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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师范)专业:我国中小学图书馆馆员队
伍专业化的理想路径

吴建华　 廖海如　 张小雅　 陈雅楠　 肖龙翔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项事业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教育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相应地,

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也进入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阶段。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图书馆的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

善,但服务效能不高,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馆员队伍专业化水平低。 中小学图书馆发展要求馆员

具备图书馆专业能力和扎实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基础知识,但现有图书馆学教育不能满足中小学图书馆对专业

馆员的需求。 本文从专业教育的角度考察中小学图书馆的人才供给问题,为中小学图书馆寻找一条理想的馆

员队伍专业化路径。 研究发现,国际上许多国家开展了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并且对学校图书馆员实行“教

师” “馆员”双重专业资格准入制度。 总结国外的经验,借鉴我国师范院校的历史经验,建议借助我国公费师范

教育政策,设置图书馆学(师范)专业。 具体思路是:①设置图书馆学(师范) 专业,建立与基础教育相适应的

人才培养体系;②开办“图书馆学(师范) +X”双学位班;③利用慕课实施大规模在职馆员继续教育。 这有利于

培养中小学图书馆需要的专业化、复合型馆员,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路

径。 表 3。 参考文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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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various
 

undertakings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asic
 

education
 

is
 

facing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ly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libraries
 

has
 

also
 

entered
 

the
 

stage
 

of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hardware
 

conditions
 

of
 

school
 

libraries
 

have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however the

 

service
 

efficiency
 

is
 

low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is
 

the
 

low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f
 

the
 

librarian
 

team which
 

has
 

severely
 

restricted
 

the
 

integration
 

of
 

library
 

wit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also
 

causes
 

great
 

waste
 

of
 

resources.
 

School
 

libraries
 

in
 

China
 

require
 

not
 

only
 

a
 

huge
 

demand
 

on
 

school
 

librarians but
 

also
 

the
 

ability
 

to
 

plan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a
 

solid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in
 

basic
 

educa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annot
 

meet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of
 

school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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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supply
 

of
 

talents
 

in
 

school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o
 

find
 

an
 

ideal
 

professional
 

path
 

of
 

librarian
 

team
 

for
 

school
 

libraries.
 

It
 

is
 

found
 

that
 

many
 

countries
 

generally
 

carry
 

ou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school
 

libraries and
 

implement
 

the
 

du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admission
 

system
 

of
 

teacher 
 

and
 

librarian 
 

for
 

school
 

librarians
 

as
 

well.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foreign
 

experience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ultivating
 

school
 

library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normal
 

colleges
 

of
 

China it
 

proposes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policy
 

of
 

publicly
 

funded
 

n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to
 

set
 

up
 

library
 

science  normal  major.
 

The
 

specific
 

ideas
 

are
 

as
 

follows 1  set
 

up
 

the
 

library
 

science  normal  major
 

and
 

establish
 

a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basic
 

education 2  open
 

library
 

science  normal  + X 
 

double
 

degree
 

class 3  use
 

MOOC
 

to
 

implement
 

large-scale
 

online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in-service
 

librarians.
 

This
 

is
 

beneficial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specialized
 

and
 

compound
 

school
 

librarians
 

needed
 

for
 

school
 

libraries and
 

is
 

a
 

cultivation
 

path
 

of
 

library
 

science
 

professionals
 

in
 

lin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tabs.
 

52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ibrary
 

science normal major. 　 School
 

libr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0　 引言

中小学图书馆是中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素质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研究和

实践反复证明,中小学图书馆不仅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学业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满足学生

的好奇心,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有益于学生的身

心健康[1-3] 。 因此,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十分

重视中小学图书馆建设。 2015 年,我国教育部、
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

见》,其工作目标包括“到 2020 年,绝大部分中

小学要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建有图书馆”,“使图

书馆与教育教学全面深度融合,成为学校信息

资源高地和师生智慧中心、成长中心、活动中

心”。
在各级政府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中

小学图书馆的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然而,
多项调查显示,中小学图书馆严重缺乏专业馆

