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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引起了图书馆

界乃至社会的关注。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图书馆

学教育的现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 情况究竟如

何? 我们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资助下,承担了“我国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的调查分析冶这一课

题,希望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图

书馆职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进行一次比较全面和深

入的调查,从而为人们研究图书馆学教育提供较为可

靠的资料,为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根据图书馆职业需求

的变化来调整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提供依据,也为各层次的图书馆学在

校生进行职业规划提供指导。

1摇 2001 ~ 2006 年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状

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以教育部“200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学科、专业索引(120501 图书馆学)冶及 2006 年本科

招生索引(110501 图书馆学)提供的学校名单作为此

次调查样本的主要依据,于 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2
月以电子邮件和邮政投寄相结合的方式向 47 个图书

馆学教学机构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39 份。
调查的内容及主要结论如下:

1. 1摇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体系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截止 2006 年 12 月,我国共

有 48 所院校及图书馆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2001
~ 2006 年间,本科教育点从 22 个增长到 28 个,硕士

生教育点从 18 个增长到 40 个,博士生教育点从 3 个

增长到 9 个,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的有 5 个机

构,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的有 2 所院校。 此外,还有

15 个图书馆学教学单位开设了作为继续教育形式的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由此可见,自 2001 年以来,我国

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平稳发展,硕士生教育发展迅速,
博士生教育在 2003 ~ 2006 年间取得了重大突破。 我

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学士、硕士、博
士到博士后的多层次、较大规模且较为完整的专业教

育体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特别是办学层次逐

步向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导的格局发展,适应现实社会

发展需求,与英美图书馆学教育的现状接近,符合世

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的潮流。
1. 2摇 招生与就业

此次调查共有 23 所学校反馈了 2002 ~ 2006 年本

科生招生与就业情况。 在这 23 所学校中,有 17 所连

续 5 年招收图书馆学本科生。 这 17 所学校 5 年间招

生人数整体增加了 7. 4%。 但从 14 所反馈了高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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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填报情况的学校来看,在录取的图书馆学专业本科

生中,填报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与未填报的比例约为

1颐 2,反映了考生对图书馆学专业不了解,同时反映了

图书馆职业还没有被社会普遍看好的现实。 2002 ~
2006 年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去图书馆就业的比例下

降了 8 个百分点,而去其它非图书馆机构就业的则上

升了 5 个百分点。 图书馆界对这种状况看法不一。
2002 ~2006 年我国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数

量逐年增加,从 2002 年的 178 人增长到 2006 年的 338
人,增长了 89. 9%,平均每年增长 22. 5%,反映了我国

图书馆学硕士教育发展较快。 但就业的情况是,仍有

25. 5%的硕士毕业生从事图书馆以外的工作。 2002 ~
2006 年,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招生从 14 名增加到 28
名。 博士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也有原在图书

馆工作的在职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工作。
1. 3摇 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知识结构,
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职业竞争力。
2003 年 4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在湘潭大学召开了以“图书馆学专业本科

核心课程建设冶为主题的会议,确定了 7 门图书馆学

专业核心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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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
目录学概论。 我们对 18 所提供了本科培养方案的高

校开设这 7 门课程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是 18
所高校中,7 门核心课程全部都开设的高校有 14 所,
开设 6 门的有 3 所,开设 5 门的有 1 所。

我们还对各校开设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状况进行

了统计,并依照课程开设的学校从多到少排在前 10
位的是:信息(文献)检索、信息(文献)资源建设、目
录学、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学基础、文献编目、分类法

与主题标引、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与用户、图书馆管

理、信息组织。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湘潭会议冶设定的 7 门图

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和 18 所高校开设的图书馆学专

业课程中的前 10 门课程,大体上是一致的,说明大多

数学校对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是有共识的,这
些课程基本上涵盖了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内容。
1. 4摇 师资队伍建设

在本次调查中,有 38 所高等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提供了本院校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师情况。 截至 2006
年底,这 38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共有图书馆学专业

教师 409 名(由于许多学校的师资并未在一级学科下

进行细分,因此所提供的教师信息包括了情报学、档
案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师,而并非严格意义的图书馆学

专业教师)。
统计表明,图书馆学专业教师中年龄在 35 ~ 55 岁

的中青年教师比例最高,将近 75%,是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的中坚力量。 55 岁以上的老教师占全部教师比

例的 10%,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数量只占全部教师数

量的 16%。 与此相对应的情况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

教师的职称分布呈倒金字塔结构,即教授为 42%,副
教授 36%,讲师及以下的仅为 22%。 教师后备力量不

足,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受到制约。
调查表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师中近 30%具有

