专业化管理维

护的也只有图书馆。

21312 　图书馆为网络教育提供深层次、专业化支持服务

过去 ,划分图书馆教育功能广义狭义的标准是图书馆

是否直接参与了课堂教学。但在网络时代 ,课堂教学搬到

网上 ,网络教学的资料是网上信息及其组织方式 (体系) ,因

此 ,图书馆就是“网络学堂”的信息模块 ,图书馆技术就是学

习科研技术。在网络时代和创新教育中 ,教育强调“个体”

知识建构的规律 ,而知识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学生对信

息的自我组织、利用。

(1)提供图书馆模块为教育技术提供支持服务。所谓

教育技术 ,主要指对教学进行的设计、测量、评价和控制。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考试成绩 (如“形成性”评价) ,来调整教

学进度、重点和方法。当地图书馆可以提供考试库 (试卷生

成系统、评卷系统 ,对学生能力结构测试) ,构成助教、助学

的综合资源环境。网上图书馆方案就包括这些模块。

(2)与网络教学融合。网校资料馆模块中有课件资源

库、素材库等。基于 Web 网教学的特点是“随机教学”(预

先不确定教材和课程) 。教师学生根据进度和问题 ,从网上

调取积件素材等临时组织课件 ,进行随机教学。图书馆的

资源库布局、管理、组织的形式———例如积件 (组配课件的

最小单位 ,如一组化学实验的 Flash 动画文件) ———将直接

支撑网络教学。积件的存取本身就是网络教学技术。笔者

比较了大量网络和网际学校方案 ,发现稍微全面的库群应

为 : ①多媒体教学资料库 :以应用性知识为基础 ,按一定的

检索和分类规则组成素材库和巨大的知识集合。②教学策

略库 :与上述软件、数据库 4 库组合 ,将产生“组合爆炸”效

果。③资料呈现方式软件库 :收集教学素材的表达方式、信

息呈现方式 ,供教师调用。④微教学单元库 :如 flash 文件 ,

用于教师讲授某一教学难点、学生学习某一应用知识技能

点 ,是供教师在教学中重组使用的后备资源或“小课件”。

⑤积件库组合平台 :用来组合积件库、便于教师使用的软件

环境。它使教学积件组织管理“傻瓜化”、用户化 ,便于任何

教师学生操作。国际主流软件有洪图、摩天、奥思、登高等。

我国部分高校、计算机软件公司正在着手研制符合中国教

学需要的积件组合平台[20 ]。

3 　网络教育中图书馆的技术平台和建设方案

311 　营建远程学习的资源环境

建设网络教学、科研的特种资源库 ,保证查全率 ;建成

远程教育资源保障体系 ;切实发挥支持服务功能 ,比如网上

教学参考书目的全文数据库等。总之要提供特色服务。

31111 　远程教学科研对资源环境的要求

(1)图书馆功能 :馆藏图书、主题检索、书目数据库、全文

数据库(利用网络图书馆下载、全文数据库光盘购置、光盘

库、硬盘阵列 ,应用光盘镜像技术解决并发访问等问题) 。

(2)资料馆功能 :课件和教案资源库、试卷库和考试平

台 (提供模拟在线考试服务、自动评卷、多种统计、同班平均

分) ,教学软件、多媒体素材、学习测量评价系统 (为自主学

习提供技术支持) ,学习策略库 (学生在出现各种学习问题

时 ,可调用远程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和教学论专

家提供的针对各类问题进行自我诊断、分类指导和处理的

方法 ,元认知方法等) ,智能答疑系统等。总之是提供远程

教育资源保障体系。

(3)网页服务 :导航、工具集、网络图书馆链接。

(4)宽带网服务 : VOD 点播系统等 (录像课程) 需要宽

带网 ,或利用打包分段发送技术于窄带传送。

(5)无线网 :可降低巨额成本。

31112 　提高为网络教学服务的承载能力

提供海量存储 ,满足并发访问。远程教育的学生量多

面广 ,他们同时访问中心图书馆 ,会导致网络瘫痪。要采取

措施打开瓶颈。例如网络光盘镜像技术 ( CDM —2000S) 可

把异地的光盘镜像到分馆的本地硬盘 ,利用硬盘缓存技术

把网络资源解放出来 ;可支持 300～1000 个用户并发访问。

中心图书馆可镜像别的大型图书馆服务器 ,让分馆共享 ,分

解对中心图书馆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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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3 　图书馆对资源的管理