员,服务效能普遍较低,甚至有些学校虽然建起

了崭新的图书馆,馆藏也很丰富,馆舍和馆藏却

一直处于闲置状态[4-7] 。 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

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育部门现有政策和

评估标准重视中小学图书馆的硬件建设,却忽

视服务效能。 学校普遍对标建设硬件设施,提
供基本服务。 第二,图书馆员编制短缺,学校普

遍使用兼职馆员;数量有限的专职专业馆员,身
份往往是教辅人员,不受重视,工作积极性不

高。 第三,到中小学就业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

生数量极少,且一般优先选择担任学科教师;即
使到图书馆工作,在履行“使图书馆与教育教学

全面深度融合”的职能方面,往往存在知识技能

不足的问题[8] 。 我国现有图书馆学教育无法保

障中小学图书馆的人才需求,具体表现为人才

培养规模有限,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毕业生知识与能力不适应中小学图书馆工作需

要;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缺位,制约图书馆学专业

毕业生进入中小学图书馆从事专业工作。
综上所述,国家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为中小

学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 然

而,目前我国中小学图书馆专业馆员队伍严重

匮乏,制约着中小学图书馆事业发展。 主动服

务国家战略,为中小学图书馆培养专业人才,是
图书馆学界的时代使命。 本文从专业教育角度

考察中小学图书馆的人才培养问题,包括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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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践经验、国外中小学图书馆的特点及人

才需求、我国中小学图书馆专业馆员培养现状、
我国师范教育与中小学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

等,期冀探索中小学图书馆馆员队伍专业化的

理想路径。

1　 研究综述

国际上通常将中小学图书馆称为“学校图

书馆” ( school
 

library ), 用 “ 学校 图 书 馆 员”
(school

 

librarian)指代中小学图书馆员,而为中

小学图书馆培养专业人才的专业名称中也以

“学校图书馆”(school
 

library)为核心词汇。
学校图书馆最初以班级图书馆或公共图书

馆学校分馆的形式存在,随着学校图书馆日益

正规化,专业组织和专业馆员随之出现。 1896
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成立图书馆分会。 1900
年,第一位学校图书馆专业馆员玛丽·金斯伯

瑞获得任命。 1914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学

校图书馆分会。 1951 年,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

会正式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个部门,该协

会通过制订标准和开展专业认证,指导、规范学

校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9] 。 1971 年,国际学校

图书馆员协会正式成立[10] 。 以上两个学校图书

馆员专门协会都创办了学术期刊,并且定期举

办学术年会。
在学校图书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

达国家对学校图书馆员专业化这一问题开展了

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校图书馆员工作及其价值评价

学校图书馆虽然数量多,但规模小,在学校

机构中处于弱势,馆员的工作价值难以得到广

泛认可。 学界对如何判断学校图书馆的有效

性,如何评价学校图书馆员的工作价值等问题

进行研究,被称为学校图书馆影响研究。
1959—1960 年,Gaver 在美国 13 个州的 271

所学校开展了一项两阶段准实验研究。 她比较

了三种不同条件下学生的考试成绩:学校只有

班级图书馆;学校有集中的图书馆,但负责管理

运行的不是专业馆员;学校有集中的图书馆,并
且由专业馆员负责管理运行。 结果显示,第三

种情况下学生成绩往往高于前两种[11] 。 这项研

究在美国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结果发布后,1960
年代后期,美国成千上万的小学得到资助建立

了图书馆,设置成百上千个管理职位,以协调区

级学校图书馆媒体服务,同时在全部 50 个州各

设置一个主管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的学校媒体

主任[12] 。
2005 年以来的多项研究继续深入探究学校

图书馆和馆员如何产生影响,发现学校图书馆

对学生学习的帮助不仅限于提供信息,更涉及

知识的创造、生产、传播与使用;馆员作为信息

专员,不仅是学校图书馆项目管理者,是教学设

计者和教育伙伴,还是全校范围内课程整合学

习的促进者和领导者[13,14] ;通过合作伙伴关系、
指导式探究等形式,专职专业馆员对学生的阅

读和数学成绩产生积极影响[15] ;学校图书馆员

通过与各学科教师的合作,创造一个更好的学

习环境,不仅提高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而且

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个性化支持,学习新的研

究技能,使用更加多样化的资源,等等[16] 。
(2)学校教育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不断涌现的

