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1 9 9
卷第

5 牛1

4期
2月

o J ur n习 。 f

愁黯器耙灌璧耕
c eo n ho r a l

Vo l
.

N 8o
.

4

I尧 e
.

1 95 9

对高工专图书馆导读职能的再认识

盛书平

( 盐城工专图书馆
,

盐城
,

22 40 0 3)

导读
,

是辅导阅读的意思
,

有两方面的含义
:

一

是为大学生的成长服务
,

指导大学生学习
,

构建科学

合理的智能结构 ,二是为教学服务
,

指导大学生读者

利用图书馆巩固
、

深化所学的专业知识
.

导读工作已

经在不少本科院校开展了创造性的工作
。

然而
,

在大

多数高等工程专科学校中
,

这项工作尚未有力开展
。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认识不足
,

为此
,

有必要对导读工

作的职能进行一番再认识
。

一
、

普通高工专与导读问题有关的特点
(1 )培养 目标 国家教委 1 9 9 1 年 3 号文件指

出
: “

普通高等工程专科教育的毕业生主要去工业
、

工程第一线
,

从事制造
、

施工
、

运行
、

维修
、

测试等方

面的工艺
、

技术和管理工作
。 ”

可见
,

普通高工专特定

的培养目标是针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专

门人才
。

这类
“

应用性专门人才
”

要求既具备一定的

理论基础
,

更具备一定的发现间题
、

解决问题的动手

能力
,

同时在目前市场经济大环境之中往往还应具

备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

法律知识
、

公关知识乃至贸

易
、

金融方面的知识
,

以及一定的文字水平
。

( 2) 现有专业课程
、

基础课程的局限性 目前大

部分高工专中普遍存在专业课程设里过于专指
、

兼

容性较差的特点
.

专业基础课的面往往不宽
,

相关选

修课较少
,

如经济管理基础
、

经济法
、

会计墓础
、

大学

语文
、

科学史
、

自然辩证法
、

公共关系学等
.

( 3) 生源的局限性 学生 自理
、

自学能力较差
;

知识面较窄 ;一定的满足感与自信心不足的并存
;
语

文水平普遍不高并有逐届下降的趋势
。

( 4) 学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就我省而言
,

非但

高工专
,

即使在其它类专科学校中
,

半封闭式管理是

其主流
。

同时
,

对学生社团活动的扶持尚不能适应学

生课外生活的充实
、

扩充知识面等要求
。

二
、

对高工专图书馆导读工作现状的审视

高校图书馆的导读工作开展得好坏
,

直接关系

到读者服务工作乃至整个图书馆工作的优劣
.

然而
,

导读工作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

尤其在高工专的图

书馆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

( 1) 认识
、

宜传上存在差距 自 1 9 8 7 年北京大

学图书馆成立专门导读机构— 导读室 以后
,

至今 8

年来只有极少数综合性高校成立了专 门的导读机

构
,

另有少数本科院校的图书馆在参考咨询部指定

专人从事导读工作
。

但经调查
,

至今尚未有一所高工

专的图书馆导读工作进入专门化
、

制度化
、

系统化
.

这与对导读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不无关系
。

由此导

致对领导
、

干部
、

教师的宜传不力
.

这就无从为图书

馆开展 日常化的导读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2) 没有专人专事导读工作
、

相关部门配合不力

首先
,

导读工作要想正常地开展下去
,

势必要有专

人专职和一定的经费 (如设立某些读者奖 )
。

可是
,

就

所接触到的省内几所高工专来说
,

一般其人员疲于

应付 日常的图书馆工作和不断扩大的招生规模
、

增

加的专业
、

成人教育对图书馆服务窗 口的压力
.

其

次
,

相当一部分专业教师满足于一本教材
、

一套教

案
、

几个实验
、

几次实习
、

几次设计
。

很少有教师开列

一定数量的必读教学参考书
、

核心参考期刊
。

再者
,

学生工作干部往往满足于学生 自修的出勤率
、

业余

时间不打扑克等
,

对学生自修的质量
、

业余时间是否

充实关心得不够
,

对学生业余时间读什么书过间得

少
。

这就谈不上对促进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加深对本

专业的了解
,

拓宽知识面起什么引导作用了
。

( 3) 方法单一
,

没有制度化
、

日常化 首先
,

在已

经开展导读工作的个别高工专图书馆 中
,

往往只停

留在在不定期地编制推荐书目和个别专业的二次文

献上
。

讲座
、

专题读书活动
、

期刊的导读
、

请学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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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经验等开展得少 .骨千读者队伍培养得少
;

读者

意见反馈调查开展得少
;
馆内业务导读能力的开发

工作进行得少 ,与专业课教师
、

学生社团联系得少
.

