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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变迁：
初建与逐步体系化的专科教育时期（１９４７—１９５５年）（二）

●谢运萍　（北京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１９４７年，王重民先生在国立北京大学创设图书馆学专修科。在历经了北平解放、课程改造、院系调
整、专业改革与“全面学苏”的教育改革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由自主性较强的附属于中文系的专修科转

型为由国家收编的重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机构。在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陆续制定
了面向大学肄业生及毕业生的二年制专科课程体系、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二年制课程体系、四年制本科课程体

系、效仿苏联的二年制及三年制课程体系。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体系受创设者、授课

对象、学制、国家教育政策和图书馆事业建设需要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课程内容“业务化”、课程结构“固定

化”、课程教学“集体化”与教学方式“实践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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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１年第６期《北京
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变迁：初建与逐步体

系化的专科教育时期（１９４７—１９５５年）（一）》］
２．４　效仿苏联的二年制及三年制课程体系

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
科更改了两次学制。第一次是１９５２年８月，北京大
学在院系调整方案《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

中将四年制的图书馆学系改回二年制的图书馆学专

修科［１］５４８。建国初期，新成立了大批公共图书馆，院

系调整后，新建的高校也纷纷建立了图书馆。当时

的图书馆事业急需大量专门人才，而１９５２年中国仅
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两所正常招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①，且由于高

中毕业生源的限制，它们每年招生只能分配到二三

十人。于是，为了在短期内培养更多的图书馆学人

才，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被压缩学制，改回二年

制的专科教育。当时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方针任务被

定为“造就省市级图书馆干部”［２］。

第二次更改是在１９５３年秋，文化部、高等教育
部发文同意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关于方针任务

问题的意见，并同意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改

为三年制［３］。此前，王重民先生向学校指出“目前

一般省市级图书馆只有一百所左右，而另一方面政

府机关、党群系统、科学研究机关以及正在蓬勃发展

的高等教育学校等机关的图书馆（室）及资料室等

却将近有三百所。这些图书馆（室）都更加迫切地

需要有高度专门训练的干部”，“我科本年度毕业十

五人（指１９５３年度），只有两位分配到省市级图书
馆，而且是大型的市立图书馆，其余都分配到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所、政府机关和党群系统中去。以为各

届毕业生分配情形，也大概是这样”［４］。他提出“图

书馆专修科的方针任务（应）明确规定为：①主要是
培养大型省市级图书馆、国立图书馆、政府机关及科

学研究机关图书馆（资料室）的干部；②造就图书馆
学师资；③编译图书馆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４］。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应将修业年限改为三年”［４］。

这些建议经学校认可，在１９５３年９月的第一次全国
综合性大学会议上被讨论和采纳。

在两次更改学制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应教学改革的要求，效仿苏联的图书馆专科学校先

后制定了二年制、三年制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

是从苏联高等教育体系中借鉴来的产物，它一般由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配置、课程表（教学

进度计划表）等要素组成［５］２１８－２１９。除了制定教学计

划，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还翻译了一批苏联著作与教学大纲，如《苏联的图

书馆事业》（舒翼据华西里青科《苏联的图书馆事

业》、波达帕夫与方萨诺夫的《区的图书馆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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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五卷）的相关条目编译而

成）、莫斯科国立莫洛托夫图书馆学院的《“图书馆

目录”教学大纲》《“图书馆学”教学大纲》；也自主

编写了一批教学大纲和讲义，包括《“参考资料与

参考工作”讲义》《“普通目录学”教学大纲》《“目

录与书刊评介”讲义》《“图书馆藏书与目录”讲义

（初稿）》《“图书馆藏书”讲稿》《“图书馆学引论”