博士学位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40%左右具有硕士学

位。 但相比较而言,美国在 20 世纪末,图书馆学情报

学教育院系的教师中 85%具有博士学位,我国图书馆

学教师学历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从教师的学科背景

来看,具有图书情报档案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的教师仍

占多数,但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背

景的教师已占近 40%,不少教师同时具有两种及两种

以上专业背景,因而就总体而言,我国图书馆学教师队

伍的专业背景具有一定的多元化特征。

2摇 职业竞争力与图书馆学教育———馆长的

视角
数字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究竟需要什么素质的人

才? 目前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图

书馆职业的需要? 对这些问题最了解、最有发言权的

是图书馆馆长。 为此,本次调查向 400 家图书馆(包
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学专业图书馆)的馆

长邮寄了调查问卷。 共回收到来自 27 个省、市、自治

区的 116 家图书馆的调查问卷,其中有国家图书馆、
18 个省级公共图书馆、41 个地市级公共图书馆、48
个高校图书馆和 8 个科学专业图书馆。
2. 1摇 图书馆学毕业生在图书馆工作基本情况

在回收调查问卷的 116 个图书馆中,共有在职员

工 11825 人,其中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6004 人,
占 50. 7% 。 在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中,有图书馆学

学科背景的有 1330 人,占 22. 1% ,非图书馆学专业的

毕业的 4674 人,占 77. 9% 。 值得注意的是,2002 ~
2006 年,这 116 所图书馆新增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为 2239 人,其中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 354 人,仅占

新增本科人员的 15. 8% ,说明近年来图书馆录用图

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明显偏少。 而与此同时,其他专

—21—



肖希明摇 黄如花摇 司摇 莉: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的调查与分析

Xiao Ximing et al. : A Survey of Edu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and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在图书馆就业的越来越

多,尤其是博士。 目前这 116 所图书馆的员工中,只
有图书馆学博士 8 人,而其他专业的博士有 64 人。

在图书馆中担任馆级领导、部主任职务的员工一

般是馆里的业务骨干,管理能力、业务能力比较出色;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对一名员工业务能力和

研究水平的肯定。 调查表明有近 1 / 4 的馆级领导

(23. 5% )、近 1 / 5 部主任(18. 2% )和约 1 / 5(20. 2% )
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图书馆员具有图书馆学

学位。 这一比例与有图书馆学学位(本科、硕士、博
士)的员工所占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员工的比例(约
22% )相比略低。 这一状况说明具有图书馆学专业

背景的员工在职业竞争中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图书馆中岗位类型多样,所需技能也不尽相同。

在调查的 116 所图书馆中, 有 1675 个岗位,其中流

通阅览 520 人,占 31% ;分类编目 260 人,占 16. 5% ;
文献采访 140 人,占 8. 4% ;参考咨询 138 人,占 8.
3% ;数据库建设 74 人,占 4. 4% ;系统和网络维护 45
人,占 2. 7% ;系统与软件开发 23 人,占 1. 4% ;其他

专业性和非专业性工作分别为 335 人和 140 人,分别

占 20%和 8. 4% 。 由此可见,除了流通阅览作为图书

馆用户服务的主要岗位占用最多的图书馆员工外,其
他诸如分类编目、文献采访、参考咨询等专业性较强

的业务工作岗位,吸收了较多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

生,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在这里得到充分运用。
而由于缺乏计算机技术知识,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

系统和软件开发、系统和软件维护岗位分布较少。
2. 2摇 图书馆学毕业生在岗位上发挥作用的情况

问卷请馆长们填写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员工发

挥得最好的岗位和难以发挥作用的岗位,结果是,分
类编目在各种类型图书馆中都被认为是图书馆学专

业毕业生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可见信息组织与加工

确实是图书馆学毕业生的优势所在。 紧随其后的是

参考咨询岗位,说明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具有良好的

信息意识和信息检索、分析能力,可以在参考咨询岗

位上发挥重要作用。 图书馆学毕业生难以发挥作用

的岗位主要是系统和网络维护、系统和软件开发,与
前面的结果相吻合。

为什么部分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某些岗位难

以发挥作用?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想了五个原因,
希望了解馆长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调查的结果是,
67%的馆长认为“缺乏其他学科知识背景冶是图书馆

学专业毕业生不能胜任所在岗位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其后的原因依次为:“图书馆学课程太偏重理论性、
方法与技术的内容偏少冶 (52% ),“图书馆学专业知

