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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成人高校图书馆的建设与素质教育

黑比阿伍

(西昌学院 图书馆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摘 要 l 本文通过分析图书馆在成人高校中的地位和作 用
,

充分说明了作 为高校三大支柱之一的

图书馆在素质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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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8 年
,

中共中央作出了 《关于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 》
,

我 国的教育体制从过去的应试

教育转向 了素质教育
,

素质教育抛弃了应试教育

中死板硬套的作法
,

最主要的是它提出了一种 口

号 : “

终生教育
” 。

成人高校正是这种教育的延

伸
,

而作为高校 三大支柱之一 的成人高校 图书

馆
,

是搜集
、

整理
、

保管各种书刊
,

各种信息的

主要部门
,

是学校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
。

可

以这么说
,

在当今时代
,

图书馆已成为现代人的

终生课堂
,

在许多发达国家
,

很早就已实现了网

络管理
,

如 90 年代出现的
“

电子图书馆
” 、 “

数

字图书馆
” 、 “

无墙图书馆
”

等等
,

这些全新概

念 的图书馆的读者不受时间
、

空间的限制
,

从 网

上得到各种服务
。

一
、

素质教育的特点

2 1 世纪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时代
,

特别是

在人们意识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

知识与社

会之间的联系
、

以及开 发人才资源重要性的今

天
,

世界各 国都制定了重要 的策略
,

强 调
“

教

育
”

是一种战略投资
,

在我国也明确提出了落实

教育的优先发展及科教兴国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方针政策
。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社会个体成 员德
、

智
、

体
、

美
、

劳全面发展的教育
,

它注重对学生

的综合能力的培养
,

如学生对信息的处理
,

对知

识的积累和 自我学 习能力的培养
,

它努力克服传

统教育中封闭
、

教育实践中缺乏人文科学的教学

内容 的教育方法
,

培养出 的人才知识面 窄的不

足
,

加强对学生道德素质
、

一

文化素质和操行素质

的培养
。

素质教育的培养 目的是尽所能地使受教

育者获得全面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

培养出具有创

新能力
,

开拓精神的复合性人才
,

素质教育不仅

是一种教育的质量观
,

而且是一种人才观
、

价值

观
。

在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下
,

教学所处的社会是

变化的
,

不静止的
,

学生在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

下
,

会在许多方面发生新的变化
,

再加上信息技

术的发展
,

使得知识的传递速度多样化
,

知识的

更新换代加速
,

学生除了在学校获得知识外
,

也

可 以通过 网络
、

电视
、

广播和 图书馆等获得知

识
,

教师 只是众多的信息源之一
,

再则学生 的概

念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信息社会也发生 了变化
,

学

生不再是无知的
,

不成熟的
,

特别是成人高校的

学生
,

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
,

有 自己 的思

想
,

对知识的需求广泛而专深
,

是学习的主体
,

所以教师用过去的那种
“

教师的嘴巴加黑板和粉

笔
”

的教学手段显然 已不能适应现代教育了
。

而

且现代教育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

师生关系也将

发生根本的变化
,

学生在不少方面不一定比教师

懂得少
,

甚至更 多
,

教师的职责也开始由
“

教
”

变为
“

导
” ,

即指导学生如何学习
。

所以教师只

有在教学中不断地学习新的信息技术
,

把新的信

息技术 运用 到教学中
,

才能成为 一个合格 的教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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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成人高校图书馆在素质教育中的

地位

人类社会从石 器时代
,

铜器时代
,

铁器时

代
,

机器时代发展到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
,

其间

经历了几千年
,

而进人 21 世纪后
,

信息
、

物质和

能量已构成社会的三大支柱
。

现代社会
,

随着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
,

职业更

替的频繁
,

知识老化周期缩短
,

人在学校受到的教

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他的要求
,

有些知识在人还

没迈出校门就已过时了
,

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地去学

习
,

从而提 出了
“

继续教育
” “

终生教育
”

的 口号
。

而

成人高校正是满足这一教学任务的
,

成人高校图书

馆是开展终生教育的重要场所
。

成人高校 图书馆作为传播先进思想意识的理

想场所
。

学生通过阅读各种优秀书刊
,

欣赏优秀书

籍
,

对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

培养品德
,

陶冶情操
,

锻

炼意志
,

以及世界观的形成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

正如高尔基说的
“

书是人类灵魂 的窗户
,

书是知识

的源泉
” ,

它会帮你辨别形形色色的思想
、

感情
。

它

能教会你尊重别人和 自己
,

它会用爱世界
、

爱人类

的感情振作你的头脑和心灵
。

图书馆被誉为
“

人类

思想和行动的最好宝库
” 。

“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 “

读书破万

卷
,

下笔如有神
”