讲稿》《“对待读者工作方法”教学大纲》《“图书补

充登录典藏”教学大纲》《“图书编目法”讲授提

纲》等。此外，图书馆学专修科还效仿苏联的“教

学研究组”制度成立了 ３个教学小组，即“目录参

考”教学小组、“图书整理方法”教学小组、“读者

服务工作”教学小组②。这些教学小组由一门或几

门性质相近的课程的教师、助教组成，他们一同研

究讨论和分担讲授课程、编制教学大纲、组织学生

参观实习、引导学生自学等教学任务。图书馆学

专修科的二年制、三年制教学进度计划表如表１、
表２所示，其中三年制教学进度计划表是在“教学
计划全国统一”的政策要求下同武汉大学图书馆

学专修科协商制定的，三年制教学计划先后调整

过多次，表 ２为经高等教育部审核、颁布的最终
版本。

表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教学计划草案（１９５２年８月）

顺序 课程

时数 按学年学期课程时数分配表

合计

其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讲授

实习练

习及习

明纳尔

第一

学期

１８周

第二

学期

１７周

第三

学期

１８周

第四

学期

１２周

每周时数

１ 马列主义基础 ９０ ９０ ３ ３

２ 新民主主义论 １０５ １０５ ３ ３

３ 中国史与世界史 １６５ １６５ ３ ３ ２ ２

４ 教育学 ６０ ６０ ２ ２

５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１６５ １６５ ３ ３ ２ ２

６ 体育 １３０ １３０ ２ ２ ２ ２

７ 图书馆基础课程 １５９ ９４ ６５ ４ ３ ３

（１）图书与图书馆 ７２ ３６ ３６ ４

（２）图书馆事业 ５１ ３４ １７ ３

（３）文教政策法令 ３６ ２４ １２ ３

８ 图书整理与管理 ４２８ １９９ ２２９ ６ １０ ５ ５

（１）选购登录与典藏 ６８ ３４ ３４ ４

（２）图书编目法 ２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５ ６ ６

（３）图书分类法 １５０ ６０ ９０ ５ ５

９ 目录与参考 ３０８ １４８ １６０ ５ ４ ５ ５

（１）工具书使用法 ９０ ５４ ３６ ５

（２）参考工作 ６８ ３４ ３４ ４

（３）目录与书刊评介 １５０ ６０ ９０ ５ ５

１０ 对待读者工作方法 １８０ ９０ ９０ ６ ６

１１ 专题讨论 ５４ ５４ ３

总计 １８４４ １１１６ ７２８ ２６ ２８ ３０ ３０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教学计划草案［Ａ］．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３０３１９５２０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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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是以苏联的图书馆
专科学校为蓝本来制定教学计划的。图书馆专科

学校是苏联的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机构，学制为四

年，专事培养高级图书馆学人才和目录学人才。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苏联共有三所图书馆专科学
校，它们以莫斯科国立莫洛托夫图书馆专科学校

为首。莫斯科国立莫洛托夫图书馆专科学校设有

三个学系：图书馆学系、目录学系、儿童少年图书

馆和图书馆儿童工作系，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包含

两类课程：一般科学课程和专门课程［６］１４８－１４９。一

般科学课程为各系学生必修，具体包括“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苏联史”“世界史”“俄国文学”“世