新技术,中小学一直在变革教育理念与教学方

法,调整教学内容,在此过程中,学校图书馆员

同样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多项研究围绕此议题

展开。
①学校图书馆员如何作为信息专家进入教

学团队,助力开展建构式深度学习。 终身学习

理念促使学校引入引导和探究式的教学方式,
这种方式需要组建由学科教师、专业馆员、其他

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每位成员带着自己的专

长进入一个合作学习环境,引导学生把现实世

界与课程内容相联系,发现并利用多种信息源,
帮助学生提升认知和独立思考能力,获得学科

知识。 学校图书馆员以信息专家的身份进入教

学团队,引导学生查找、评价、使用各类资源开

展建构式深度学习,把学校图书馆变成一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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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新知识的环境[17] 。
②学校图书馆员如何应对技术挑战。 学校

计算机实验室最初放在图书馆,馆员以专家身

份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 然而,随着

教育技术手段日益丰富,教育技术学和教育技

术岗位应运而生,学校图书馆员促进技术与教

育教学融合的领导角色受到挑战[18] 。 近年来,
创客空间逐步进入学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员

又成为创客技术专家,促进创客技术与教育教

学融合。 馆员与课堂教师的合作,从计划到实

施,再到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形成的个性化

学习 环 境 有 益 于 实 施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的

教学[19] 。
③学校图书馆员如何支持学校教学。 一项

研究借助学习基础设施理论,把学校图书馆员

的实践作为支持学校教学的资源,发现馆员通

过与学科教师合作、开展项目管理等,被结构化

为机构资源;发挥馆员的专业特长,为教学工作

提供支持,成为促进学校教育的专业资源;学校

图书馆的环境、媒体、技术等通过馆员的实践,
成为支持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物质资源[20] 。

(3)新的胜任力与新的课程体系

在新的教育环境下,学校图书馆员的工作

内容也发生了改变。 除馆藏发展、资源管理、技
术集成、读者咨询等传统工作之外,还要开展一

些新的服务项目,如建设创客空间并提供创意

性服务,与全校课程建立联系并组织探究学习,
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指导学生的研究活动等。
Woolls 和 Coatney 认为,新的教育环境对学校图

书馆员的胜任力提出了新要求,包括要具备出

色的教学技能,富有感染力的学习热情和持续

成就学生的热情,服务意识强并且态度积极;具
备优秀的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力,善于倾听;具备

独创性和领导能力;乐于尝试新事物,保持位于

新技术前沿;确保图书馆的课程资源时刻保持

最新状态。 为确保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具备

这些胜任力,相关专业教育至少应开设 6 门必

修课程:教育哲学、儿童心理学、教学方法、儿童

与青少年阅读资源、探究学习、新技术,还应组

织 8 周以上的实习[21] 。
相较于国外,国内对中小学图书馆的相关

研究较少,包括探讨建立教师馆员制度[22] 、论述

中小学图书馆的职业价值和基础教育价值[23] 、
国外经验的总结和介绍[24-27] 、中小学图书馆现

状的调查研究[28,29] 等。 已有研究发现专业馆员

匮乏严重制约着我国中小学图书馆的发展,但
是对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缺乏深入分析,也
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外持续深入地探

究学校图书馆及馆员的价值,关注学校教育变

革对馆员胜任力的新要求,为改革专业教育提

供依据;国内已充分揭示专业人才匮乏这一突

出问题,但缺乏对中小学图书馆业务特点及人

才需求的系统研究。 为此,本文在总结国外经

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对专业馆

员的需求与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借鉴国内外经

验,探讨将中小学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纳入师

范教育体系的可能性,进而提出我国中小学图

书馆馆员队伍专业化的实践路径。

2　 国外学校图书馆馆员队伍专业化的实
践经验

发达国家不仅在学校图书馆馆员队伍专业

化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实践方面也有突出的

经验可资借鉴,一是开展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

育,二是实行“教师” “馆员”双重专业资格准入

制度。

2. 1　 开展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随着教育环境的发展变化,学校图书馆的

职能也在发生变化,馆员的称谓也随之变化,最
常使用的是学校图书馆员,其他包括学校图书

馆媒体专家、教师馆员、图书馆信息专家、媒体

协调人、专业文献资料工作者等[30] 。
多国开展了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其中,

