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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代以来, 图书情报机构信息处理和

服务的技术手段、信息存储和检索的媒体形

式以及图书情报机构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都

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图情专业人员的知识结

构和专业技能也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

图书情报教育对其技术环境的依赖是前所未

有的。图书情报教学的技术条件、设备、师资、

经费等, 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其中, 来自计

算机技术的压力已构成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事

业面临的主要危机之一。

1　网络化的挑战

70 年代以来, 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信息

的加工处理, 同时也被引入图书馆工作的各

个环节, 对传统的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

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在图书情报学教育中

增加了一些有关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检索的课

程, 但对图书馆的工作流程并没有实质性的

改变, 图书情报教育的课程仅仅是计算机应

用加传统的分类编目。

进入 90 年代以后,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

设席卷全球, 因特网覆盖了世界上几乎所有

国家和地区, 以电子方式将世界范围内的图

书馆、个人、机构及商业公司联接起来, 并对

其存储的信息资源提供检索, 实现资源共享。

这种联接将彻底改变人类的信息服务格局方

式, 引起了信息收集、加工、传输和获取方式

的根本变革。同时也给图书情报教育提出了

严峻挑战: 顺之者存, 逆之者亡。

面对这一形势, 图书情报院校如何培养

出适应现代信息环境的信息工作人员, 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毋庸置疑, 加强信息

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教育及培训, 应是

其核心问题。

2　国内外图情专业的计算机教育的比

较

2. 1　国外图情专业的计算机教育

美国是当今世界图书情报教育最发达的

国家, 但自 70 年代后期以来, 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图书情报教育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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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为了克服危机, 近 20 年来, 美国图书情报

教育界对图书情报教育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

索, 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分析美国、加拿大

图书情报教育在计算机研究方向上的分布,

了解和掌握国外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动态和

趋势。我们将所有美国、加拿大的图书情报院

校的教师所研究的 72 个方向中, 以计算机为

核心的研究方向如表 1[1 ]所列, 参加统计的

总人数为美国、加拿大所有图书情报院校教

师的总人数, 共 1920 名 (其中包括兼职教

师)。
表 1　美、加两国图情学教师有

关计算机研究的比例

　　　　研究方向 人数 比例 (% )

计算机情报检索
自动化技术
情报系统: 分析、设计与评价
人—机交互研究
技术服务
通讯技术、远程通讯
资料保护技术
网络
计算机程序设计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
图书馆情报中心设备规划
电子翻印技术
数据库管理与设计

188

179

177

113

101

78

56

54

50

42

18

8

ö

9. 79

9. 32

9. 22

5. 89

5. 26

4. 06

2. 92

2. 81

2. 60

2. 19

0. 94

0. 42

ö

　　注: 数据库管理与设计的数据不详。

在整个研究方向的分布上, 百分比超过

9% 以上的有 8 个,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情报处

理技术有 3 个, 占有很大的比例。另外, 有些

研究人员少的研究领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不

是热门领域或没有发展前途。如人工智能和

专家系统、通讯技术及远程通讯、网络等。在

所统计的 72 个研究方向中, 涉及图书情报处

理自动化的研究方向多达十几个, 这一类占

的比例大, 分量重, 反映了图书情报学发展的

一个重要趋势。

事实上,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图书馆

所履行的大部分职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 美国图书馆已基本实现网络化和自动

化, 并可开展联机信息服务。可以说, 掌握并

能运用计算机技术已成为图书情报专业人员

知识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

国图书情报教育部门从 70 年代就添置许多

先进的教学设备, 增加信息技术内容课程的

比重。信息技术课程再也不是图书情报教育

中的点缀和装饰, 它已成为图书情报专业的

核心课。

为了适应新的信息环境及社会需求的变

化, 美国图书情报界正致力于建立一种动态

化的课程设置体系, 通过核心课程的设置加

强学生的专业基础教育, 通过不断更新的选

修课和专题讲座使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能及

时充实到教学之中。笔者认为, 这种形式尤其

适用于计算机系列课程的设置。

2. 2　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的计算机教育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是在

1980～ 1990 年。在这期间, 图书馆学专业的

数量从 4 个增加到了 52 个, 它们分布在全国

20 多所院校中, 师资来源五花八门, 其中很

大部分是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专业人员,

绝大多数教师是文科的知识结构。比较国外

而言, 我国图书情报学的人文学科性质更加

明显, 也更具有杜威的职业培训色彩。1992

年开始, 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 我国的图书情

报院校纷纷更改为情报学系或信息管理系,

但限于师资、设备、技术等条件, 课程内容结

构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 表 2[2 ]是

我国信息管理系有关计算机课程的设置情

况, 数据来源于 1995 年全国高校第 3 次图书

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 17 所专业教学机构的

课程统计分析。

根据各系开设相同课程的频次, 我们发

现, 在 24 门核心课程中, 计算机情报检索, 图

书馆自动化系统, 程序设计语言, 数据库及现

代信息技术共 5 门, 占约 20% , 全部有关计

算机技术的课程共 12 门, 占全部 103 门课程

的 12%。

应该说, 近几年来,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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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情报学的发展, 很多院校都已经充分认识
表 2　我国信息管理系的计算机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必修课 选修课

计算机情报检索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程序设计语言
数据库
现代信息技术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
文献信息计算机处理
办公自动化技术
图书情报应用软件
汇编语言

