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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书馆与继续教育
摘　要　当今 ,教育具有终身性、国际化、特色化等特点。现代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不断加强 ,肩

负着继续教育的使命。图书馆在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加强信息素质教育等方面 ,任重道远。参

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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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不久前曾就终身教

育畅谈己见 ,特别强调 :学习要成为终身行为。他认

为 ,在这个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 ,国家的教

育体制必须能够帮助劳动者迎接新挑战。

在我国 ,继续教育在各行各业已被提上重要的

议事日程 ;在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里 ,也被列为国家

可持续性发展的潜在的、保障性因素之一。本文仅

就公共图书馆的现代教育职能的定位及继续教育实

施方略 ,谈谈个人的看法。

1 　当代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当一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

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之时 ,继续教育迅速成长为一

支生力军。邓小平同志生前曾强调 :“教育是一个民

族最根本的事业。”而继续教育则是民族振兴、科技

崛起最具潜力的新兴文化产业。公共图书馆正全力

以赴拓展这一崭新的事业。

111 　终身教育的出现

“终身教育”这一概念的第一次出现 ,是在法国

议会 1956 年的立法文件里。1965 年 ,联合国 ISO 成

人教育局局长让·保罗朗格系统地提出了终身教育

理论。保罗朗格认为 ,教育应该是一个人从生到死

整个生涯中继续着的过程 ;他还提出把教育发展和

社会发展统一起来进行规划 ,在终身教育体系的发

展中逐步建立起一个“学习的社会”。在《学会生存》

一书里记载了 ISO 所阐发终身教育和学习的社会化

的理论。“终身教育”观念和模式的提出 ,被誉为教

育发展中的“哥白尼革命”。

112 　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全球化背景下 ,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国际化的

烙印 ,突出标志是海外办学、留学生教育、外教引进、

师资出口、国际适用性教程及 Internet 远程教育的兴

旺、发达。1995 年 5 月 15 日 ,哈米什·麦克雷在英国

《独立报》上发表了《认识一个重要行业》一文 ,谈到

了教育的“进出口”,即收派留学生问题。该文提出

了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和趋势。

113 　教育和培训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如英国罗弗公司是致力于提高本公司职工教育

水平的范例 ,内容从补习数学到资助职工读博士学

位不等。该公司前董事长格雷厄姆·戴说 :“罗弗公

司之所以能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在

教育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14 　特色专业教育问鼎世界

马太效应与教育行业相碰撞产生了两种结果 ,

就是品牌学校与特色专业的创建。创建创新型教育

模式和打造高科技人才队伍的教育投资人出现了。

从《商业周刊》获悉 ,在世界商学院圈子里 ,名牌大学

哈佛与斯坦福两校日前几近达成里程碑式的协议 ,

准备合并商学院部分课程。双方拟议 ,将两大学的

管理教育分部合并为一个独立实体 ,为全球的公司

设计并讲授现场和网上课程。这项联合课程的设

立 ,是无学位管理培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形势下的

生存战略 ,意味着管理教育界将诞生重磅炸弹。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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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管理开发经理南希·刘易斯说 :“如果它们获得

成功 ,再加上它们的名牌效应 ,那是不可战胜的。”