美国的教育规模最大。 截至 2022 年 9 月,通过美

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学校图书馆员教育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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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个,由图书情报学院开设[31] ;通过教育预备认

证委员会认证的学校图书馆管理教育项目有 25
个,由教育学院开设[32] 。 截至 2020 年,在美国,
有 84. 8%的中小学拥有图书馆[33] 。 共有 48

 

160
位馆员,18

 

786 位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其中约

58. 15%的馆员拥有硕士以上学位,26. 39%拥有

学士学位,其他拥有副学士学位或高中毕业证

书;45. 5%的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拥有高中毕业

证书或同等学力,其他拥有副学士等学位。 全职

馆员平均年薪 63
 

390 美元,技术人员平均时薪

17. 76 美元,辅助人员平均时薪 14. 34 美元[34] 。
为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对学校图书馆员胜任

力的要求,美国大学不断改革课程体系和课程

内容。 罗格斯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开设的“学

校图书馆学”专业是全美同类专业中的最佳项

目,其课程设置非常具有代表性。 该专业要求

学生修满 36 学分的课程,包括 3 门公共必修课

(0 学分),11 门专业必修课(共 33 学分),1 门

选修课(3 学分),具体课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罗格斯大学“学校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公共必修课 ①图书情报专业概论;②图书情报学研讨会;③学业总结与职业规划

专业必修课

①人类信息行为;②学习理论、探究与教学设计;③新兴素养;④学校图书馆知识组织、
存取与服务;⑤学校图书馆的学习、包容与学生参与;⑥搜索与信息环境;⑦儿童识字

与阅读;⑧青少年阅读与读写;⑨信息技术导论;⑩学校图书馆的领导、管理与评价;
实地经验:学校图书馆媒体

选修课 经导师批准选修 1 门 3 学分课程

　 　 对学校图书馆员的培养主要通过 11 门专业

必修课实现,可以看出,课程的针对性很强,也
很新颖。 如“学习理论、探索与教学设计”是让

学生熟悉中小学课程体系和探究学习理论,“儿

童识字与阅读”以及“青少年阅读与读写”是让

学生熟悉不同年级的学习资源,“实地经验”是

实习课,要求学生在学校图书馆从事不少于 150
小时的有监督指导的专业工作(这也是新泽西

州对学校图书馆员的认证要求),且必须与“学

校图书馆的领导、管理与评价”同时学习。 2019
年之前,“图书分类与编目”“参考资料来源与服

务”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在新的培养方案中被

“学校图书馆知识组织、存取与服务”和“学校图

书馆的学习、包容与学生参与” 代替[35] 。 学校

教育要求学校图书馆员主动融入其中,学校图

书馆学专业教育相应持续变革,对传统图书馆

学课程进行调整,使图书馆学与学校教育结合

日益紧密,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特色日益凸显。
瑞典 80%的义务教育学校拥有图书馆,博

拉斯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是该国唯一开展学校图

书馆员培养的机构[36] 。 在教师馆员专业教育方

面,澳大利亚有两所大学培养教师馆员。 查尔

斯特大学开设的教学项目有教师馆员教育硕

士、信息研究硕士、信息研究毕业证书、免注册

单科目学习等。 其中,教师馆员教育硕士全部

是线上教学,由 6 门核心课和 8 门选修课组成,
供在职人员在两年内修完;南澳大利亚大学开

设的项目是信息管理研究生课程[37] 。 日本有

200 多所大学开设教师馆员专业,但这个专业不

是主修专业,而是辅修专业,取得教师资格证之

后,通过参加为期 15 周的课程学习,就可以取得

教师馆员资质证书[38] 。

2. 2　 实行“教师” “馆员”双重专业资格准入

制度

多国对学校图书馆员实行“教师” “馆员”
双重专业资格准入制度。 美国要求申请进入中

小学担任图书馆员的人员首先取得某个学科

的教师资格,然后通过学校图书馆教育项目接

受专业训练,获得学校图书馆员专业资质[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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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参照中小学师生比数据,测算不同规