识陈旧,跟不上图书馆实践发展的需要冶(45% ),“图
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实践脱节冶 (42% ),“图书馆

学专业知识不系统、不扎实冶(8. 4% )。
对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职业竞争中的优势和

不足,调查问卷设计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每个方面分别

都用优秀、良好、一般和较差四种标准进行衡量,请馆

长评价。 结果是,认可“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冶是图书馆

学专业毕业生职业竞争优势的比例最高(98%),说明

图书馆学毕业生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比较扎实,在实

际工作中运用该方面的知识表现得很好。 其次是“敬
业爱岗精神冶,这也表明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对图书

馆职业使命和职业精神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是图书

馆学专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优势。 “实践能力强,能
适应各种不同岗位的工作冶优秀率也接近 90%,表明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实践

中效果是好的。 “计算机和网络知识冶优秀率约为

70%,但比前面三项低。 说明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计

算机知识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以文科知识背景为主的

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学习。 优秀率

较低的是“各相关学科知识冶,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2. 3摇 馆长眼中的图书馆员的职业竞争力

什么素质的图书馆员最有职业竞争力? 调查对

“决定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冶设
计了多个选项,回答者也可多选。 调查的结果是,在七

种决定竞争力的因素中,图书馆馆长最看重毕业生

“不断学习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冶。 同时,“团队精神

与沟通协调能力冶、“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冶等非智力因

素也被馆长们认为是职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说明

图书馆学教育不仅应该传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

应该传承图书馆职业精神。 而“过硬的专业技术工作

能力冶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冶仍被近 2 / 3 的馆长认

为是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图书馆

学专业教育不仅应该存在,而且应该大力发展的理由。
近年来常听到有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求职

时抱怨说有些图书馆录用新员工是“宁可要非图书

馆学专业的毕业生,不要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冶。
情况究竟如何? 馆长们在录用新员工时对专业背景

有何看法? 这是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都很关

注的问题。 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贵馆

招收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新员工,在求职者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您更倾向于?冶我们设计了 5 个选项。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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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12 份问卷参与回答了此问题。 其中有少量多选

情况,总回答数为 126。 结果是:被调查的图书馆馆

长倾向于录用“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冶的占

32. 5% ,倾向于“录用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冶的

占 30. 9% ,两者相加为 63. 4% ,倾向于“录用非图书

馆学专业、具有理工学科背景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冶和
“录用非图书馆学专业、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背景

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冶的均为 7. 9% ,“不考虑专业背

景,关键看能力冶的为 20. 6% 。 由此可见,认为图书

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去图书馆求职还不如非图书馆

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更有竞争力的看法是片面的。
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直接影响着毕业生的知识

结构,与图书馆学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有密切关系。
馆长们对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有何看法? 在此次调查

中,共提供了 21 门课程作为选项,请馆长从中选出 8
至 10 门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调查的结

果是,排在前 10 位的课程是:图书馆学基础、信息检

索与参考咨询、信息资源建设、文献分类法、文献编

目、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信息用户与服务、图书馆

管理学、信息资源数据库、信息咨询与决策。 可以看

出,馆长们对目前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基本上是

认可的。 馆长们认为应该增加的课程有图书馆管理

学、信息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咨询,反映了馆长们更倾

向于增强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实用性和对图书馆业

态变化的适应性。

3摇 职业竞争力与图书馆学教育———馆员的

视角

图书馆学教育对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的影响如

何? 对这个问题体会最深刻的,应该是毕业于图书馆

学专业的图书馆员。 本调查对 2000 年以来图书馆学

专业毕业的学生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我们向 400
家图书馆发放了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48 份。 这

148 位受访的图书馆员来自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 103 家图书馆,其中来自各省级公共图书馆 42 人,
各市图书馆 34 人,高校图书馆 63 人,科学专业图书

馆 9 人。 受访者的学历构成情况是:本科生 104 人,
占总人数的 75% ;硕士研究生 30 人,占总人数的

22% ;博士研究生 4 人,占总人数的 3% 。
3. 1摇 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岗位分布与从业心态

在本次调查回收的 144 份有效问卷中,受访者的

岗位分布情况是:分类编目 43 人,参考咨询 32 人,流
通阅览 28 人,文献采访 20 人,图书馆管理 17 人,数

据库建设 13 人,系统与网络维护 10 人,系统与软件

开发 1 人。 调查表明,信息采集、信息组织、信息检

索、信息服务确实是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核心竞争

能力,他们在这些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

面,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系统与网络维护、系统软

件开发等对计算机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人数则较少,
也凸现了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缺