界文学”“外国语”“心理学”“教育学”，儿童少年

图书馆和图书馆儿童工作系还需修习“教育史”。

专门课程则各系不同，图书馆学系学生必修“图书

史”“图书馆事业史”“一般图书馆学”“对待读者

的工作方法”“图书馆藏书和目录组织法”“目录

学”和“特种选读科目”。除去授课，该校学生会配

合课业在校内外进行实习，在第四学年时，学生还

会被分派到各地各类型的图书馆进行为期一个半

月至两个月的实习［６］１４９。

表２　综合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三年制教学计划（１９５５年颁布）

次序 课程名称

按学期分配 时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表

考试 考察 共计

其中 Ⅰ学年 Ⅱ学年 Ⅲ学年

讲授
课堂

实习
讨论

一

１８

二

１７

三

１８

四

１７

五

１８

六

１２

每周时数

１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２ １ １３６ １０２ ３４ ４ ４

２ 中国革命史 ４ ３ １３６ １０２ ３４ ４ ４

３ 政治经济学 ４ ３ １３６ １０２ ３４ ４ ４

４
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历史唯物

主义论
５ ９０ ６８ ２２ ５

５ 中国史 ２ １ １４０ １４０ ４ ４

６ 中国文学史 １ ２ １０５ １０５ ３ ３

７ 世界史 ２ １ １４０ １４０ ４ ４

８ 外国文学 ４６ ５ ２１０ ２１０ ３ ３ ３ ３

９ 科学技术概论 ５ ６ １０２ １０２ ３ ４

１０ 俄文 １３６ ２４５ ３８０ ３８０ ４ ４ ４ ４ ４ ２

１１ 体育 １２３４ １４０ １４０ ２ ２ ２ ２

１２ 图书馆学 １３ ２ ２１１ １００ １１１ ４ ３ ３ ２

１３ 藏书目录 ２４ ３５ ２６２ １２０ １４２ ４ ４ ４ ３

１４ 普通目录学 ３ ４ １２３ ７０ ５３ ４ ３

１５ 专科目录学 ６ ５ ２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７ ７

１６ 图书史 １ ５４ ５４ ３

１７ 图书馆事业史 ６ ４８ ４８ ４

１８ 教学实习 ４ ５１ ５１ ３

１９ 教育学 ５ ５４ ５４ ３

２０ 专题讲授 ６ ３６ ３６ ３

总时数 ２７６４ １６６３ ９７７ １２４ ２８ ２８ ２８ ２９ ２８ ２３

数目 学年论文 １

考试 ２１ ４ ４ ３ ４ ３ ３

考察 ２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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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图书馆学包括图书馆引论（第一学期）、对待读者工作（第二、三学期）、图书馆组织三部分。

２．藏书目录有登录补充（第二学期）、分类（第三学期）、编目（第四学期）、典藏（第五学期）四部分。

３．普通目录学包括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部分。

４．专科目录学包括社会、政治、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艺、历史等部分。

５．图书馆事业史包括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我国等部分。

６．外国文学第二学年为欧洲（自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和亚洲（印度、日本等部分），第三学年为十九世纪以及以后的俄国和苏联部分（如无

条件亚洲部分可以只讲古代或暂缺）。

７．学年论文在第五学期开始，第六学期完成，有毕业论文性质，但其要求较毕业论文低，不进行答辩。

注：表头中的“一１８”表示第一学期有１８周；“考试”“考察”中的数字表示学期。

资料来源：综合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三年制教学计划［Ａ］．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１ＧＬ３０３１９５５－０００５．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５２年制定的二年
制教学计划采用学年制，且只设必修，不设选修。在

文化课程上，图书馆学专修科借鉴了苏联图书馆专

科学校“本国史 ＋世界史”“本国文学 ＋世界文学”
的课程组合，新开了“中国史与世界史”“中国文学

与世界文学”两门课程，并将原来的选修课“教育

学”更改为必修课。由于学习年限只有两年，图书

馆学专修科不再安排学生修习“外国语”课程。在

专业课程上，图书馆学专修科借鉴苏联集中建立专

业课的做法，开出了四门课程，即“图书馆基础课

程”“图书整理与管理”“目录与参考”和“对待读者

工作方法”。“图书馆基础课程”由“图书与图书馆”

“图书馆事业”和“文教政策法令”三部分组成，其中

“图书与图书馆”部分大致相当于原来的“图书馆学

概论”。“图书整理与管理”由“选购登录与典藏”

