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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各国力图加快信息化进程，以增强综合国力。
而在世纪之交，作为从业图书馆三四十年的老兵出于对事业的情结与执着，一直与图书馆同呼吸、共
命运，从未相去须臾。
图书馆学是一门古老与年青的学科，其生命力在于开拓、创新。
《图苑探真：图书馆散论》所集结文章谨表作者为图书馆事业的心迹，诚望读者鉴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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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汉城，广东揭西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副研究馆员。
现任揭阳市人大代表，榕城区文化局局长兼图书馆馆长、科协常委，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广东图书
馆学会常务理事，　《图书馆论坛》副主编。
出版发表著作4部、论文20多篇。
多年来共获多级多种表彰奖励30多项（次），先后被评为全国图书馆先进工作者、广东省文化系统先
进工作者、广东省精神文明创造活动先进个人、揭阳市优秀专家。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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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近代，图书馆就具有开发读者智力，进行社会教育的职能。
21世纪是知识的世纪、信息的世纪，图书馆将更加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成为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
、继续教育的重要场所。
　　教育、科学、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广义的文化可以涵盖教育、科学，而狭义的文化，教育是基础，图书馆则属教育、科学的交汇和中介
。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ldquo;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rdquo;提交的报告《教
育&mdash;&mdash;财富蕴藏其中》指出，21世纪的教育应把终身教育置于社会的中心位置上，该报告
关于终身教育的概念，阐明了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四个支柱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谈及的终身教育，明确以义务教育为基础和起点。
　　图书馆作为&ldquo;没有围墙的大学&rdquo;、实行义务教育的社会继续教育场所，必须密切注意
世界教育发展动态，研究图书馆工作与教育的结合点，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
自20世纪60年代，各国都在实施继续教育工程(也可以说是&ldquo;知识工程&rdquo;)，每年的培训率，
荷兰为80％，丹麦为45％，美国为43％。
英国于1991年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继续教育体系，图书馆已成为整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学者认为．图书馆的前景将与其他教育机构融为一体。
图书馆不仅通过各种出版物直接传授知识，成为函授、电化教育机构以及各类专业技能的培训场所，
而且将在学校教育从以&ldquo;教&rdquo;为中心，转变为以&ldquo;学&rdquo;为中心之后，各类型图书
馆也开始成为正规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学者以12个欧洲国家的有关数据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作出结论：后工业社会
以科技信息的广泛传播和易于获取为特征。
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也日益专业化，越是具有更多的可获取的知识，就越存在着一种相对的无知，甚
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
在信息社会，公众的知识需要全面提高，知识的传播将从无序走向有序，这其中图书馆的继续教育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于它的改进和完善将是必不可少的。
在世界各国将图书馆纳入正规教育体系或作为学校教育有机补充的事例，并不鲜见。
西方国家普遍将图书馆视为学校教学、科研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具备图书馆及其相应的标准，就不能
取得办学资格；将社区公共图书馆视为居民享用继续教育的神圣权利，并以立法形式予以保证。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加之历史原因，急需人才缺口很大，形成大规模的教育需求。
据有关材料披露，我国每年有1千万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4百万高中生不能升人大学；15岁以上人口
中有12％的文盲；到2000年占全国劳动力总数一半的3亿人需转岗培训。
这些失学者构成了对图书馆的巨大需求，可谓为&ldquo;第二希望工程&rdquo;。
朱镕基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ldquo;要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显著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
争力&hellip;&hellip;就必须&hellip;&hellip;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rdquo;。
今天的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根据我国国情，教育正进行着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变教育事业为教育产业，一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
教育。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苑探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