陷。 这与我们在馆长调查问卷中得到的结论相吻合。
调查问卷还要求受访的馆员对目前自己从事的

职业进行评价,结果在回收的 147 份有效问卷中,表
示满意的 69 人,占 47% ,基本满意的 75 人,占 51% ,
不满意的 3 人,占 2% 。 由此说明,绝大部分受访者

对目前从事的图书馆职业是满意或基本满意的。 这

种良好的心态既是从业者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体现,
也是他们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
3. 2摇 图书馆员眼中的职业竞争力

亲身参加图书馆实践的图书馆员如何认识图书

馆员的职业竞争力? 我们分析了决定职业竞争力的

各种要素,设计了若干问题。 调查结果是:在 147 份

有效问卷中,124 人认为“不断学习和获取新知识的

能力冶是图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最核心的因素,
占总数的 83. 7% ;选择“过硬的专业技术工作能力冶
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冶两项的分别为 100 人和 82
人,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 67. 6%和 55. 4% ,这表明图

书馆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仍然是今天图书馆员职

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不同职业进行评价的心理

倾向,即在职业选择和职业生涯中,在众多的价值取

向里,优先考虑哪种价值。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也是职

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结果显示,91 名被

调查者认为“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冶是图书馆学毕业生

职业竞争力的核心部分,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61. 5% ,
说明“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冶对职业竞争力的作用,已
经被多数图书馆员认同和接受。

“宽广的知识面冶、“良好的心理素质冶及“团队精

神和协调沟通能力冶分别有 80、69、80 人将其作为图

书馆学毕业生职业竞争力的选项,占总调查人数的

54% 、46. 6% 、60. 1% 。 这表明图书馆员认识到从事

图书馆职业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良好

的综合素质,需要通过团队支持获得自身的进步。
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图书馆从业实践中感受

到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了解这一点对图书馆学专业

教育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调查设计了若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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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是:97% 的受访者认为“系统的图书馆学专

业知识冶是他们从事图书馆职业的优势;93. 9%的图书

馆员认为“实践能力强,能适应不同岗位业务的要求冶
是其从业优势。 这与图书馆学教育一向比较重视课程

和教学方式的应用性、实践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有关。 分别有 66. 2%和 71. 5%的受访者认为“外语

水平冶和“掌握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冶也是他们从业的优

势,说明近年来图书馆学教育中普遍加强外语和计算

机教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认为“其他学科知识冶是
自己从业劣势的比其他选项多,说明图书馆学专业的

毕业生也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 正是这

种缺陷,使他们难以从事层次较高的知识信息服务工

作,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职业竞争力。
3. 3摇 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与图书馆员的职业竞争力

课程学习质量对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产生直接

的影响,因而课程设置是本次调查的重点。
由于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数目较多,而且各个教育

机构课程设置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将图书馆学专业课

程分为三类:理论类课程(如概论、历史等),方法类课

程(如分编、检索等),技术类课程(如计算机、数据库

等)。 调查结果是:认为课程“非常重要冶和“重要冶的
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方法类、技术类、理论类。 显然,
方法类课程对增强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职业竞争力

至关重要,技术类课程的重要性也被从业者认同。
专业课程内容比较复杂。 我们概括了专业课程

三个方面的特点,要求被调查者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评

价,结果是,对专业课内容要求主要集中在内容新颖

和实用性强这两个方面,认为实用性强、内容新颖

“非常重要冶的票数比例都高,远远超过“理论性强冶,
说明专业课程内容的新颖性和实用性直接影响到学

生的就业前景和职业竞争优势。 对专业课程的理论

性,多数人选择“重要冶而不是“非常重要冶,反映受访

者对理论的认识还有一定偏差。
调查要求受访者对所学过的职业课程(包括教

材)进行总体评价,调查结果是:6. 8 % 的人选择“内
容能适应实践发展需要冶,54. 4% 选择了“基本适应

工作需求,但需更新冶,表明超过 60% 的人对所学过

的课程总体评价是肯定的。 但从“基本适应工作需

求,但需更新冶和“内容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冶两者

比例各占 54. 4 %和 25. 2 %来看,图书馆学课程内容

更新刻不容缓。
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图书馆员对图书馆学专业

的核心课程是怎样的看法? 我们从各学校所开设的

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中筛选出 21 门课程,请受访者从

中选出 10 门课程作为他们认为的核心课程。 对本题

回答的有效问卷 148 份,排在前 10 位的课程是:文献

分类学、信息检索与参考咨询、图书馆学基础、文献编

目、信息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信息用户与服务、信
息资源数据库、图书馆管理学、信息咨询与决策。 这

