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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图书馆教育
`

孙素云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

,

盐城
,

22 40 0 3)

摘 要 论述 了图书馆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并对如何利用图书

馆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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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 9 9 6 年 4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
“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
”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

21

世纪信息的流通
、

储存和传播将提供前所未有的手段
,

因此它对教育提出了双重要求
。

一方面
,

教育应大量和有效地传播越来越多
、

不断发展的知识和技能 ;另一方面
,

教育还应使人们不会

被大量信息搞得晕头转向而脱离个人和集体发展的方向
。

因此报告提出了教育应为人的一生

提供 4 个支柱
:

①学知 ;②学做 ;③学会共同生活 ;④学会发展
。

而中国 目前的高等教育却存在

着四个弊端
:

①过弱的文化陶冶 ;②过窄的专业教育 ;③过重的功利导向 ;④过强的共性制约
。

有人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

发现在校大学生文化素质弱化
,

对人类文化遗产特别是

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知之甚少
,

有的在校大学生连最基本的文学常识都不了解
,

最基本的艺术欣

赏能力都不具备
,

如此等等
。

另外
,

有人曾对 ” 91 ~ 1 9 9 5年在深圳特区工作的 3 20 名大学毕业

生进行间卷调查
,

结果表明这些大学毕业生有八个方面不适应深圳特区工作
:

①社会实践能

力 ;②与人合作的精神 ; ③抗挫折的心理准备 ;④组织管理能力 ; ⑤自我认识能力 ; ⑥选择与批

判能力 ; ⑦社交能力 ;⑧中文写作与外语口语能力
。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
,

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改

革
,

高等学校必须加强素质教育
,

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

特别要重视加强对大学生的文化

素质教育
,

培养提高人文素质
。

2 素质教育的实施与图书馆教育

素质教育是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

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应包括三个方面
:

一是

课堂教育
,

二是图书馆教育
,

三是实践教育和社会教育
。

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
、

共同作用
、

相

互促进
、

相辅相成的
,

缺少哪一个环节都是不完整的
。

由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
,

知识更新速度

越来越快
,

为了弥补教材与学科发展之间的距离
,

大学生就必须通过大量阅读专业期刊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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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科技发展的前沿
,

掌握科技发展的动态与趋势
。

为了拓宽知识面
,

掌握新的科学技术
,

学生

一方面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

另一方面到实验室
、

实习工厂
、

实习基地实践
。

与此同时
,

还必

须优化自身的智能状态
,

调整自己的学科知识结构
,

融洽自己与他人的协作关系
,

高年级学生

在利用图书馆完成自己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时
,

又提高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

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

没有图书馆教育就没有完善的大学生素质教育
。

实际上高等学校素质教育中
,

图书馆教育与课堂教育相比
,

更具有主动性
、

灵活性
、

生动

性
、

选择性
,

更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性
、

创造性和开拓性
,

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
,

使学生的个性得

到充分发展
。

图书馆是高等院校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机构
,

又是进行素质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场

所
。

它所具有的教育职能和为教育服务的情报职能既能通过馆里图书期刊
、

文献资料帮助大学

生在专业领域迅速提高
,

又能通过大学生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拓宽知识面
,

以弥补专业面过

窄的不足
,

还能通过格调高雅的精神产品引导学生奋发向上
,

健康成长
。

图书馆丰富的高品位的馆藏
,

整洁雅静的馆舍
,

热情礼貌的服务
,

构建了图书馆的特有氛

围
,

这种催人上进的氛围
,

对学生的人格无疑是极好的净化
,

对学生的性情无疑是极好的熏陶
。

古今中外
,

一切有广博知识并取得伟大成就的英雄豪杰
,

无一不是从图书馆汲取精神营养和获

得丰厚教益的
。

3 充分发挥图书馆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充分利用图书馆这块教育阵地
,

充分发挥图书馆教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
,

笔者认为当前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 1) 强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
。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图书馆教育功能的发

挥
。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会给学生潜移默化的感染
,

他们的政治思想
、

道德品质及业务

等诸方面的素质直接影响学生素质的提高
。

图书馆要发挥素质教育的六个功能
,

即爱国主义教

育功能
、

思想品德教育功能
、

辩证唯物主义与邓小平理论教育功能
、

独立研究能力培养的功能
、

审美教育功能和个性发展功能
,

就必须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建设好
,

必须做到江泽民总书

记所提倡的
,

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

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 ;要努力实

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一切从实际出发 ;要模范遵纪守法
,

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 ;要刻苦学习
,

勤奋敬业
,

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

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必须转变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
,

积极参加教育思想大讨论
,

充分认识素

质教育的历史意义
。

要通过举办培训班
、

业务进修等多种途径
,

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水平
,

使他

们在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大显身手
,

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
,

为培养德
、

智
、

体全面发展的合格

人才和优秀人才而努力
。

( 2 )强化对学生的正面教育
。

在
“

开展
” 、 “

加强
” 、 “

引导
” 、 “

弘扬
” 、 “

提倡
” 、 “

鼓励
, ,

和
“

发扬
”

等宣传教育上狠下功夫
。

我们所说的
“

开展
” ,

是指在学生中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

心
,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 ; “ 引导
”

是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

弘扬
”
是指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
、

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 ; “ 提倡
”

是指提倡

共产主义思想道德 ; “ 鼓励
”

是指鼓励一切从
“

三个有利于
”
出发的行为 ; “ 发扬

”
是指发扬社会主

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

整个图书馆教育都要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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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立健全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
,

严格管理
。

首先要建立图书馆采购的规章制度
,

把好采

购关
。

要订购思想内容健康
、

格调高雅
、

催人奋进的书刊
,

特别要注意多采购一些思想性强
、

艺

术性高的人文书刊
。

其次
,

要建立图书馆教育的活动制度
,

开展多种形式的素质教育
。

要抓好
“

读书协会
”
建设

,

开展
“

读好书
、

好读书
、

读书好
”

活动
,

要建立导读制度
,

向学生推荐人生目标

系列丛书
,

要召开读书座读会
、

读书报告会 ;举办多种层次的读书讲座等活动
。

(4 )加强图书馆硬件建设
。

学院应加大图书馆的投入
,

加强图书馆的硬件建设
。

图书馆的

硬件建设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

①建立图书馆良好
、

安静
、

和谐的环境
。

②增加图书馆的藏书量
,

购买更多的人文
、

社会科学书刊
,

使图书馆开展素质教育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

③建立校园网
。

虽

然我院图书馆在 1 9 9 2 年率先在全省实现了计算机管理
,

又建立了
“

中国学术期刊文献检索咨

询一级站
” ,

但还应尽快建立校园网
,

开通信息高速公路
,

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
。

(5 )加强国际交流
。

我院图书馆应和国际接轨
,

扩大国际交流
,

启动国际交往
,

学习国际先

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
,

不断扩大学生的视野
,

并让我院图书馆的论文走上国际图联的论坛
。

综上所述
,

图书馆在大学生素质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

图书馆教育在素质教育中

的作用和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

因此
,

高等学校一定不能忽视图书馆这个重要阵地
,

而应因势利

导充分发挥图书馆教育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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