模的学校对馆员数量的要求,提出学校图书馆

应配备的教师馆员和支持人员数量对照表[40] 。
澳大利亚图书情报协会与澳大利亚学校图书

馆协会联合发表《教师图书馆员资格申明》 ,明
确指出教师馆员作为学校教学团队的一员,在
学校教育政策、课程、成效与计划的规划、实

施、评估方面扮演着多重角色,应当拥有与课

堂教师相同的教育水平和训练,持有正规的教

师和图书馆员资格证书[41] 。 日本《学校图书馆

法》要求各类学校都配备图书馆,学校图书馆

配备教师馆员与学校馆员。 拥有 12 个以上班

级的学校必须配备一位在大学受过训练的合

格教师馆员。 学校馆员通常拥有图书馆技能

资格 证 书, 但 没 有 教 师 资 格 证, 属 于 辅 助

人员[38] 。

3　 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对专业馆员的需
求与人才培养现状

3. 1　 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对专业馆员的需求

为充分发挥中小学图书馆的作用,提高服

务效能,必须加强馆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目

前我国拥有 15. 43 万所小学,5. 29 万所初中,
1. 46 万所普通高中[42] ,按规定每所学校都应建

有图书馆。 根据国际图联《学校图书馆指南(第

二版)》提出的“学校图书馆至少应配备 1 名专

业馆员” [30] 的要求,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应配备

的专业馆员将超过 22 万名,对专业馆员的需求

数量是巨大的。
中小学图书馆只有全面融入学校的教育教

学活动,才能真正发挥育人作用,这对中小学

图书馆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际图

联要求学校图书馆员承担“教导、阅读及基本

素养培育、学校图书馆管理、与教职人员协作、
教育社群参与” 等职责,对学校图书馆员的领

导能力、与网络环境相适应的教学规划与实践

能力、运行和管理图书馆设施与项目的能力等

都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30] 。 正因为如此,发达

国家普遍要求学校图书馆员具备教师和馆员

双重资质。
具体来说,中小学图书馆要求专业馆员具

备统筹全局的能力,能够熟练地处理图书馆日

常业务,具备较强的沟通协作能力,善于整合资

源,善于与学科教师合作,能够胜任全局工作。
专业馆员除了要掌握扎实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和专业技能,还要熟悉中小学教育基础知识、教
育教学原理以及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才能主

动参与各项教育和学习活动。 已有实践经验一

般是通过在专业课程中开设 6 门必修课,让学校

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21] 。

3. 2　 我国中小学图书馆专业馆员培养现状

中小学图书馆专业馆员的培养需要依托专

业教育,然而,我国现有图书馆学教育难以保障

中小学图书馆的人才需求。
从培养目标上看,公共图书馆、科学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被视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三大

支柱[43] ,目前我国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更多是针

对这三类图书馆或信息机构的需求。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的图书馆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具

有代表性,开设的 14 门专业必修课分别是图书

馆学基础、目录学概论、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

织实务、信息描述、信息服务与用户、信息咨询

与决策、信息计量学、数据分析与管理、图书馆

与信息中心管理、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管理研究

方法、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全球视野下的信

息职业[44] ,课程中缺少中小学图书馆功能定位、
馆藏资源、用户特点和需求、服务形式等内容,
学生在心理学、教育理论方面也缺乏必要训练,
不熟悉中小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调查发

现,目前只有东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在图书

馆学本科课程计划中分别开设了 0. 5 学分的

“中小学图书馆管理” [45] 和 2 学分的“儿童图书

馆学” [46] ,且都属于选修课。
从客观条件上看,我国图书馆行业没有实

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性难

以得到认可,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时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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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大型公共图书馆和高

校图书馆等,到中小学图书馆就业的只有极

少数。
依托现有图书馆学教育,中小学图书馆对

专业馆员的数量及能力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
必须改革图书馆学教育,扩大人才培养规模,针
对中小学图书馆专门设计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 参考发达国家“教师”“馆员”双重专业资格

准入制度,结合我国既有的师范教育体系,将图

书馆学教育与师范教育结合,或许是培养学校

图书馆员的一个新思路。

4　 我国师范教育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在师范院校开展学校图

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经验,目前也有一些师

范院校在开展图书馆学教育。 同时,公费师范

教育是我国的特色,为依托师范教育体系开展

专门的学校图书馆人才培养提供了可能性。

4. 1　 民国时期的经验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得到发展,为了

满足专业人才需要,当时采取两方面措施培养

馆员队伍。
一是开展短期培训。 1919 年,李大钊在北

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成立两周年纪念会上发

表演讲, 敦促该校为图书馆培养专门人才。
1920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开设暑期图书馆