“图书编目法”“图书分类法”三部分组成，其中“选

购登录与典藏”部分参考了原“图书馆学概论”课程

中的“图书选购”相关内容和莫洛托夫图书馆专科

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和目录组织法”课程。“目录与

参考”由“工具书使用法”“参考工作”“目录与书刊

评介”三部分组成，其中“参考工作”部分大致相当

于原来的“图书参考”，“目录与书刊评介”部分是新

开设的，参考了莫洛托夫图书馆专科学校目录学系

的“各科书目”课程，内容为介绍各学科领域的重要

书籍目录。“对待读者工作方法”同样参考了莫洛

托夫图书馆专科学校的课程，其内容继承了原来的

“读者服务”课程。另有一门“专题讨论”课，是在内

容上比较机动的专题讲座式的研讨类课程。整体来

看，在二年制的教学计划中，两门政治课程占去总学

时的１０．６％，三门文化课占去２１．１％，四门专业课
及专题讨论课占去６１．２％，整个课程体系是以专业
课为重的。在课程教学中，课堂讲授学时占整体学

时的６０．５％，实习练习及“习明纳尔”③的学时占去
了３９．５％，在有的课程中，实习练习及习明纳尔的

学时甚至高于课程讲授学时，课程教学体现出鲜明

的重讨论、重实习的特点。

图书馆学专修科的三年制教学计划同样采用学

年制，只设必修，不设选修。因增加了一年的学习时

间，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政治课程

由两门变为四门，且另增加了一门“俄文”外语课，

原有的文化课程“中国史与世界史”“中国文学与世

界文学”也被拆分成四门单独的课程。此外，教学

计划中还新增了一门“科学技术概论”课，这门课程

由理工科教师讲授，是一门面向全体文科学生的科

普课。在专业课程方面，图书馆学专修科依然采用

集中建立专业课的做法，并直接仿照了莫洛托夫图

书馆专科学校图书馆学系的课程设置。在图书馆学

专修科开设的六门专业课中，“图书史”“图书馆事

业史”两门课与莫洛托夫图书馆专科学校图书馆学

系的专业课相同；“图书馆学”“藏书目录”“普通目

录学”三门课与图书馆学系的“一般图书馆学”“图

书馆藏书和目录组织法”“目录学”课程相对应；剩

下的“专科目录学”课程是由二年制教学计划中的

“目录与书刊评介”发展而来的，它参照了苏联目录

学系的“各科书目”课程。与二年制的教学计划相

比，尽管三年制教学计划中的专业课名称有了较大

变动，但两个教学计划所安排教授的专业知识却是

差不多的，只是更换了内容组合方式，并增加了讲授

学时。例如，二年制教学计划中的“图书与图书馆”

“对待读者工作方法”被吸收进了三年制教学计划

中的“图书馆学”课程，“工具书使用法”和“参考工

作”被吸收进了“普通目录学”课程。整体来看，在

三年制教学计划中，政治课程占去总学时的１８％，
文化课及外语课占去４０９％，专业课（包括“专题讲
授”）及教学实习占去３６％，各类课程的学时占比与
莫洛托夫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教学安排相近。在课程

教学中，课堂讲授学时占整体学时的６０２％，课堂
实习及讨论的学时占去了３９８％，学时比例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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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教学计划相近，课程体系依然体现出了重讨论、重

实习的特点。

在“全面学苏”前，图书馆学专修科曾开设过

“西洋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索引法”等专业

课程，还将其他系科的“博物馆学”“中国近代考古

学发见史”“古器物学”等课程吸收为选修课。而在

效仿苏联建立的图书馆学专修科二年制、三年制教

学计划中，这些课程已不见踪影。“学苏”后的图书

馆学专修科更注重图书馆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的传

授，对于“校勘学”“古器物学”等提升、扩展类的课

程则不遑顾及。在教学改革初期，除了制定教学计

划、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专修科教员还需结合

苏联图书馆学系的教学大纲来制定、修改各门课程

的教学大纲与讲义，摸索各种教学方法的具体实施

方式，在备课上十分紧张。张树华先生曾在访谈录

中回忆道：“解放后，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思想指导

下，（图书馆学专修科）参考了苏联图书馆学院的一

个教学大纲……解放前的课程全部取消了，老教授

们造诣较高的知识不敢拿出来讲，而苏联的一些东

西又不太熟悉，所以教学内容显得很薄弱。”［７］可见

在“全面学苏”的教改时期，图书馆学专修科经历了

一番艰难的调整和适应。１９５２年的二年制教学计划
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第一个教学计划，它于

图书馆学专修科而言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因为自

它之后，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教学制度、课程体系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学分制改为学年制；由教师自由