其次
,

导读工作没有制度化
、

日常化
.

尽管存在这样

那样的困难
,

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就 已经开展的几
.

项

导读工作来说使其 日常化
、

制度化
,

并逐渐丰富还是

可以做到的
,

关键在于要有奉献精神
。

三
、

对高工专图书馆导读职能的再认识

( l) 导读工作是高校图书馆主动服务于教学实

践的纽带 高校图书馆为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开展

了许多服务项 目
,

包括外借
、

阅览
、

咨询
、

检索等
。

但

这些服务项 目相对于图书馆来说都是被动的服务方

式
,

图书馆与教师
、

学生是被用与用的关系
.

然而
,,

图

书馆读者服务的发展方向是主动寻求更有针对性的

服务
,

导读工作正是为了顺应这一发展方向而产生

的
。

它通过指导读者
“

读什么书
,

怎样读书
”
达到使其

能够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目的
,

所以说
`

导

读工作是高校图书馆主动服务于教学实践的纽带
。

( 2) 导读工作是促进教学相长的
“

催化剂
”
教

学相长是积极提倡的的一种改进教学质量的有效途

径
。

然而多年来在高工专的教学实践中这种局面难

以形成
,

学生也满足于被动地接受灌输
,

这种被动模

式只能培养出高分而难以培养出高能的学生
.

而图

书馆导读工作的有效开展 (当然有效的导读工作需

要专业课教师的配合 )必将有利于学生课堂学 习之

外拓宽知识面
、

加深对本专业的认识与理解
、

提高自

学能力
。

只有当学生不仅有了学习的主动性
,

也掌握

了主动学 习的方法之后
,

陈旧的教学模式才真正受

到挑战
,

教学相长的局面才得以形成
。

所以说
,

导读

工作是促进教学相长的
“

催化剂
” 。

( 3) 导读工作是提高图书馆办馆水平的原动力

图书馆各项工作的最终意义在 于最大限度提高馆

藏文献利用率
。

导读工作是一项多层次
、

多角度
、

有

针对性地介绍馆藏文献
、

指导读者读什么书
、

怎样读

书的工作
.

那么
,

藏书结构及其它文献载体 (如期刊
、

音像资料
、

缩微平片
、

特藏文献 )的配置结构是否合

理
;

分编
、

加工质量的好坏
、

服务质量的优劣必将暴

露无遗
.

导读工作的有效开展必然有力地调动读者

的阅读需求
,

促进教学相长
,

从而增强教师自身业务

水平
“

再充电
”

的迫切性
.

这就势必不断形成 图书馆

各项业务工作的推动
.

各项业务工作质量的提高又

能促进导读工作的深入
。

如此相互推进必将对 图书

馆办馆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

( 4) 导读工作是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的盆要途径
,

是学生管理工作的有力佐助 学生课外生活的充实

是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

尤其在双休日制度实

行后
,

如何充实学生课外生活
、

丰富校园文化更是摆

在学生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

导读工作的介

入 (如对学生社团活动的参与 )将能有效地丰富其内

涵
,

其形式可多种多样
,

可将知识融趣味之中
,

融娱

乐之中
,

必要时还可以起到窝教于乐的作用
.

再者
,

新生心理障碍的增多
、

社会上庸俗文化对

校园的冲击
、

社会上不良思潮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

毕业生面对人才市场的困惑
,

都给学生管理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
,

而有针对性的导读工作的开展将不

失为做好新时期学生管理工作的有力佐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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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借还还
”
是人们对简单的传递型服务方式的具体

概括
。

随着高校培养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
、

科研体制

的变化
、

服务范围的扩大
,

高校图书馆再也不能停留

在传递型服务方式上
,

应向开发型服务延伸
。

馆员可

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所掌握的文献信息
,

参与学生的

第二课堂的活动
,

除了上述对学生进行导读教育
、

阅

读指导和情报能力培养外
,

还可以开展其它类型的

活动
,

如开设美育知识讲座
、

求职与公关知识讲座
、

合作举办知识抢答赛等
,

共同创建校园文化
;

参与学

校的教学活动
,

为所有专业课程编制推荐参考书 目
,

为学生毕业论文课题编制专题文献 目录 ;参与学校

的科研活动
,

为科研项目的选题提供前期论证服务
、

为进行中的科研项 目提供文献信息的跟踪服务
、

为

科研产品的成果提供推广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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