14

11

10

8

7

5

4

4

4

2

ö
ö

6

6

7

1

3

2

4

2

ö
ö
2

ö

到了计算机技术在图书情报教育中的重要

性, 开设了数量可观的有关课程, 然而表 2 所

列课程并非每所学校都已开设, 事实上, 相当

多的学校开设的计算机课程仍然偏少, 而且,

纵观其课程内容与设置, 笔者认为还存在以

下差距:

(1) 知识面太窄。从表 2 可知,“程序设

计语言”是各图情院系的核心课程。它无疑是

一门很重要的计算机课程, 但有些学校只开

设这一门有关课程, 而且, 就语言课本身的内

容而言, 多只介绍命令语句及简单的科学计

算程序设计, 对涉及本专业的信息处理则很

少涉及, 甚至有的连“文件”的概念及处理都

不讲授。学生缺乏对计算机系统的全面了解,

对计算机应用的必要知识掌握不够。

(2) 课程内容落后于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

飞速发展, 而我们很多课程的内容还停留在

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状况, 很多有关计算机

专业应用的课程, 其内容只相当于国外相应

课程 70 年代的发展水平, 对信息技术和信息

环境迅速发展变化出现的新知识和专业技能

很少涉及, 这点从表 1 与表 2 的对比中可以

看出。许多学生对计算机发展中的新技术及

其在专业中的应用知之甚少。

(3) 动手能力普遍较弱。除个别学生外,

一般学生不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这与设备和

机时不足有关。

(4) 许多学校的计算机课程仍然是孤立

的一两个点, 没有形成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补

充、不断深化的一体化课程。特别是具有专业

特色、综合应用型的课程比较少。同时, 在其

它课程中使用计算机工具不够, 难以实现“四

年不断线”, 因此, 学生很难体会到计算机作

为现代工具在信息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3　加强及完善我国图情专业的计算机
教育

3. 1　加强计算机基础教育

我们把计算机基础分为计算机文化基础

和计算机技术基础两部分。

计算机文化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讲

授计算机基本原理、基本操作和办公自动化

软件之外, 还应该增加计算机网络的原理与

操作内容, 以及多媒体工具软件的使用常识。

计算机文化基础教育的目的, 不仅是让学生

掌握必备的计算机基本知识与技能, 更重要

的在于使学生建立起强烈的计算机意识, 使

其具有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 了

解计算机解题的特点和方法, 并懂得哪些问

题适于用计算机处理, 以及应怎样用计算机

进行处理等。

计算机技术基础, 包括计算机软件和硬

件基础, 它主要是让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计

算机基础知识, 学习为了应用开发所必须掌

握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例如: 程序设计语

言、数据结构等。通过本系列课程的学习, 要

求学生针对一般性问题, 能够充分利用开发

平台所提供的用户界面, 选择合理的数据结

构, 设计正确可靠的算法, 编写出结构清晰、

易于维护的程序。以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

能力、培养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兴趣、提高学生

学习计算机知识的自学能力为目的。鼓励学

生在已有基础上通过自学掌握有关软件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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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

3. 2　深化计算机应用教育

近 10 年来, 我们所开设的课程普遍偏重

于计算机的一般知识, 真正适于实际应用的

不多。而我们专业计算机课程的目的, 应以应

用为出发点, 要使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用

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众所周知, 图书情报学是要对知识信息

进行组织并提供利用的学科, 在现代信息环

境下, 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

各类全文检索系统、多媒体系统、超文本系统

和超媒体系统, 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

示信息结构, 为知识信息的组织和利用提供

了技术支持, 而知识信息单元又可以按用户

需求在网络上高速传输, 完全改变了传统图

书情报机构的文献组织模式, 形成了知识信

息组织、传输、利用的新格局。与此同时, 图书

馆内部的工作流程也因此有了根本性的改

变, 因此, 教导学生掌握计算机信息加工处理

和网络方面的知识, 应该是我们图情专业计

算机教育的根本及目的。

4　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4. 1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与其它课程相比, 计算机课程知识更新

的速度快得多, 对师资的要求也高得多。因此

除教师本人应不断进修之外, 国家有关部门

应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职能, 定期对有关教

师进行培训及考核, 进一步更新、深化及规范

其专业教育, 以便提高整个专业的计算机教

育水平。

4. 2　加强计算机实验教学

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实践环节

的加强, 否则只是“纸上谈兵”。正是上机实验

使得学生能充分应用理论教学知识, 增强其

应用计算机的综合分析能力。目前我国多数

学校设备不足、机时缺乏, 因此目前切实的解

决办法是增加设备、改善条件; 鼓励学生、家

庭购买计算机; 在学生宿舍提供使用计算机

和联网的条件, 或在提供一定的免费机时外,

开放部分收费机时, 采用多种途径鼓励学生

多动手, 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

4. 3　改革教学方法, 加强CA I教学模式

CA I教学模式在现代教学体系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 应用于计算机类课程中一方面可

增强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可密切配合专业课

教学, 努力探索专业课教学的新模式, 为专业

课教学注入新鲜血液。可利用多媒体技术发

展CA I 教学模式, 提高教学效果。只有把计

算机应用渗透到其它课程中, 才能使计算机

教育真正做到全面、深入和持久, 才能使学生

通过多途径开展计算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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