教学改为遵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来安排教学活动；

由自主设计课程体系改为效仿苏联设置课程。

３　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体系变迁的总结与评价
３．１　课程体系变迁的总结

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
科的教育制度历经了多次更改：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８年，
专修科附属于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面向本校文学

院的肄业生、毕业生进行招生，学制为两年，实施培

养高深人才的专科教育。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０年，专修
科从中文系独立出来，开始面向全国招收高中毕业

生，学制两年，实施稍偏职业化的专科教育。１９５１
年暑假起，专修科改为系，在实施了一年的四年制本

科教育后，于１９５２年８月重新改回专修科，１９５１年
招收的这届本科生于１９５４年提前毕业。１９５２年８
月起，图书馆学专修科开始在高等教育部的统一安

排下招收高中毕业生，并根据国家需要实施对口的

图书馆专才教育，专修科起初为二年制专科，后在

１９５３年秋改为三年制专科。而随着教育制度和教

育环境的变更，图书馆学专修科也对课程体系进行

了数次调整。

（１）课程体系变迁的动因和课程目标的变更。
课程体系是依据课程目标来设计的，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专修科课程体系变迁的直接原因就是课程目标

的变化。而课程目标的制定与调整则受学习者、学

科专家、社会需求、政治政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纵

观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目标制定与变更的过程，可

以发现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五个：图

书馆学专修科的创设者、授课对象、学制、国家教育

政策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需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专修科是由袁同礼先生、王重民先生设计、筹建的，

他们确定了图书馆学专修科最初的课程目标，即培

养图书馆学高深人才。其中，袁同礼先生尤其希望

专修科能为北平图书馆输送高级人才，王重民先生

尤其希望专修科培养能整理、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

古典文献学家。图书馆学专修科在初建的头两年

里，一直遵循着创设者们的初衷，实施着不同于文华

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图书馆学教育。

从中文系独立出来后，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

目标开始向职业训练倾斜，这样的变化是由两个客

观因素带来的：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授课对象由北京

大学文学院学生变为高中生、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学

制依旧为两年。在两年的学习年限内，将高中生培

养为图书馆高深人才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专修科只

能被动地调整课程目标。但王重民先生心中一直有

所坚持：“我们在北大设图书馆学系，培养人才，其

素质就应该‘大’字加上‘一点’（太）吧！”［８］④在招

生对象已稳定为高中毕业生的情况下，唯有延长学

制，才能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为此，王重民先生于

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１年两次向学校提出将学制更改为四年
制的申请，并成功在１９５１年“转科为系”。此时，国
家教育政策已开始对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目标进

行引导和干预，高等教育部要求图书馆学系在本科

教育外，另对在职图书馆员开设函授班，因此图书馆

学专修科在设计四年制的本科课程体系时，兼顾了

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在１９５２年之后，国
家教育政策开始成为左右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目标

的核心因素。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培养目标与学制均

由高等教育部、文化部统一制定，专修科可提出修改

建议，但自主决定权较小。当时国家教育政策的宗

旨，就是效仿苏联建立教育体系，使各类学校能有计

划、按比例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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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文化部、高等教育部还是图书馆学专修

科，其关于课程目标的考虑均是从当时中国图书馆

事业建设的全局需要出发的。起初，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专修科的课程目标被定为在短期内培养大量

的省市级图书馆干部，后在王重民先生的提议下，

课程目标更改为：培养大型省市级图书馆、国立图

书馆、政府机关及科学研究机关图书馆（资料室）

的干部，造就图书馆学师资和编译图书馆学教科

书、教学参考书［４］。

在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５年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目标
制定与调整的过程中，专修科创设者、授课对象、学

