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 面向“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创新研究

关键词:双一流；高校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双一流”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1]
，这是中国高等教

育领域继“211 工程”、“985 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作为教学、科研重要支撑

之一的高校图书馆，创新是灵魂、服务是根本，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成为当下高校图书

馆积极参与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调研 42 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馆员

继续教育现状，对于把握当前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好地服务高校“双一流”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为破解高校图书馆发展瓶颈作参考

正如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所说：“图书馆的未来系于图书馆员，而图书馆员的未

来亦取决于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灵魂的服务要与时俱进的同时，构建一支服务能力

强、信息素养高馆员队伍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图书馆的发展。本课题力图探讨通过政策

的引领、围绕“双一流”建设，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为推进高校图书馆员的继续教育

提供参考。

(2)“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对馆员的新要求

马克思曾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由于高校合并及扩招而产

生的总-分馆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馆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只有图书馆员自身

的职业素养得到培养和提升后，他才懂得如何存取、选择、过滤和为用户定制信息，

才能做一名真正的知识导航员
[2]
。如何提升馆员能力、缔造一支服务于“双一流”的

馆员队伍是摆在高校图书馆面前的重要课题。

(3)馆员继续教育是自身知识更新与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3]

目前，国内大多数图书馆都存在入职人员门槛过低、学科结构不合理而导致从业

人员服务水平及业务素质不均衡的问题，继续教育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图书馆员知

识更新、技能学习的需求，也是图书馆实现创新转型、改善社会地位的基础工作
[4]
。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方法：



课题通过网络调查法调研这 42 所大学图书馆主页是否有馆员教育相关专栏及内

容，在没有相关内容情况下又通过 QQ 咨询、邮件咨询或电话采访等方式咨询相关大

学图书馆馆领导、办公室主任或业务骨干，并结合文献调研法查阅馆员继续教育及培

训文献，调研时间为 2018 年 9 月初到 11 月末，除新疆大学图书馆数据未能收入外，

41 份调查结果从馆际间差距、培训对象、考评机制、新技术和新媒介应用四个方面

进行总结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思考。

思路：

(1)查阅并了解“双一流”建设的国家、部委方案与实施办法、学校“双一流”学科

年度建设方案，明确高校图书馆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的地位与目标；

(2)查阅关于图书馆继续教育方面的中外文献，同时对吉林省高校图书馆及国内外先

进同行的主页进行网络调研，找出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并提出解决方案、撰写调研报告；

(3)馆员继续教育提升方案的提出：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培训、访学及网络开放课程

（MOOC）或本校大学生相关课程等来扩充图情专业新知识、提升馆员信息素养、数据

素养或开展学科服务所服务学科基础课程，并建议对馆员进行分层再教育以形成有延

续性的梯队结构，撰写调研报告直至学术论文。

具体内容：

调研主要围绕是否设有馆员培训专栏、馆员培训是否形成制度或有规划、培训对

象、培训形式及培训内容五个方面进行。41 所“双一流”大学图书馆都认识到继续

教育对提升服务能力的重要作用，都对馆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训。31 所图书

馆网站上没有馆员培训栏目，但也不代表馆员培训方面不作为，如中国农业大学图书

馆的馆员培训早已制度化，固定讲座与灵活培训相结合，且形式多样，如外出交流、

进修学习、专家讲学、正高讲座、科研项目等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周五 1

小时”全馆学习活动，引导馆员加强日常学习、激发学习内在动力，鼓励馆员不断学

习，丰厚学识底蕴，并使之转化为爱岗敬业、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5]
；又如南京大学

图书馆自 2010 年开始的馆员创新论坛、吉林大学图书馆于 2018 年开展的图书馆业务

交流与研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馆员为期两个月的轮岗并配合他馆参观，期满有总

结、清华大学图书馆每年都安排年轻骨干馆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轮岗培训，深度了解

其他部门工作，这些都是馆员学习提升的有效形式。



具有馆员培训计划的有 29 家，占 69%，如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在年初制定全年

培训计划，且鼓励馆员深造，这也离不开华中科技大学对员工继续学习的相关激励政

策的支持、东南大学图书馆以提升馆员素质为目标的“馆员提升计划”、西安交通大

学图书馆的期末学习计划，以及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培训学院、学术会方资助计

划、中层干部发展计划、青年馆员成长计划等人才强馆战略
[6]
。总的来说，各馆馆员

培训形式多样并注重对外交流学习，既有向国内先进同行取经的短期培训，如兰州大

学图书馆的 cashl 西部馆员和重庆大学图书馆高级馆员访问，也有海外访学，如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国际访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的海外研修，而中国

农业大学图书馆的正高讲座也不失为一种经济而有效的继续教育模式。

（1）各馆之间馆员培训差距明显

馆员培训的重视程度和系统性相较于读者培训、学科服务等信息服务的明显制度

化，有馆员学习相关专栏设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同济

大学图书馆等 11 家，占 27%，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外，多集中于北京和东部