学讲习会,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图书馆学在职培

训。 1922 年暑假再次举办图书馆学讲习会,培
训内容更加系统,讲义还被整理成《图书馆学术

讲稿》在《北京高师教育丛刊》发表,此后这类培

训被推广到全国[47] 。
二是在师范院校开展图书馆学教育。 在专

家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师范院校开展图书馆学

教育的思路先是得到专业学会的认可,继而进

入政府的课程标准。 1922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

通过在师范院校增设图书馆学教育课程以及图

书馆管理科的两个提案;1923 年,全国教育联合

会在拟定的师范课程标准中增设了“图书馆管

理法”;1927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高中师范

科暂行课程标准”,在选修科目部分明确列出了

“图书管理学”。 据不完全统计,1949 年以前有

15 所师范(教育)院校开展过图书馆学课程教育

和专业教育[48] 。

4. 2　 我国师范院校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现状

对照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位点清

单,逐一访问其中的师范院校网站,发现目前有

18 所师范院校开展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详细情

况如表 2 所示。
在教育部直属的 5 所开展了图书馆学人才

培养的师范大学中,只有东北师范大学在本科

层次培养图书馆学人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包

括图书馆学基础、信息管理原理、信息资源建

设、信息用户与服务、文献信息编目、文献分类

法与主题法、社科参考信息源、信息检索原理、
图书馆集成系统理论与实践、信息分析理论与

应用、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数据挖掘理论与

应用[45] 。 该课程体系对中小学图书馆业务个性

化需求的关注不足,只有一门 9 学时的选修课

“中小学图书馆管理”,没有形成系列课程。 尽

管我国师范院校开展的图书馆学教育规模较

小,课程设置也并没有针对中小学图书馆,但也

为中小学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积累了经验并奠

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4. 3　 公费师范教育带来的启示

进入 21 世纪,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逐步建

立起完备的公费师范教育体系。
 

2007 年教育部

出台《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

施办法(试行)》,规定在 6 所直属师范大学实行

师范生免费教育,提前批次录取,免除学费、住
宿费,补助生活费;学生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

10 年以上,至少首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

两年;可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2012 年发布《关于完善和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

的意见》,全面推广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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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师范院校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情况概览

序号 学校名称 所属学院 / 部门 本科 学术硕士 专业硕士 博士 备注

1 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 √ — — 教育部直属

2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 — √ √ √ 教育部直属

3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 √ √ — 教育部直属

4 华中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 √ √ √ 教育部直属

5 西南大学 商贸学院 — √ √ — 教育部直属

6 辽宁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 √ — —

7 长春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 — √ —

8 山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 — √ √ —

9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 √ √ —

10 天津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 √ √ —

1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 — √ —

12 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 √ — —

13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 √ √ —

14 安徽师范大学 图书馆 — — √ — 2021 新增

15 河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 — — √ — 2021 新增

16 广西师范大学 图书馆 — — √ — 2021 新增

17 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 — — —

18 鞍山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 √ — — —

年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

法(暂行)》,建立统一认证体系。 2018 年发布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全
面提升教师培养规格层次,将“免费师范生”改

为“公费师范生”, 任教服务期调整为 6 年。
2018 年出台《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

教育实施办法》,将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

务的时间改为至少 1 年。 2022 年发布《新时代

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

待遇。
系列政策成效显著。 至 2021 年,全国开办

教师教育的师范院校和非师范院校共有 696 所,
在校师范生 261. 58 万人;教育部 6 所直属师范

大学 2007 年以来累计招收师范生 12. 3 万人,
90%的毕业生到中西部省份任教;全国有 28 个

省份实施地方师范生公费教育,每年有 4 万余

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中小学任教[49] 。 越来

越多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踊跃报考师范专业,师
范院校录取分数线逐年攀升,同时还有越来越

多的非师范专业优秀高校毕业生去中小学任

教,形成了持续的“师范热” “教师热” “教师资

格证热” [50,51] 。
公费师范教育为中小学图书馆馆员队伍建

设带来重要启示,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如提前批

次录取,国家公费;签约规定从事中小学教育和

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的年限;可在职攻读

教育硕士研究生;提高工资待遇;建立统一的认

证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等。 中小学图书馆

是中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员队伍建设可以

参照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做法,借助国家公

费师范教育的相关政策,培养一支稳定的、有志

于从事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的专业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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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我国中小学图
书馆馆员队伍专业化实践路径