10 门课程与前面馆长认为的 10 门图书馆学专业核

心课程几乎是重合的,只是排列顺序有所不同,说明

馆长和馆员对核心课程的认识基本一致。 再对比

“湘潭会议冶确定的 7 门图书馆学核心课程,除了个

别课程的内容分合与名称以外,大体也是吻合的。 这

说明目前图书馆专业本科核心课程的设置基本符合

图书馆实际工作需要。
3. 4摇 不同教学形式对培养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的

影响

目前图书馆学的教学方式有课堂讲授、课堂讨

论、学术讲座、课程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形

式。 我们要求被调查者对这些不同教学形式的教学

效果进行评价,调查结果是,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课

程实习是效果最好的教学方式,让他们获益最多。 而

毕业论文成为最不被认可的一种教学方式。 在对图

书馆学专业教师的要求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 77.
6%的被调查者希望教师有“图书馆工作实践经验冶。
这是因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缺

乏对图书馆实际工作的了解,教学内容往往容易与实

际脱节。

4摇 结论与思考

综合以上调查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并启发我们进行思考:
4. 1摇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变革中发展,但仍然面临

诸多困难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呈现平稳发展态

势,硕士研究生教育则发展迅速,博士研究生教育有

了重大突破,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招
生与就业形势总体看好。 图书馆学教育在变革中持

续发展。 那种认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日渐萎缩冶
的看法是片面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同时,图书馆

学教育仍然面临不少困难,主要表现在某些学校图书

馆学专业本科招生困难,毕业生去图书馆以外的行业

就业增多等问题。 对此,一方面需要图书馆学教育机

构积极研究对策,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图书馆事业的进

一步发展,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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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摇 图书馆学专业知识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竞争

力,坚守与拓展是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理性选择

从不同角度调查的结果都表明,图书馆学专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仍然是今天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的核

心因素。 图书馆学教育必须坚守自己的“根据地冶。
任何使图书馆学核心知识边缘化的“教育改革冶,只
会毁掉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职业。 但是,目前图书

馆学教育确实存在学生相关学科知识缺乏、信息技术

教育薄弱,致使有些毕业生难以胜任比较专深的学科

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要求较高的业务工作岗位等问

题。 这就要求图书馆学教育必须拓展自己的领域,将
信息科学、信息技术融入图书馆学的教学内容之中。
同时要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注意吸收非图书馆

学本科毕业的学生进入图书馆学研究生的队伍,从根

本上改善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图书

馆职业发展的需要。
4. 3摇 目前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基本合理,
当务之急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不同角度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各教育机构开设的

图书馆学核心课程不同程度地存在知识陈旧、与实践

脱节、忽视专业技能培养等问题,改革刻不容缓。 改

革的方向,一是增强课程内容的新颖性,及时将国内

外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和图书馆实践领域发展最新的、
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吸纳到教学内容中去;二
是强化课程内容的实用性,特别注重技术与方法的实

际应用,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对理论类课程,
既要考虑课程的理论深度和学术内涵,同时又必须联

系生动鲜活的图书馆实践,能够解释、解决和指导图

书馆实践的发展。
4. 4摇 图书馆学教育不仅要传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
而且要传播图书馆职业精神

无论是对馆长还是对馆员的调查结果都表明,正
确的职业价值观是职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

有热爱自己的职业,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信心和自豪

感,才会有很强的职业竞争力。 因此,图书馆学教育

不仅要传授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要把以树立人

文精神为核心的图书馆职业价值观渗透到图书馆学

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出既有系统、扎实的图书馆学专

业知识,又有高尚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真正具有职业

竞争力的图书馆员。
4. 5摇 图书馆学教育领域与图书馆实践领域应加强联

系与沟通,共同培育图书馆人才

图书馆学是一门与实践联系密切的学科,图书馆

学教育则是有明确职业导向的专门教育,因此,图书

馆学教育领域与图书馆实践领域应该加强联系与沟

通。 图书馆学教育要关注图书馆职业对人才的需求,
倾听来自图书馆实践领域的呼声。 图书馆管理者,则
要了解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图书馆实践领

域应该为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敞开大门,为他们在

实践中培养和锻炼自己,成为图书馆职业队伍中的生

力军提供坚实宽广的平台。
(本文系中国图书馆学会 2007 年资助项目“我

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调查分析冶结题论

文。 参加本项目调查的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

书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卓卓、唐琼、于媛、费巍、武

利红、马刘凤、吴钢,硕士研究生宋琳琳、水亮、刘畅、
彭敏慧、肖婷,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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