搜索引擎/ 索引服务器有 : Microsoft Index Server , Trs

(易宝北信) , MIRS (北大方正) , Quick (海文) , Quick MIS

(太乙公司)等。网络资源可利用“中国高等教育教学信息

网”。还可利用“网络版数据库 ( Web2database)”,适当引进

国外网络数据库 ,如《学术期刊图书馆数据库》(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 美国 UMI 公司) ,《剑桥科学文摘》(Cam2
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 ,美国剑桥科学文摘出版公司)等。

312 　建成远程教育文献信息保障体系

利用网络系统 ,发挥网络学校中心图书馆的宏观调控

作用。例如浙江大学图书馆对玉泉、西溪等工、文理、医学、

农业分馆的统筹安排、特色建设和资源共享 ;中央电大对各

省电大和市县电大实施分级管理、平行合作、整体共享的优

势 ,构建远程教育文献信息保障体系。

科学分工 ,联合完成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

教学信息库。网络性的巨型大学图书馆在构全国网时 ,应

及早指导协调 ,统筹安排 ,防止各地电大图书馆重复建库。

要确定统一标准 ,防止这些资源因不能兼容共享而造成巨

大的浪费。中心馆可套录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和美国国

会图书馆的外文数据 ,供各馆共享。

共享电子出版物的原始数据。要与出版远程教育教学

资料的出版商合作 ,利用电子排版文件 ,做成数字化全文数

据库 ,避免在印刷品上扫描产生的浪费。网络学院和远程

教学院校出版社应做表率。

313 　以第三代图书馆现代化系统 ,适应第三代远程教育的

需求

图书馆界分别把单机、局域网和内部 + 因特网等 3 种

现代化模式称为一、二、三代图书馆现代化系统。只有第三

代图书馆现代化系统才能满足第三代远程教学需要 ,满足

广域网、因特网上的用户 ,这是技术的时代统一。因此一、

二代模式必须被摈弃。

在体系结构上 ,即使第二代客户机/ 服务器的双层结构

(局限于传统图书馆为基础的自动化服务) 也不能应付面向

广大用户的多主题、大信息量、远程访问需求。一般说 ,三

层或多层结构 (客户机 + 多个应用服务器 + 数据库服务) 比

较适合。网络类型方面 ,第二代局域网结构未把重心放在

外部网络上 ,不符合网络教育时代的要求。模块结构方面 ,

除传统的五大模块 (采访、编目、流通、查询、期刊) 外 ,还应

加 Web Pac , 编目中心、馆际互借、网络智能代理等。适用

对象方面 ,从第二代的单个馆管理 ,发展到多馆管理、主管

+ 分馆的管理模式。要建设虚拟图书馆 ,必须注意“多于实

际馆藏”的价值所在。

314 　实现服务模式的改变 :远程化

第一代技术系统限于利用单台机器的功能 ,满足于“一

次输入多次输出”(检索、打卡、统计、打报表) 的效果 ;第二

代模式重点在五大模块 ;第三代系统重心移向对外 ,重视获

取其他馆资源、联合目录资源、网络信息资源等 ,其服务有

“个性化服务、推送服务、馆际互借服务、定题服务等”[21 ]。

个性化服务、定题服务 ,与远程教育自主学习的个性化教学

要求相符 ,也能为学习策略提供支撑。这些对外服务的技

术平台是远程技术 ,因此第三代服务模式的本质 ,也是远程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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