我国师范院校一般都设有师范专业和非师

范专业,选择就读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

准备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愿意去中小学担任课

程教师。 在师范院校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并且

设置相应的师范专业,把学生的职业方向与专

业目标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第一志愿报考率,
确保生源质量,同时确保就读该专业的学生毕

业后愿意到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可解决中小学

图书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 同时,公费师范生

毕业后进入中小学工作,其身份就是教师,而不

是教辅人员,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中小学图书

馆员的“教辅”身份问题。

5. 1　 专业命名:“学校图书馆”师范专业还是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

国际上,为中小学图书馆培养专业人才的专

业,名称中通常有“学校图书馆” (school
 

library)
一词,有些还加上“证书” “计划” “媒体专家”等

后缀。 如果遵循国际惯例,把为中小学图书馆培

养人才的师范专业命名为“学校图书馆”师范专

业是合理的。 然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在附后的几个专业设置申请

表中都有一个“师范专业标识”项,申请设置的专

业如果是师范性质的专业,则标注“S”,如果是师

范兼非师范性质的专业,则标注“J”。 例如,专业

目录中有“物理学”这一专业,某高校如果只是希

望为基础教育培养物理教师,在专业设置申请表

中填写的专业名称应该是“物理学”,另外在师范

专业标识项中标注“S”,在该高校内的专业名称

就是“物理学(师范)”,实际上只是一个专业方

向。 相应地,由于专业目录里面已经有一个“图

书馆学”专业,对应的师范专业名称只能是“图书

馆学(师范)”。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召开

了“学校图书馆”师范专业专家论证会,专家们同

意将建议报告上报给教育部审批[52] 。 论证时遵

循国际惯例,采用的专业名称是“学校图书馆”,
后经调查发现,“图书馆学(师范)”才符合我国专

业设置规则。 因此,正式上报教育部时,将把专

业名称修改为“图书馆学(师范)”。

5. 2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的目标定位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属于图书馆学专业下

的一个专业方向,因此,与图书馆学专业一样,
对应的一级学科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对
应的学科门类是管理学,学生毕业时将授予管

理学学士学位。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的定位是为中小学图

书馆培养专业馆员,而中小学图书馆馆员的工

作目标是实现“图书馆与教育教学全面深度融

合”,除负责图书馆的日常运行外,还需要与学

科教师密切合作,建设学科教育资源,全面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的学生

既要接受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又要在逻辑学、哲
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接受必要

的训练。 本专业的毕业生应掌握系统的中小学

图书馆管理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具有扎实的

图书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基础,熟悉

中小学教育教学特点和规律,熟悉中小学课程

体系及各学科的重要文献资源和中外经典著

作;能够熟练地运用图书馆学理论方法和现代

化技术手段管理中小学图书馆,如开展文献信

息资源建设、信息素养教育、阅读指导教学,主
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组织校园阅读推广活动,
与学科教师合作开展探究学习等。 通过图书馆

学、教育学专业训练和中小学图书馆实践探索,
逐步成长为具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富有创新精

神和教育情怀的中小学图书馆专门管理人才。

5. 3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与图书馆学专业的

区别

图书馆学(师范)专业与图书馆学专业在人

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要求、核心课程设置上存

在明显区别。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图书馆学(师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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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中小学图书馆管理专门人才,侧重中小

学图书馆管理综合能力及中小学图书馆核心业

务能力的培养。 图书馆学专业是培养图书馆事

业管理人才,侧重图书馆事业管理综合能力以

及大型图书馆核心业务能力的培养。 在对口就

业机构上,图书馆学(师范)专业的对口单位就

是中小学图书馆,图书馆学专业的对口单位主

要是大型图书情报机构,以及国家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织的信息部门。
在人才培养要求上,图书馆学(师范)专业