制、国家教育政策、图书馆事业建设需要等关键因素

在相互作用着。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专修科创设

者们的影响力在下降，国家教育政策逐渐占据主场，

而此时期的国家教育政策是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为

先的，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尤其强调政治教育。上文

中有提及，图书馆学专修科在制定课程体系时，曾参

考过两类对象：在建设初期，主要参考民国时期图书

馆学教育机构的课程；在“全面学苏”时期，主要参

考苏联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这

种参考对象的变化本质上是由课程目标的变更造成

的。另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图书馆学专修科实际执

行的课表与课程体系的规划会存在出入，这种出入

则多是由师资因素造成的。例如，在创立初期，图书

馆学专修科延请不到足够的教员，于是只能根据师

资尽量开课；在５０年代初，图书馆学专修科曾由傅
振伦先生开设过档案学的相关课程，在傅先生离开

后，这些课程便停开了。不过在教学改革后，高校的

教学活动被要求严格依教学计划进行，专修科也有

了更多的在编教员，这种因人设课的现象减少了

很多。

（２）课程内容“业务化”与课程结构“固定化”。
课程内容是为课程目标服务的，随着课程目标的变

化，图书馆学专修科所教授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调

整。表３较为直观地描述了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图
书馆学专修科课程体系内容的变化。

表３　１９４７至１９５５年间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变化⑤

１９４８年课程表

必修

课程

图书馆学课程
理论及知识课：图书馆学概论

业务课：图书参考／中文编目法／西文编目法

目录学课程 中国目录学／西洋目录学／四库总目研究／中国史料目录学

古典文献学、考古学课程 校勘学／版本学／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见史／金石学

１９４９级学生所修课程

必修课
图书馆学课程

理论及知识课：图书馆学概论／唯物史观（上学期为图书常识）

业务课：阅读指导与图书馆实习／分类与编目（中文）／分类与编目实习（中文）／工具

书使用法

目录学课程 目录学概论

选修课

图书馆学课程
图书馆学概论讨论／索引与检字／大学图书馆与专门图书馆／外文分类与编目／图书馆

事业史／中国书史／专题研究

目录学课程 中国目录学文选／目录与参考

档案学、考古学课程、其他 档案资料／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见史／古器物学／自然科学／第二年外国文

图书馆学系四年制课程体系（１９５１年）

必修课

图书馆学课程

理论及知识课：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事业史／文教政策法令

业务课：图书分类法／图书编目法／图书参考／群众工作／读者服务／图书馆行政／专门

图书馆

研讨课、论文：论文或专题报告

目录学课程 中国目录学概论

档案学 档案学

政治课 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

文化课 中国通史／国文与写作／近代文学／科学概论

外语课 外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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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系四年制课程体系（１９５１年）

选修课

图书馆学课程
图书馆技术／西文分类与编目／书籍的发展与传播／图书馆的发展与传播／索引与序

列／资料管理法／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分类法史

目录学课程 西洋目录学

教育学、版本学 教育学／版本学

二年制教学计划课程（１９５２年）

必修课

图书馆学课程

理论及知识课：图书馆基础课程（图书与图书馆／图书馆事业／文教政策法令）

业务课：图书整理与管理（选购登录与典藏／图书编目法／图书分类法）／目录与参考

（工具书使用法／参考工作）／对待读者工作方法

讨论课：专题讨论

目录学课程 目录与参考（目录与书刊评介）

政治课 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

文化课 中国史与世界史／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教育学

体育课 体育

三年制教学计划（１９５５年）

必修课

图书馆学课程

理论及知识课：图书史／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学（图书馆引论）

业务课：图书馆学（对待读者工作／图书馆组织）／藏书目录（补充／分类／编目／典藏）

实习讨论课：教学实习／专题讲授

目录学课程 普通目录学（参考资料／参考工作）／专科目录学

政治课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论

文化课 中国史／中国文学史／世界史／外国文学／科学技术概论／教育学

外语课 俄文

体育课 体育

　　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
体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兼授图书馆学和目录学，

且目录学课程占了相当比重。不论是从学科起源、

研究对象，还是从应用场景方面来说，图书馆学和目

录学都具有天然的联系。且正如姚名达先生所说

的：“目录学效用最易表现的场合，即是图书馆。”［９］

当时，目录学在图书馆工作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所以在图书馆学教育中，目录学课程一直占有一席

