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 (试行)

中国图书馆学会六届四次理事会 2002 年 11 月 15 日通过

《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 (试行)》是以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

指导 ,总结我国图书馆活动的实践经验 ,为履行图书馆承担的社会职责而制定的行业自律规

范。

准则的贯彻落实 ,有赖于图书馆员的自觉行动、图书馆馆长的具体指导、图书馆组织的引

导激励、图书馆间的积极合作 ,以及全社会的支持与监督。

本准则所言图书馆 ,指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

本准则所言图书馆员 ,指所有从事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工作的人员。

11 确立职业观念 ,履行社会职责。

21 适应时代需求 ,勇于开拓创新。

31 真诚服务读者 ,文明热情便捷。

41 维护读者权益 ,保守读者秘密。

51 尊重知识产权 ,促进信息传播。

61 爱护文献资源 ,规范职业行为。

71 努力钻研业务 ,提高专业素养。

81 发扬团队精神 ,树立职业形象。

91 实践馆际合作 ,推进资源共享。

101 拓展社会协作 ,共建社会文明。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暨图书馆学系 (专业) 主任联席会议于

2003 年 4 月 18 日～22 日在湖南省湘潭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建

设。来自全国的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相关院系的系主任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湘潭大学副

校长陈光明教授和湖南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湖南图书馆常书智馆长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

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吴慰慈教授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指出 :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核心课

程建设是图书馆学教学改革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 ,也是与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密切相关的

重要问题。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改革中 ,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是前提 ,转变培养目标和模式是关键 ,优

化课程结构和内容是核心 ,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是保证。在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方面 ,其指导思想是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 ;其目标是着眼于学生的基本功、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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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 ,要努力培养基础厚、口径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图书馆学优秀人才。要在总结过去经验

的基础上 ,正确处理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通识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系 ;而对于某一门具体的课程 ,还必须

处理好经典、现代和前沿的关系。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与会的委员和系主任们首先交流了各自院系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方案与改革

思路。从介绍的情况看 ,目前各院系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三种情况 :一是为适应学校实行按院系或一

级学科招生 ,一、二年级不分专业 ,加大共修课和选修课的分量 ,如将原来几个专业分开的“概论”课合并为统

一的“信息 (资源)管理概论”课 ,而选修课则尽量照顾不同的专业 ;二是仍按专业设置课程 ,但减少必修课 ,增

加选修课 ,注意保持核心课程稳定 ,突出专业特色 ;三是基本上按原国家教委 1991 年规定的主干课程设课 ,

但增加了一些如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技术的课程。大家认为 ,各院系课程设置情况的不同 ,一方面反映了各

自不同的办学特色 ,另一方面也有受学校整体状况制约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一些同志担心 ,按院系招生

后 ,学生到三年级开始选专业 ,选择图书馆学专业的人数很难得到保证。尽管从各院系反映的情况看 ,分专

业招生、按专业授课效果比较好 ,但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看 ,按院系招生、实行通识教育将是一个趋

势。这样 ,图书馆学专业受到挤压、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受到挤压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 ,有必要确定图书馆

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以保持图书馆学专业的特色。

大家认为 ,确定核心课程就是确定本学科的识别度 ,核心课程要有新的内容。应该认真梳理图书馆学教

育 100 多年来的宝贵遗产 ,把那些经典的课程内容保留下来 ;要坚持与时俱进 ,使图书馆学核心课程具有时

代感 ;要紧紧跟踪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课程内容能够保持前沿性。也有同志提出 ,从最近几年图书馆学教育

的情况看 ,比确定课程名称更重要的问题 ,可能是课程的内容。图书馆学教育要服务于图书馆实践 ,也必须

向实践学习 ,图书馆学教育不能脱离图书馆实际 ,也不能落后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经过热烈讨论 ,大家对确定图书馆学核心课程达成了共识。由于大多数图书馆学系 (专业) 的教学计划

中都有图书馆学概论、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信息组织、文献编目、信息检索等课程 ,具有一些共同点。大家

认为应该求同存异 ,不宜追求核心课程的数量 ,只要能够体现出图书馆学的标识度就行了 ,这也有利于各院、

系的教学计划能够覆盖这些课程。大家同时也指出 ,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作为一个咨询、指导机

构 ,定出的核心课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但各图书馆学系 (专业)仍需坚持个性化发展 ,特别是课程名称 ,不一

定强求一致 ,只要有这方面内容就行了。这样 ,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最终确定的图书馆学本科核心

课程共有 7 门 ,它们分别是 :图书馆学基础、信息组织、信息描述、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信息存储与检索、数

字图书馆、目录学概论。

考虑到目前使用的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材比较陈旧 ,有必要组织全国的力量编写一批新教材 ,会议决定

首先将这几门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出来 ,作为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推荐教材 ,供各院、系选用。北京大学、武汉

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湘潭大学、西北大学等分别承担了各种教材的主编任务。教

学指导委员会要求 ,教材的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 ,但必须吸收其他单位的人员参加 ,以集中多方面的智慧 ,力

求教材起点高、内容新、质量优。所有教材于 2003 年年底前完成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会议决定 ,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于 2004 年 4 月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

院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 :“质量工程 :图书馆学精品课程建设”。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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