培养能够胜任中小学图书馆全局工作的管理型

人才,除了能够熟练地处理图书馆的日常业务,
还应具备较强的沟通协作能力,善于整合各种

资源,善于与学科教师合作。 图书馆学专业侧

重培养能够胜任大型图书馆核心业务工作的专

家型人才。 这是因为,中小学图书馆规模较小,
即使包含小学、初中、高中学部的学校设有较大

的图书馆,最多也只需要 7—8 位馆员,很多学校

只有两位馆员,甚至只有 1 位兼职馆员。 然而,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意味着中小学图书馆对

每位馆员的要求都是全面的,通才更符合需要。
大型图书馆如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
其馆员团队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岗位类型

数量多,更需要具有专深业务能力的人才。
在核心课程设置上,借鉴美国的经验,图书

馆学(师范)专业应针对中小学生特点设置相关

课程,如逻辑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原理、探究

学习与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小学图书馆信息

资源建设、信息行为、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阅
读行为与阅读服务、中外经典阅读与欣赏等,目
的是培养学生把图书馆与教育教学充分融合的

意识与能力,充分发挥图书馆在育人方面的功

能。 图书馆学专业侧重文献信息资源管理及信

息技术能力相关课程,如目录学、信息组织、信
息描述、信息服务与用户、信息咨询与决策、数
据分析与管理等,目的是培养学生管理社会信

息资源和图书馆事业的知识和能力。
表 3 分别列出两个专业的核心课程。 其中,

图书馆学专业的 14 门必修课来自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 2018 年版人才培养方案[44] ;图书馆学

(师范)专业的课程是笔者参考美国学校图书馆

学专业课程,以及我国师范教育课程设置要求

(教育学、心理学是师范生的必修课),结合我国

图书馆学教育实际和社会发展趋势,针对图书

馆学(师范)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的。

表 3　 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馆学(师范)专业的核心课程

专业名称 核心课程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概论、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实务、信息描述、信息服务与用

户、信息咨询与决策、信息计量学、数据分析与管理、图书馆与信息中心管理、知识产

权管理、信息管理研究方法、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全球视野下的信息职业

图书馆学(师范)

逻辑学基础、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中小学图书馆管理与评价、探究学习与中小学

课程体系、中小学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行为、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阅读行为与

阅读服务、中外经典阅读与欣赏、信息分析与研究方法、管理统计学、基础教育大数据

分析、图书馆智能化服务原理与技术

5. 4　 开设“图书馆学(师范)+X”双学位班

图书馆工作的实质是知识管理与服务,接
受过其他学科的专业训练,又经过图书馆学教

育的复合型人才,能更好地胜任这一工作。
开设双学位班,如图书馆学(师范) +汉语言

文学 / 数学 / 心理学等,有利于培养具有复合型

知识结构的人才,而且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将会

产生三个良好的效果。 第一,能够培养出“图书

馆与教育教学全面深度融合” 的复合型人才。
例如,图书馆学(师范) +心理学双学位人才不仅

可以从事中小学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工作,还能

够开展心理咨询,特别是能够运用阅读疗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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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第二,一些学生为增加就

业竞争优势,会选择辅修图书馆学(师范)专业,
这将确保人才培养规模。 第三,鼓励主修图书

馆学(师范)专业的学生辅修其他师范专业,这
些学生的就业去向就是中小学,这将确保有一

支稳定的中小学图书馆专业人才队伍。

5. 5　 利用慕课为在职人员开展图书馆学(师
范)专业教育

一方面,我国中小学数量众多,如果都按照

专业化的标准来建设图书馆,对图书馆学(师

范)专业的人才需求将是巨大的,仅靠常规大学

教育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有
一大批从事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的馆员,由于没

有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在专业理念、知识、
技能方面都有所欠缺,难以胜任中小学图书馆

的专业工作。 再者,一些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

练的馆员,在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多年,其知识、
技能需要得到更新、补充、完善。 发展在职教

育,可为在职人员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有利

于提高中小学图书馆的整体专业化水平。
图书馆学( 师范) 专业开办之后,将会积

累一定的专业建设经验和课程资源,可以整

合全国的优秀师资力量,设计、制作网络课

程,为中小学图书馆的在职馆员提供专业学

习机会,开展课程资格认证和专业资格认证,
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图书馆馆员队伍专业化

不足的问题。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阅读服务馆员胜任力模型构建与

行动研究”(项目编号:22BTQ02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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