之地。除此之外，在这一教育时期，图书馆学专修科

的课程内容还呈现出越来越业务化的特点，课程的

职业色彩日趋浓厚。在初创时期，专修科还较为重

视古典文献学、考古学、档案学等图书馆学相关学科

的知识内容。但至教学改革时期，图书馆学专修科

则只开设了图书馆学、目录学专业课，而舍弃了其他

关联学科的内容，也舍弃了目录学理论课，专业课程

开始以图书馆业务课为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课程体系调整了多次，但有一些课程内容，如“图书

馆学概论”“图书参考”和“中文图书分类与编目”，

则常被划定为专业必修。可见，这些内容是当时图

书馆学教育中无法舍弃的，是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

内容。

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结构也发

生了一些改变。首先，学年制代替了学分制，教学计

划代替了选科制，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体系被固

定下来。国立北京大学自１９１９年起就一直实行选
科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在创立之初便参考

了这种制度，规定肄业生若选习图书馆专科课程满

３２学分，且成绩均在７０分以上，则可获得图书馆学
专科毕业证书。而在教学改革后，图书馆学专修科

则摒弃了学分制，更改为苏联教育体系中的学年制，

用刚性的教学计划将所有学生所需修习的课程统一

固定下来。其次，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类型由

“专业相关课程”一类变为了“政治课＋文化课 ＋专
业课”三类课程的组合，且政治课和文化课在其中

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当时，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办

学方针为：“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之上进行不同类型

的专业教育。”［１０］所以，一方面图书馆学专修科的专

业课程越来越专，另一方面专修科的文化课程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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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上升到与专业课程相当的比重。此外，１９５２年
后，图书馆学专修科开始效仿苏联图书馆专科学校

集中建立专业课，将专修科性质相近的专业课组合

在一起，由教师集体承担授课。经过这样一调整，图

书馆学专修科的专业课数目变少了，但每门课需教

授的知识内容却多了起来，且专业知识内容相互间

也联系得更加紧密。

（３）课程教学“集体化”与教学方式“实践化”。
在教学改革期间，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实施方式

经历了一番调整。此番课程实施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成立教学小组和大量增加讨论、实习教学

