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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暨专业主任联席会议召开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暨专业主任联席会议于 2010年

12月 23 2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 来自全国 32所设有图书馆学专业的院校共 46位教指委委员

和系主任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与会代表经过热烈

讨论, 就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

一、针对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涉及到图书馆学科的有关问题, 代表们一致认为, 我国的图

书馆学已走过了 9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同其他学科一样, 一方面需要

保留原有的学科特色 ,另一方面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调整, 因此, 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涉

及图书馆学科的部分,应该: 既要保留原有学科的特色,又要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拓展新的研究

领域和范围; 在网络时代,图书馆仅仅是信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对信息进行搜集整理组织利用

已远远不是图书馆一个机构所能完成的,因此图书馆学教育内容需要突破图书馆的局限, 要从整个

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全局来重新设计图书馆学课程内容,要把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管理纳入到图

书馆学的研究范围; 图书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不仅要面向图书馆 ,也要面向各种信息管理工作,

使图书馆学科形成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够适应更广泛的社会需求。

二、针对 十二五 期间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建设规划的有关问题, 代表们提出, 教材建设关乎着

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教材是否配套齐全、形成系列, 是评价一个专业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

准。为此, 代表们对未来 十二五 期间的教材建设提出了积极的设想与建议: 坚持保留与发展相结

合的原则, 一方面对已有的教材建立科学的推荐制度, 传承和保留这些教材中优秀的教育理念和内

容精髓; 另一方面对一些新的学科增长点所存在的教材内容滞后或空缺现象, 应采取积极稳妥的措

施, 加快新教材建设步伐,努力保持教材建设的连续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要注意将素质教育与创

新教育的内容纳入到教材体系建设中,为图书馆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为了使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得到科学的发展, 教指委将组织有关专家对 高等学校图书

馆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 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完善, 使之成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具有前瞻性和

统领性的高质量的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管理规范。

本次会议开得高效、务实,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特向承办本次会议的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表

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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