创新型硕士学位的出现为教育界注入了新的活

力和创意。在美国 ,主要是最新型的职业硕士教育

课程的设立引领了这种新的社会潮流 ,这些新硕士

学位中的大多数能结合各种不同的专业 ,适用于具

体工作。在中国 , 面向公务员的公共管理硕士

(MPA)教育正在启动 ,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讲授、研

讨、模拟训练、案例分析、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 ,教学

目的在于公共管理实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115 　信息素质教育崛起

21 世纪的教育将是一个从办学思想、教学方法、

教育模式到技术手段都不同于 20 世纪的全新教育。

它将以信息技术为手段 ,信息化过程密切地结合于

教育战线。信息技术既对教育提出挑战 ,又提供了

技术支持。信息时代由计算机技术特别是网络所带

来的信息交流 ,要求每个人都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

和加工利用信息以致于创新的本领。信息素质教育

作为一个紧迫的课题提到了新百年教育科学发展大

计的议程。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 ①信息教育 ; ②信息

技术教育 ; ③信息学科教学 ; ④信息管理教育。总

之 ,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离不开信息教育 ,因此 ,信息

教育应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支柱 ;信息技术教育应

该和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一样受到高度重视。

2 　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新观

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的。同时 ,其职能实现的模式会因科技的发展

而有所不同。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将大大改变其职能

结构。

211 　日趋现代化的馆藏 ,使图书馆要提供多媒体导

读或教学方式

就图书馆而言 ,信息技术是围绕信息的开发、存

储、传输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技术。这一技术向人

们提供了巨量的信息源 ,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

需求和服务 ;而现代化的图书馆馆藏可以通过网络

提供从新闻、广告、购物、气象、交通、保健到教育 ,从

股市行情到电子商务 ;从体育赛事、影视娱乐到创新

世界最新发明 ;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态势 ,行业的技

术创新和专利便览 ;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等等

各类信息 ,应有尽有。因此 ,图书馆为满足读者需

求 ,必须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以及通讯等信息技

术提供个性化、全方位、多途径的服务。这就需要图

书馆员教学、培训来帮助读者有效利用电子文献、网

络信息、远程教育教程等馆藏信息资源及馆内高科

技设施。

212 　通过革新图书馆教育职能来提升管理者和读

者利用数字图书馆的技能

新材料信息载体的普遍使用 ,现代情报控制与

检索系统的应用 ,电讯传输技术、缩微复制技术、视

听技术等的引入 ,要求图书馆通过革新其教育职能

来提升管理者和读者利用数字图书馆的技能 ,以适

应图书馆管理自动化、信息工作科学化和情报检索

现代化。

213 　图书馆专业队伍的继续教育也要通过自身职

能的拓展来实现

传统图书馆的教育形式是 :读者利用图书馆的

藏书 ,以借阅文献自学的方式来丰富知识 ,逐步优化

自己的知识结构。这和学校教育有着根本的不同。

而普通的文化水平和一般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代表

现代图书馆专业队伍的知识面貌和文化层次 ,更无

以胜任数字图书馆的岗位职责及专业要求。通过部

分引进信息管理专业高层次人才 ,并由引进人才牵

头将高层次知识传授给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同行 ,

以实现“内部普教、在职培训、整体提高”的素质教育

的目标。显然 ,这意味着图书馆教育职能的拓展。

而这又和继续教育紧密相关。

214 　面向社会读者举办“信息管理”类培训班是一

项重要的教育职能开发

图书馆举办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图书管理集

成系统、信息传播技术、网络信息搜索等培训班已蔚

然成风。图书馆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设备、信息人

才 (信息管理专业人才) 之集大成者 ,举办有关的培

训班与其说是传承其传播信息、播撒知识的职能 ,不

如说是图书馆应时代的挑战 ,挖掘其潜能 ,开发其重

要的教育职能的举措。

3 　图书馆肩负的继续教育使命

在新的世纪里 ,图书馆在继续教育方面负有以

下使命。

311 　担负职业教育培训的任务

如前文所提 ,公共图书馆已具备举办教育培训

的成熟条件。关键问题是如何寻找契机 ,掌握主动 ,

积极介入社会的全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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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互联网密切关注国际科技前沿及各国教育投

资大动向 ,并与国家教育部的科教战略和政府的人

才培养计划保持一致 ,开发除国家教育部属下的政

府办学、民间办学之外的第三方市场 ,即公共机构办

学 ,或与部属学校联合办学。部分地由公共图书馆

来承担职业培训教育任务 ,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

能作用。例如国家图书馆等一些大型图书馆 ,不仅

是北京市而且是全国的数据库查询及其他类型信息

服务提供中心 ,有强化并拓展新型教育职能的优势。

312 　设计培训计划的专家系统

继续教育是长远大计 ,教育培训计划是长久事

宜。由图书馆的“人才发展部”(或类似的部门) 将专

业设置、师资调配、课程安排及场所与相应设备布置

等一并征求有关方面专家 (如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

家教授 ,教育学家 ,研究教育产业的经济学家等) 的

意见 ,在读者中间进行民意调查 ,经过反复论证和多

轮信息反馈 ,构建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的专家系统 ,

拟定实施方案 ,据以开展教育培训。据悉 ,大部分省

级图书馆在所属垂直系统内都成功地举办过定期或

不定期的职业技能培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果

将它提炼 ,加上创新 ,一定能开创出一片图书馆继续

教育的新天地。

313 　实施继续教育 ,优化内部人才结构

对员工的职业素质教育进行提升已成为行业持

续发展的大势所趋。尤其在今天 ,通过对员工的信

息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使之更好地胜任颇具

挑战性的岗位角色 ,图书馆责无旁贷。图书馆开展

信息素质教育可在集中的时间以集中的方式集体进

行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可分批轮换进行 ,以达到一

人多项技能的目的。

314 　创建以图书馆为信息中心的继续教育基地

未来的图书馆可能是具有极强辐射作用的、多

功能的网络信息远程教育中心。它的教育职能将越

来越增强 ,甚而超过其他的职能。创建以图书馆为

信息中心的继续教育基地 ,将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

315 　开辟假期教育试验区

假期里 ,学生们暂时告别了学校 ,中断使用校内

图书馆 ;可是他们渴求知识的欲望并未熄灭 ,他们学

习的过程亦未停止。此时 ,社会公共图书馆恰恰成

为他们假日学习的理想场所。这是公共图书馆开展

假期教育的有利时机 ,更是抢占继续教育市场的天

赐机遇。

中国即将入世 ,国家将进一步开放、发展 ,国民

整体素质急待提高 ,需要图书馆大力发挥其教育职

能 ,图书馆也一定能够开创继续教育的新天地 ,谱写

出新形势下其教育职能扩展的精采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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