等等
,

这些 富于哲理的名言
,

生动地说明了利用 图书馆博览群书
,

能对人们知

识的扩大和智力的开发起着重大的作用
。

人不是

天生就有知识的
,

知识是靠后天不断集累的
。

素

质教育的出发点正是要打破学校教育长期局 限课

堂讲授的状况
,

通过精简压缩课程
,

让学生有更

多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和 阅读大量的书刊
,

培养

广泛的兴趣爱好
,

不断提高其知识面
。

使其成为

多才多能的优秀人才
,

这样
,

图书馆就成了学生

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
,

图书馆应 因势利导
,

通

过营造幽雅舒适 的阅读环境
,

制定合理的借阅规

则
,

多吸引学生到图书馆来看书
。

图书馆是学校

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

实现素质教育也必须依赖于图书馆
,

其原 因

在于素质教育以基础知识的通才教育和 自我学习

能 力的培养代替 了以往学科专业 过 细的专 才教

育
,

重在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
,

使之在未来 的市

场竟争中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

因而
,

个而推进素

质教育是我 国教育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
,

是 2 1 世

纪中国教育的特点
,

所以说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

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国际化
,

为

我们的现代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

培养具有创新

能力和对社会发展能作出积极反应的社会主义新人

已成了现代教育的首要任务
。

学生的科学概念
,

世

界观和方法论是在多学科的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的

基础上形成的
,

要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
,

教师必须

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
,

因此
,

要建立一支政治思想

素质好
,

业务水平高
,

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

是成

人高校的迫切任务
,

而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所提

供的服务
,

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

使

他们能及时掌握教学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
、

新内容

和新方法
,

进一步完善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

充

实和丰富教学内容
,

提高业务水平
。

同时素质教育要求尽可能地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
,

加强学生学习技能的培训
,

学校教育由于受学

制
,

课时的限制
,

不可能为学生开全所有课程
,

这

就必然要求学生尽可能在课外时间利用图书馆的文

献资源进行学习
,

此外
,

在教学方面
,

由于进行了

改革
,

缩减了教学的内容
,

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主要

是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
,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

就使

成人高校图书馆成为学习知识的教育场所
。

同时
,

成人高校图书馆本身还是学校的一个情报信息处理

中心
,

它通过情报收集和文献积累
,

为学校师生及

社会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文献信息
,

学校亦可借鉴它

提供的可用信息
,

深化教育改革
,

将教学逐步纳人

素质教育的轨道
。

使传统的封闭型的教育逐步转变

为开放型教育
。

三
、

加强成人高校图书馆的建设
,

促

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文化积累的宝库 ; 是社会主

义教育的重要机构 ; 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
“

精神

土壤
” ; 是学校培养人才的立校之本

。

21 世纪
,

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
,

给学校如何培养德
、

智
、

体
、

美全面发展
,

知识和能力相协调统一
,

具

有
“

宽厚
、

开放
、

创新
”

特征的复合性人才
,

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作为高校三大支柱之一的图书馆也

只有顺应这一潮流
,

加强 自身建设
,

更好地为学校

的素质教育服好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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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兴起
,

国际互

联网络的发展及电子 图书馆设想的实现
,

图书馆

已改变 了过去那种藏书楼的形象
,

成为了学校
、

社会的信息中心
。

当今世界
,

科学技术
、

知识技

能和价值观念更新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

学习已

不再是人生某一阶段或一次教育就可 以完成并一

劳永逸 的
。

教育与培训将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
,

在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

社会对教育
,

特别

是成人高校的教育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

在有限

的课堂时间里
,

学生们仅仅能从书本上学到极为

有限的知识
,

图书馆则通过阅览
、

咨询服务和信

息开发等多种方式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无边无际的

知识海洋
,

从这里他们尽其所能
,

择其所好地汲

取宝贵的知识营养
。

所 以也就要求我们的图书馆

必须具备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的条件
。

如
:
管理

上实现网络化
。

资源共享
,

能为学生的专业领域

提供大量的信息
,

而且在素质教育方面
,

也能提

供大量 的资源
。

同时
,

图书馆应营造出一个文化

氛围
,

不做
“

大家闺秀
” 、

不等客人
“

登门造

访
” ,

而是主动深人
,

根据本校的性质
、

任务
,

通过有计划
、

有 目的地搜集各种文献资料
,

并将

它们科学地组织起来
,

使之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结

构
,

以师生的需求为导 向
,

充分发挥 自己的长

处
,

使其成为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
。

总之
,

网络时代
,

图书馆的功能
、

性质和方

法都将发生变革
。

图书馆成为促进存取
,

利用电

子情报信息资源的中间媒介
。

使人们对图书馆的

依赖性变大
。

所以图书馆
,

特别是成人高校的图

书馆
,

要勇于创新
、

’

力求改革
,

不要故步 自封
、

安于现状
,

要积极探索发展的新思路
,

争取把图

书馆建设成一流的
,

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好的知识

源泉
,

把我国的素质教育推向新的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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