的学时。上文中曾简单提到，教学改革期间图书馆

学专修科效仿苏联的“教学研究组”制度成立了“目

录参考”“图书整理方法”“读者服务工作”３个教学
小组。在教学实践中，教学小组制度与集中建立专

业课的课程体系相适应，一门专业课通常由一个教

学小组来集体承担，课程的教学内容由小组成员共

同商定，具体的教学工作则由成员分担进行。在

“全面学苏”之初，成长于欧美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下

的图书馆学专修科教员们，对于苏联图书馆学的内

容与教学方式并不熟悉，教学小组的成立促进了教

师间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集中力量适应教

改的作用。

在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体系中，有不少的图

书馆业务课，这些业务课程需辅以实践训练，才能被

学生彻底地理解和掌握。在教学改革之前，图书馆

学专修科即开设过专门的实习课，如“分类与编目

实习（中文）”“阅读指导与图书馆实习”。在教授

“图书参考”等业务课时，教员们还会在讲授之外给

学生布置练习题，并安排学生进行讨论、参观和课堂

实习。但从整体上来说，专修科课程的教学方式以

讲授为主，以做习题、参观、讨论、课堂实习等实践方

式为辅，各门课程的教学安排是弹性的。自教学改

革后，专修科各课程的教学方式均在教学计划中被

固定下来，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实践教学学时与课堂

讲授学时的比例达到了 ２∶３。在图书馆业务课程
中，实践教学学时均等于或多于课堂讲授的学时。

大量的实践学时能使在校生更熟练地掌握图书馆的

业务技能，这样，至专修科学生毕业时，他们无需再

多的岗前培训就能直接胜任图书馆的工作。这样的

教学安排能大幅提升专修科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

效率与实效。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总课时一定的

情况下，其他专业课程则被图书馆业务课挤压了学

时，例如“图书馆学概论”课程在四年制课程体系中

大致教授 １０８个学时⑥，而在二年制教学计划中，

“图书与图书馆”课程（相当于“图书馆学概论”）仅

被安排教授３６个学时。就业务课程本身而言，实践
教学也会挤压课堂讲授的学时，这就可能会造成知

识内容讲不全、讲不透的情况。

３．２　课程体系变迁的评价
从课程目标变化的过程与课程体系变迁的动因

可知，在这一阶段，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体系变迁

是“自外而内”的，即在多数情况下，课程体系的调

整并不是从专修科主观的发展愿望出发的，而是为

了适应师资、授课对象、教育改革等客观因素。回首

来看，１９５５年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已不是王重民先生
最初所设想的培养整理中国文献遗产的高深人才的

专修科，而是磨去了自己特色的图书馆专门人才教

育机构。从这一点来说，专修科的发展存有遗憾。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体系

始终是契合实际的，它因势利导，顺应了当时的客观

环境及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

修科没有消逝于教育史中，而是后来居上地成为了

极重要的图书馆学办学机构，持续为全国各地的图

书馆输送人才。从这一点来说，积极变更课程目标

与课程体系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延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身处于变迁中的专修科师生而言，频繁变动

的课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教学与学习的秩

序，影响了知识传授的质量。当时图书馆学专修科

的学生，几乎没有一届能按照入学时的课程体系来

修完学业，有一些年份的学生还在就读期间被更改

了学习年限。１９５３年，图书馆学专修科还曾因为更
改学制和重修教学计划的需要暂停招生。在教学改

革期间，教师更是忙于学习苏联图书馆学的教学制

度与内容体系，忙于编译专修科所需的教学大纲与

讲义，备课十分紧张。而就课程体系本身来看，在这

九年间，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

程结构、课程实施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综合上文

“总结”部分所分析的，这些改变的进步之处在于：

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目标与图书馆事业的需要越

来越契合，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趋于稳定。这些改

变的不足之处在于：专业课程的内容越来越“专”，

与档案学、古典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变弱；课程

体系的刚性太强，不利于教师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过于强调实践教学方式，课堂讲授的学时不够多，知

识内容可能讲不透。

以上即是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在１９４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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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５５年这段专修科时期内课程体系变迁的描述
与解读。因在这一时期内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主要实施专科教育，且从建立初期的几门必修课发

展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教学计划，因此本文称这段

时期为“初建与逐步体系化的专科教育时期”。

注释：

①西南师范学院曾于１９５１年８月设立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修

科，但只办了一届，１９５４年就停办了，毕业生１００余人。资料来源：

郑章飞，黎盛荣，王红．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论［Ｍ］．长沙：国防科技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８－２９．

②图书馆学修订教学计划工作报告、图书编目法教学大纲及第

二学期工作计划（草案）［Ａ］．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ＧＬ０３０１９５２－

０００５．（转引自：顾晓光，郭鹏．刘国钧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初

创时期的往事略记（１９５１—１９５２）［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６）：

２２－２５．）

③习明纳尔：“ｓｅｍｉｎａｒ”的音译，可以将其理解为课堂讨论。

④全段原文为：有时，一些同学在他家议论起办系宗旨、培养目

标问题，王先生间有插话，虽然不长，但却不卑不亢，观点鲜明，这一

直留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说：“我国自汉代设立太学，为官设最高

学府；从隋到清，这种最高的教育机构，通称国子监；清末废科举，设

京师大学堂，其地位仍与古代太学、国子监一脉相承。北京大学前

身为京师大学堂。我们在北大设图书馆学系，培养人才，其素质就

应该“大”字加上“一点”（太）吧！”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我系学生应具

有的质量、水平的看法和期望。

⑤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这里暂认为

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二者有交叉。像“工具书使

用法”“图书参考”“参考工作”这样的课程，就处于两学科交叉的部

分，在本表中倾向于将它们归为图书馆业务课。

⑥当时的６学分大致相当于一学期一周６学时（可能为期一学

期，每周６学时；更多情况下是为期一学年，每周３学时），一学期一

般按１８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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