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2）培训对象笼统、馆员自身缺乏职业危机感

在调查的 41 所“双一流”大学图书馆馆员培训对象是全体馆员的为 100%，培

训对象含有新进馆员的有 20 家，有的馆员培训对象为有学习意愿的馆员、年轻馆员、

40 岁以下年轻馆员，既反映出馆员培训的分级、分类不明显，培训对象针对性不强，

划分笼统，也反映出馆员自身对继续学习不积极不主动，职业“停滞”问题较普遍存

在。

（3）馆员培训的考评机制不够健全

虽然 42 所“双一流”大学图书馆都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馆员教育培训，

但大多都没有相应的培训考核与评估机制，往往造成培训流于形式、学习效果不明显。

（4）新技术、新媒介应用不多

面对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的新环境，馆员再学习过程中应用的资源、手段

和媒介也应发生着变化，而图书馆作为学术资源的集散地，网络视频学习资源、图书

情报 MOOC 资源的利用应更多地应用于馆员的日常学习，MOOC 技术手段应用，以及总

分馆管理形势下的全体馆员学习的远程视频、网络直播等学习形式运用较少。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调研分析，提出实行自上而下的馆员再学习制度、成立专职部门并设置馆员

培训专栏、健全馆员培训的考核机制和引入新媒体技术并整合网络资源等策略，以提

升馆员的职业素养、服务水平，进而助力大学的“双一流”建设。

3.1 自上而下的馆员培训及继续教育制度

3.1.1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以及省级高

校图书馆都负有对会员和高校图书情报工作者进行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职责和

任务
[7]
，也是高校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的权威部门，应该从总体上对国内高校图书

馆员继续教育进行宏观上指导，制定继续教育的教程、搭建网络教育平台，为高校

图书馆提供继续教育的学习资源。

3.1.2 加快制定、实行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有效提高图书馆从业人员的素

质和职业成就感。

3.2 成立馆员继续教育专职部门、细化馆员培训对象

从图书馆服务的实践来看，无论何种方式的馆员再学习都是图书馆提升服务能

力的有效途径。但多数图书馆馆员培训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都是由综合办公室来兼职

完成，缺乏馆员培训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未形成长效机制。图书馆成立专职部

门及设置馆员学习专栏，明确岗位职责、制定培训计划、界定培训对象、培训内容

及考核机制等，既体现出图书馆领导层面对员工再学习的支持与重视，也是员工进

行再学习的向导与抓手。

3.3 健全馆员培训的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的考核机制是馆员培训与继续教育制度可持续发展及提升继续教育

质量、达到预期目标的有效手段，防止馆员的再学习流于形式。第一，签到机制。

运用新媒介，如微信、超星学习通或雨课堂等形式的签到，并计入个人年终考核量

化，也可作为职称评定和聘任工作岗位的依据，如国家图书馆每年都制订全馆职工

继续教育的规划，在逐步完善继续教育的制度的同时，加强对继续教育结果的考核，

促使职工继续教育正轨化、常态化
[8]
。第二，会议心得分享机制。由于各馆用于员

工培训的经费的有限，外参加学术会议、馆际交流的员工及领导把外出“看世界”

心得体会及会议 PPT 或直播、录播网址分享馆内员工，丰富知识，拓宽视野，实现

参会效果最大化。第三，考试机制。培训后通过考试形式获得合格证书的形式，可

以更好地规避“人在心走”的培训局面，如同济大学图书馆针对中级岗员工的英语



口语培训，就是通过考试形式的考核机制，并取得较好的培训效果
[9]
。第四，学分

制。通过旁听院系和线上课程，针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或馆员所服务院系的学科 MOOC

课程，在馆员自觉取得证书后，按照学分计入个人学习档案，给予奖励或作为职称

评定及岗位聘任依据，从而调动馆员提升自身业务素养和强化学科背景。

3.4 合理设置馆员培训（继续教育）专栏，引入新媒体技术，整合网络资源

合理设置馆员培训（继续教育）专栏，该学习专栏可体现图书馆与员工的互动

关系，内容可包括素养培训、图情资源导航（可包括图情新讯、图情专业网站、图

情知名专家、图情领域知名博客）、培训测试、资料下载、交流互动等子栏目，通

过专栏，为馆员的再学习提供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利于馆员间、馆

员与图书馆之间反馈、沟通培训的内容与形式，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同样，图书馆在促进馆员素养类资源利用中大有可为，通过整合、重组和开发

利用数据库及开放教育资源、中图学会高校分会、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省高校图工

委等平台有关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会议资源，汇总于馆员培训专栏的图情资源导航，

用于馆员的分级培训，促进终身学习和馆员素养提升。如爱迪科森职业全能培训库

的馆员发展专栏、学术会议专栏汇聚了 2013 至 2018 年间的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

坛及“智慧图书馆从理论到实践”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视频，专业学科栏目包括了读

者服务、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古籍书发展、馆藏发展与资源共享、图书馆学基

础理论和信息检索等多门图情专业微课程；MOOC 平台、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等网络

课程平台的信息素养类课程、计算机类课程和学科服务对应的相关学科课程，采取

集中学习和自学的形式并对获取证书的馆员给予一定奖励或评职学分。有代表性的

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馆员”专栏，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数字图书馆栏目中的

“图情纵横”，这是中国知网的机构馆，从图书馆工作实务、图林焦点、图林档案、

图书馆管理等方面进行数据的更新和推送，便于馆员了解最新的图情动态
[10]
。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文章标题：“双一流”大学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将于 2019 年 6

月发表于《图书馆学研究》第 11 期。下图为用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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